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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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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黄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因其地下块根为黄白色而得此名。地黄初

夏开花，花大数朵，呈淡红紫色，具有较好的观赏性。 临床上有生地黄、

熟地黄之分，其药性和功效也有较大的差异。

熟地黄是生地黄用黄酒拌闷、晒蒸的复制品，所以功效有别。 生地

黄多用于清热滋阴，熟地黄多用于养血补肾。 《本草纲目》记载：地黄生

则大寒，而凉血，血热者需用之；熟则微温，而补肾，血衰者需用之。 男

子多阴虚，宜用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用生地黄。

阴虚发热、口干渴、阴伤便秘、

肾阴不足、 虚火上火之咽喉干痛、

湿疹、神经性皮炎以及妇女月经不

调、血崩、胎动不安等病症宜食用；

脾虚腹泻、 胃虚食少者不宜食用。

同时， 地黄不宜与薤白、 韭白、萝

卜 、葱白一起食用 ，在煎服时不宜

用铜铁器皿。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整理

市中医院走进社区开展专题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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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璐） “双手食指弯曲， 用食指的侧面从两眉间印

堂穴沿眉外抹到太阳穴外……”

5

月

17

日上午， 市中医院组织医护人

员走进解放区民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开展常见慢性病防治知识专题

讲座。

讲座中， 该院治未病中心主任宋汉秋为居民详细讲解了常见慢性

病的起因、症状及预防知识等；提醒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注意饮食习惯及

进行适当运动的重要性；认真解答了大家提出的问题，并呼吁其要养成

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生活质量。

讲座结束后，大家纷纷表示，这个讲座不仅使他们在养生保健方面

受益匪浅，还找到了简便易行的养生方法，希望中医院能多到社区开展

这样的专题讲座，让更多的人从中受益。

王双双：患者的信任是一分责任

本报记者 梁智玲

王双双是市中医院骨伤分院

的一名护士，在患者的眼里，她认

真负责、技术过硬。

不善言谈的她，在说起如何护

理骨伤患者时却是条分缕析，让人

叹服。在市中医院前段时间举办的

静脉输液技能大赛中，她以两轮比

赛一次扎针

100%

的成功率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据王双双介绍， 骨伤患者在

手术后， 很多都需要用夹板、 石

膏固定。 手术后

72

小时内是术后

肿胀期， 这时候要格外注意观察

患者的血液循环， 适时调整夹板、

绷带的位置，不能让患者的患处感

觉到麻木， 否则将会造成肢体发

黑、坏死。“记得有一位骨折患者在

手术后

24

小时内血液循环一直很

好，患者也没有不适感。 当天交班

后，我实在不放心，又在病房待了

一个多小时， 观察患者的情况，这

时患者告诉我做手术的肢体有麻

木感，我便与其他护士一起为患者

调整了夹板， 保证血液循环良好

后， 才放心回家。 ”她说。

骨伤患者在住院期间大都存

在活动障碍，稍不注意就会生出压

疮，这就要求护理工作要格外细致

小心。 面对活动不便的患者，王双

双总是特别认真负责，每隔两个小

时就主动帮患者翻身、 挪动身体。

“对我们而言， 患者的信任是一分

责任，唯有认真再认真，才能担负

起这分责任。 ”王双双说。

活动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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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期，“市民走进中医院”

活动将带你走进市中医院妇科。

在这里，你可以详细了解中医在

治疗妇科疾病方面都有哪些专

长和优势。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

拿起电话， 拨打

13598538802

或

13603918692

报名， 凡报名

参加者都有精美礼品相送。

神奇的针灸术

本报记者 孙阎河

在我国传统的中医学术体系

中，针灸术可谓是最古老的治疗方

法之一， 远远早于现在的中药方

剂。因此，历代医书中多有“古人善

针，而后人善药”之说。 但是，对于

针灸传承几千年，且带有几分神秘

色彩的治疗方法，如今了解的人却

越来越少。 为此，记者走访了市中

医院颈肩腰腿痛诊疗中心主任谈

建新。

谈建新因针灸技艺高超，被人

称为“谈一针”。说到针灸的起源和

原理，他说：“针灸的起源来自于精

气学说、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这

３

种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理论。同

时，经络学说也是针灸重要的施治

原理。 在《黄帝内经》中，古人认为

经络最明显的作用是通道，就如同

城市中的输水管道一般，将气血输

送到全身。 《灵枢·本脏》说‘经脉

者，所以行气血而营阴阳’。经络运

行的气分为阴阳， 阴者乃源化水

谷，阳者乃发于经络。 所以，在古

代，针灸实际上是一种信息的传导

术，它与气功的治疗在原理上完全

一致。 施针者在了解病情之后，将

他所了解的信息通过针刺传导给

患者的藏象系统。但最后进行治疗

的，并非是施针者本人，而是患者

自己强大的调节功能。 ”

谈建新的一番话，更让人感觉

到针灸技术的古老和神秘。他接着

说：“其实，针灸的最终作用对象不

是穴位， 而是通行于穴位中的经

气。《黄帝内经》中记载‘凡刺之道，

气调而止；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所以，针灸十分讲究‘得气’与否。

‘得气’的感觉有酸、麻、胀等。所谓

的得气，医者理解为施针者与经气

建立了某种联系，即施针者将信息

传递给经气， 并得到了经气的回

应。没有回应的，就没有疗效。就如

同打个电话让对方办事，对方不接

电话或者电话总占线，这事自然就

办不成。不过，按照古人的说法，施

针者‘得气’与否，也并不完全取决

于选择穴位的正确程度，而主要取

决于施针者自己的修为程度，施针

者的修为越高，就越容易‘得气’，

他传递的信息就越准确、 越具体，

疗效自然也就越高。”《素问·针解》

曰：必正其神……令气易行也。《灵

枢·终始》曰：必一其神，令志在针。

这都说明，施针者有神，就能与病

者经气的运行合而为一， 这就是

“得气”。

最后，谈建新指出，从历史上

看，古人善针，而后人善药。 《黄帝

内经》 有重针灸而轻方剂的倾向。

《黄帝内经》 记载的处方只有

１３

个，但讲针灸的篇章远多于药物的

篇章。《黄帝内经》中唯一提到的早

期医学著作也是关于针灸的。包括

《黄帝内经》 中也曾多次提到 《九

针》《针经》等早期医书，马王堆出

土的医书也是以经络、 针灸为主，

而方剂却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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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三心”护航患儿健康

———记市中医院儿科护理团队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儿科与其他科室的情况

不太相同， 患者年龄小， 情绪

控制能力比较差， 这就需要我

们拥有 ‘三心 ’， 即耐心 、 细

心和爱心 。” 在工作中 ， 市中

医院儿科护士长秦静经常用这

句话要求自己和其他护士， 用

实际行动， 为患儿的健康保驾

护航。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市中

医院儿科的病房里住满了正在

接受治疗的患儿，作皮试、静脉

输液……护士们一路小跑地来

回穿梭于护士站与病房之间 ，

不敢有丝毫懈怠。 “护士，我们

在哪里作皮试？ ”“请您稍等一

下，我扎过针马上过去。 ”正在

给一位患儿输液的护士一边娴

熟地操作着，一边回答。 这时，

又有一位家长过来说：“

6

床马

上该换药了。 ”“好的，知道了。 ”

这位护士一边仔细地用胶布固

定针头， 一边回答。

配药、 扎针、 换液体、 作

皮试……这些看似简单的工作

却关系到每一位患儿的健康 。

临近中午， 给患儿输液的工作

基本结束， 护士们也终于有了

喘息的时间。 这时， 一位上呼

吸道感染的患儿在父母的带领

下前来输液， 但患儿的情绪非

常不稳定 ， 哭闹着不让扎针 。

“宝贝 ， 阿姨听妈妈说你最喜

欢喜羊羊了， 我也喜欢， 你讲

给我听听好吗 ？” 听到护士的

这句话， 这位患儿的情绪逐渐

平静。 另一名护士则慢慢拿起

患儿的手， 迅速找到血管， 顺

利 地 为 这 位 患 儿 输 上 了 液 。

“对待患儿我们科的护士都有

‘绝活儿 ’ ， 但最主要的是细

心、 有耐心。” 秦静说。

除了西医护理， 市中医院

儿科还开展了多种中医护理服

务 ， 深 受 患 儿 家 属 的 欢 迎 。

“中药灌肠 、 穴位贴敷……这

些治疗方法不仅效果显著， 还

减轻了患儿在治疗期间服药 、

打针的痛苦。” 秦静说。

据介绍， 市中医院儿科采

用中西医结合疗法治疗小儿消

化 、 呼吸 、 血液 、 神经 、 肾

脏、 内分泌、 心血管等方面的

疾病效果显著。 尤其在肾病及

哮喘病的治疗上 ， 注重治本 ，

优势明显。 科室设有

NICU

病

房 ， 拥有新生儿衡温培育箱 、

蓝光箱 、 红外线辐射抢救台 、

微 量 输 液 泵 、 心 电 监 护 仪 、

CPAP

呼吸机 、 特定电磁波治

疗仪等设备， 集监护、 抢救为

一体， 能对患儿的生命体征进

行持续性监护， 还可以进行机

械通气

CPAP

氧疗， 全静脉营

养， 在

CT

定位下行颅内血肿

清除术 ， 在婴幼儿重症监护 、

抢救方面达到全市领先水平。

同时， 该科在治疗肾病方

面还总结出一套较为系统的以

中医为主、 中西医结合的特色

疗法。 在把雷公藤多甙、 环磷

酸酰胺冲击等疗法应用于肾脏

病的基础上 ， 结合 “扶正祛

邪 ， 健脾补肾与清热化痰并

用” 的方法， 辨证治疗难治性

肾病 、紫癜性肾炎 、乙肝肾炎 、

狼疮肾等，在减少复发、提高缓

解率、 减轻药物副作用等方面

取得显著效果； 采用纯中药治

疗小儿口疮、 哮喘、 过敏性鼻

炎、 反复呼吸道感染、 小儿遗

尿、 过敏性紫癜及肺炎后期痰

多、 罗音经久不消等病症， 效

果显著。 “医生在治疗疾病时

要根据患儿的体质辨证施治 ，

我们科的护士在护理时也要根

据患儿的体质辨证施护 。” 秦

静介绍。

左图为市中医院儿科护士

正在整理病床。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高素霞：心系患者苦也乐

本报记者 梁智玲

高素霞是市中医院内二科的

一名护士， 拥有

20

年的临床护理

经验，在工作中总是用满腔热情为

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服务。在市中医

院前段时间举办的静脉输液技能

大赛中， 她以两轮比赛一次扎针

100%

的成功率取得了优异的成

绩。“二十年如一日，每天她都是第

一个来到护士站，最后一个离开。”

采访时内二科护士长张永梅对记

者说。

在内二科，患者都亲切地称高

素霞为“高护”。一方面是因为高素

霞正好姓高，另一方面则是患者对

高素霞工作技能和责任心的赞扬。

王女士是一位中风后遗症患者，在

住院期间，高素霞给予她无微不至

的关怀。 更难得的是，由于王女士

需要长期使用胃管进食， 出院后，

高素霞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带上医

用工具到患者家中为其更换胃管，

一直坚持了

5

年。 期间，由于出行

不便，患者需要静脉输液时，高素

霞还曾多次上门为她进行静脉穿

刺。 为此，患者和家属对高素霞充

满了感激之情。

20

年的临床护理中， 她始终

以十二分的责任心和工作热情对

待患者，把患者的事当成自己的事

来对待。“作为一名医护工作者，应

该对患者负责，每天下班后我要对

患者的情况再检查一遍，才能放心

回家，看到患者康复出院，就是再

辛苦，我也是快乐的。 ”高素霞说。

传统中医怎样做到与时俱进

———市民走进市中医院内六科参观侧记

本报记者 朱传胜

5

月

17

日，“市民走进中医院” 参观团

一行

5

人来到市中医院内六科 （肝胆脾胃、

老年病科） 进行参观。 在该科， 参观团成

员在领略到中医神奇疗法的同时， 对传统

中医做到与时俱进也是感触颇深。

在诊断上做到与时俱进

望、 闻、 问、 切虽然是中医传统的诊

断方法， 但有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 在诊

断脾胃病时， 传统的诊断方法就略显滞后。

因此， 为了能早期明确病因， 先进的仪器

必不可少。

参观团成员在该科了解到， 该科引进

了大量的先进仪器， 在疾病的诊断上实现

中医传统诊断与西医仪器检查 “联合攻

关”， 以此来提高疾病的诊断率。 该科的电

子胃镜肠镜检查诊断率达到省级水平。 提

起作胃镜， 大家多半会想到从口腔插管

,

不

少作过胃镜的人也会用 “痛苦 ” “恶心 ”

“难受至极” 等词语来形容检查过程， 从而

产生恐惧心理， 导致许多疾病不能在早期

被发现， 延误治疗时间。 为了减少患者的

痛苦， 该科可以根据患者的要求进行无痛

胃镜检查。 此外， 对于幽门螺旋杆菌引起

的慢性胃炎， 该科还能通过呼气试验进行

确诊。 “啥， 不用作胃镜， 通过呼气试验

就能查明病因， 真有这么神奇吗？” 参观

团成员田军听后提出疑问。

该科主任陈百顺介绍， 幽门螺旋杆菌

是

1982

年由澳大利亚的两位学者研究发现

的。 在此之前， 慢性胃炎的发病原因一直

不清楚， 因此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 导致

胃炎、 胃溃疡患者久治不愈。 幽门螺旋杆

菌被发现后， 被医学界公认为是慢性胃炎

的致病菌， 并研究出对症的药物， 使得这

类胃炎得以根治。

“幽门螺旋杆菌传染力很强，可以通过

筷子传播到食物上，并互相传染。 如果家里

有人感染幽门螺旋杆菌， 一定要进行分餐，

并要积极治疗。 ”陈百顺说，“幽门螺旋杆菌

可以导致胃癌，有胃癌家族史的人，一定要

定期筛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

在陈百顺的介绍下， 参观团成员对该

科开展的呼气试验兴趣甚浓。 随后， 在该

科护士长王云的带领下， 参观团成员又到

检查诊断室查看了作呼气试验所用的幽门

螺旋杆菌检测仪和幽门螺旋杆菌检测仪呼

气卡， 了解呼气试验的一些原理及操作方

法等。

在处方上做到与时俱进

“在治疗脾胃病方面， 我们科独树一

帜。” 陈百顺说。 参观团成员在随后的参观

中才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 在用药上， 陈

百顺尊古而不囿于古， 处处灵活运用古人

的经典验方。 也就是说， 在处方上， 该科

做到了与时俱进。

陈百顺向大家介绍， 寒热症状是中医

诊断病情的基本理论， 但由于现代人生活

节奏快、 压力过大、 饮食不调， 往往容易

导致中气虚弱、 寒热错杂。 为了找到治疗

现代人肠胃疾病的良方， 他在多方查找比

对的情况下， 决定重点使用 《伤寒杂病论》

中提到的 “半夏泻心汤”。 这一古方不但适

用广泛， 而且只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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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中药， 在使用过程

中， 很多脾胃不和、 寒热互结、 心下痞满

的患者都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受到患

者的好评。 对此， 陈百顺认为， 这就是中

医处方与时俱进的结果。

陈百顺向大家解释， 中医在诊断治疗

中讲究五运六气， 而 《伤寒杂病论》 中所

写的方子应与当年所处的气候环境联系起

来。 现在， 由于气候环境有所变化， 诊治

同样的病， 所开的处方就不能与书本上的

完全相同， 应该借鉴古人的治疗经验， 再

结合现在气候环境所造成的五运六气的改

变， 来重新诊断同样的疾病。

在治疗上做到与时俱进

参观团成员在该科参观时还发现： 在

治疗上， 该科也做到了与时俱进。

在一间病房里， 几名患者正在接受治

疗。 其中， 一名腹胀患者正在接受中药离

子导入治疗。 据介绍， 中药离子导入治疗

是运用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药相结合， 创

造出的一种新的内病外治疗法。 该疗法将

直流电、 药物、 穴位有机联系起来， 通过

直流电、 药物刺激腧穴， 把药物直接导入

浅病灶内， 在局部保持较高浓度， 并存留

较长时间

(

比其他给药方法时间长

)

， 直接

作用于病灶部位， 从而更好地发挥药物作

用，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在病房里， 参访团成员还看到一名男

性患者正在使用肝病治疗仪治疗脂肪肝 。

“这是现代科技与传统中医相结合的又一体

现， 通过特殊频率的电磁波刺激人体穴位，

产生电、 热、 磁、 药四种作用， 从而达到

疏通经络、 改善局部微循环、 提高免疫系

统功能等目的。” 王云说。

除此之外， 参观团成员还了解到， 该

科还开展了内窥镜下切除消化道息肉、 消

化道止血、 套扎、 胆道取石等微创手术 ，

并在术后辅以中药治疗， 使患者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

不过， 在陈百顺看来， 治病不如防病。

为此， 他特意给参观团成员上了一堂养生

讲座。 比如， 空腹不吃甜食或酸性食物 ；

吃饭要慢且不能吃得太多； 高血压患者要

做到低盐饮食、 糖尿病患者要做到低糖饮

食等。 此外， 陈百顺还建议大家做个中医

体质辨证检查， 以便能够 “对症下食”。 因

为， 某种食物虽然有一定的治疗效果， 但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平时我非常爱看中医知识，‘中医周

刊’每期必读，遇到很多好的文章，我都会剪

下来夹在笔记本里。 但是，读万卷书不如行

万里路，今天来参加这次‘市民走进中医院’

活动，让我学到了不少知识。 ” 参观团成员

靳大妈在参观结束后感慨地说，“今后，如果

还有这样的活动一定要通知我，我还来。 ”

第二次参加 “市民走进中医院” 活动

的侯大爷说， 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不仅

可以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 还能了解很多

传统的中医疗法， 所以， 他要继续参与此

类活动。 家住中站区的张成举， 每次 “市

民走进中医院” 活动他都会参加。 在他看

来， 中医的传承与发展， 不单单是中医院

或者中医的事情， 而是每一位市民的责任。

因为， 只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与支持， 中医

才能走得更远。 “传统中医可以做到与时

俱进， 它就能与时代前行， 从而让传统中

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张成举说。

焦作市中医院于

2012

年

4

月

30

日开始， 对新农合病人和医

保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病人实行 “先

住院、 后缴费” 新型服务模式。 市中医院竭诚为广大市民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该科护士在向参观团成员介绍呼气试验检测仪器。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