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 省 名 中 医 庞 国 明 表
示，中医药的在人们心目中的
形象对于医生来说往往是“理
论深奥实践时间长”，对于患者
来说是疗效慢、服药时间长。
其实，这是对中医药的偏见。
近几年，由于西医对一些危重
及疑难疾病束手无策和人们崇
尚自然与健康的观念增强，人
们开始将目光转向有着悠久历
史的中医药上。“中医药学是中
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
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这是国
家领导人对中医药学的地位和
作用的肯定。

开封市第二中医院院长王
永刚说，2005 年，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统中医药得到了发掘、
整理、保护与传承。但在传承过
程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非
遗传承人文化专业教育程度普
遍不高。而这些传承都是言传
身教。有些需要实践周期比较
长，现代年轻人受经济大潮影响
有些急躁，再加上经费不足等多
方面原因造成传承困难，甚至有
些地方出现断层现象。

传统中医药的治疗理念正
逐渐为世界所接受，传统中医药
也在国际社会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世界范围内对中医药的需
求日益增长，这为中医药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政府
加大保护和抢救传承传统中医

药的力度，发展扶持传统中医药
已迫在眉睫。业内人士建议，不
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
仅仅是看上去很美，政府可否考
虑设立专项资金，确保传统中医
药传承人有经济保障，对有特殊
贡献者给予奖励。同时，在《中
医药法》实施之际，在政策层面
对非遗传统中医药传承人执业
限制松绑，使宽松政策落到实
处。同时，鼓励传承人以师承或
专业技能培训等各种形式，将传
统中医药的“无形”瑰宝广为传
播，并利用中医药的独特优势缓
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现状，使
传统中医药得到确实有效的传
承与发展。

莫让中医药学莫让中医药学
只是看上去很美只是看上去很美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李 季季 通讯员通讯员 何洪涛何洪涛

作为中医药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
发展、繁衍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医学，有着自身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
床实践体系。它根植于中华民族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从中国传统文化中
汲取了丰富的营养，与哲学、历法、天文、礼教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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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药产生于原始社会。中医学理论形成于
先秦两汉时期，是人类在漫长的生活、生产实践中逐渐
认识并掌握，进而形成具有独特传统文化内涵的特种文
化。追溯远古医学源头，翻阅古文献便可得知，从伏羲
制九针到著成《黄帝针灸》，从黄帝岐伯论经脉到著成

《素女脉诀》，从神农尝百草到著成《神农本草经》，即《礼
记·曲礼》所说的“三世医学”。古人的智慧和丰富的中
医药知识为后世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西汉时期，人们开始使用阴阳五行解释人
体生理现象，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著名
医学家张仲景已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
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汗法、吐法、下法、和法、温法、
清法、消法、补法）。

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创立
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经验，收集
诸多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方法，因医德高尚被后人
尊为“药王”。隋唐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中医著作
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宋金元及
明清时期不断出现诸多中医学流派的代表人物。他
们解决了诸多医学难题，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国人
的身体健康，对人类抵抗疾病、减少痛苦都有极其深
远的意义。

从衣衫褴褛到锦袍华服
自清朝末年以来，现代医学

（西医）大量进入国内，严重冲击
了中医药市场。人们开始用西
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对中医
药学加以检视，中医药陷入争论
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医务
人员对中医药学加以保护，并
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于是，农
村出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掀
起了学习中医药的热潮。大家
响应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
村去的号召，中医药得到了切
实的传承与发展。随着国家改
革 开 放 ，西 医 得 到 进 一 步 发
展。人们普遍认为，西药见效
快、口服方便等优点，于是西医
发展速度较快，而中医药曾一
度“低迷”。

在2003年“非典”中，国人重

新认识到中医药的魅力。2015
年10月，屠呦呦因研究传统中医
药“青蒿素”获得医学最高奖“诺
贝尔奖”，再次证明传统中医药
对人类及世界的特殊贡献。与
之相适应的是，国际社会在非物
质文化遗产中给了中医药学一
席之地。

谈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
药学的保护，河南省名中医刘静
宇告诉记者，传统中医药非物
质文化遗产按照来源进行分
类，可以分为中医、藏医、蒙医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知识
起源与传承脉络进行分类，可
分为生命与疾病认识、炮制技
术、正骨疗法等。传统医药的
类别不同，内容构造也不同，比
如正骨疗法项目，基本上是由
核心理念手法（包括具体的操

作、姿势等）、器具、外用药、内
服药组成。而炮制技术则由理
念原料、辅料、温度、工序等组
成。同仁堂中医药文化则是由
经营理念、经营模式、炮制技
术、传统制剂方法等组成。然
而不同类别的项目由于性质不
同而各有其独特性。同时，重
视个体项目的特异性也十分重
要。基于保护的目的，从个体
项目的共性而言，可分为“有
形”与“无形”两类。“有形”是指
项目传承过程中所涉及的实
物、器具、遗址等。而“无形”是
指承载于实物以及代表性传承
人的无形知识。为此需要把握
个体项目的有形性、无形性特
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层次
研究，从而解决保护什么的关
键性问题。

传承为先造福于民

近日，在某工地干活的李师
傅突然被掉落的钢管伤及右上
腹部，突如其来的疼痛感随即袭
来，李师傅痛苦不堪，却没有明
显的外伤。工友们紧急将他送
往附近的卫生院，经过彩超检查
显示：右上腹不均质包块。医生
担心到此时患者的病情会逐渐
加重，不敢有丝毫耽搁，随即拨
打 120 急救电话，该患者被迅速
转入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
区。

入院后，患者腹痛剧烈，血压
较低，急查CT显示：右侧腹腔高
密度影。结合外伤史，医生考虑
到血肿和右侧腹水。患者被紧急

送往外五科进行进一步诊断和救
治。最终，患者被确诊为腹部闭
合伤：十二指肠破裂、肠系膜破
裂、胆汁性腹膜炎、肠粘连。

十二指肠损伤在腹部损伤
中并不多见，约占闭合性腹内脏
器伤 1.16%，死亡率和并发症发
生率都相当高。一般情况下，伤
者的死亡率为 12%～30%；伤后
早期死亡原因主要是严重合并
伤；后期死亡则多因诊断不及时
和处理不当引起十二指肠瘘导
致感染、出血和衰竭。由于解剖
关系复杂，十二指肠损伤类型不
同，临床表现轻重程度不一，常
合并胰、肝、大血管等周围脏器

伤，诊断和处理都有一定的难
度。术后，患者时常出现再出
血、十二指肠瘘、腹膜后间隙感
染、急性胰腺炎、腹腔及膈下感
染等并发症，一旦出现并发症，
处理起来会非常困难。

该院外五科主任沈永生立即
组织医务人员讨论病情，制订了
一套切实、可行的手术方案。为
了保障此次手术的顺利实施，由
沈永生负责，吕东阁为助手，迅速
做好各项术前准备，立即急诊手
术。术中，医生探查见患者腹腔
有大量积液，内可见瘀血及褐绿
色腹水，探查见十二指肠第二段
一破裂口，长约3厘米，破口穿透

肠壁全层，腹膜后间隙可见大量
褐绿色积液，遂将空肠与十二指
肠破裂处行 Roux-en-Y 形吻合
术，修补破裂肠系膜及采取其他
一系列措施。在医务人员不懈
努力下，手术历经了 4 个多小时
后顺利完成。术后，患者被转入
ICU（重症监护室）后，给予抗感
染及对症治疗。待病情稳定后，
患者被转入外五科进行治疗。
经过外五科医务人员精心的治
疗和护理，20 天后，患者康复出
院。

沈永生在此提醒大家，一旦
发生意外伤害，立即拨打 120 急
救电话，让患者得到最及时、专业

的救治。对于腹部外伤，尤其是
上腹、下腹或腰背部外伤，患者出
现上腹部剧烈疼痛现象，并伴有
恶心、呕吐、面色苍白、脉搏增快
以及活动时腹痛加剧、腹胀逐渐
加重等症状。这些均提示有十二
指肠损伤或伴有腹腔内出血的可
能。此时，应让患者保持安定，将
其迅速送往医院诊治，以免延误
治疗时机。
科室简介：
新郑市人民医院人民路院区

外五科为普外科专业，现有固定
床位 40 张，技术力量雄厚，其中
有副主任医师 2 名，主治医师 1
名，住院医师 3 名，硕士研究生 1

名，护理人员 8 名。外五科有腹
腔镜、乳腺增生治疗仪、乳腺钼
靶、全自动生命监护仪、气压治疗
仪、红外线烤灯等先进医疗设备；
对肝胆胰脾、乳腺、甲状腺、各种
腹外疝等疾病及胸外科疾病具有
较高治疗水平，在新郑市及周边
地区处于领先地位。
专家推荐：
沈永生，普外专业知名专家，

擅长治疗门脉高压症、肝脏肿瘤、
肝外伤等；胆囊炎、胆囊结石及肝
内外胆管结石、胆囊息肉、胆道肿
瘤；胰腺炎及胰腺肿瘤；各种腹部
外伤；乳腺疾病；甲状腺疾病；各
种腹外疝；食管癌、肺癌、纵隔肿

瘤及胸部外伤的外科治疗。沈永
生是一位资深权威乳腺及甲状腺
外科专家，在新郑市较早开展乳
腺癌综合治疗术，已有 20 余年。
对乳腺良（恶）性肿瘤、乳腺增生
及甲状腺肿瘤的治疗有独到之
处。

（作者供职于新郑市人民医
院人民路院区）

工人施工突遭意外 十二指肠破裂危及生命
新郑市人民医院专家成功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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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在海外》等栏目真诚期待您参与！

联系人：李云
投稿邮箱：619865060@qq.com

前几天，河南省中医院儿科主任董志
巧在诊室里正准备为一位小朋友治疗疾
病时，发现其背部有一个圆形的瘢痕。小
朋友的家长说：“去年，为了增强孩子的抵
抗力，预防疾病，就在某医疗卫生机构为
孩子贴了三伏贴；随后孩子出现了水疱、
瘙痒、溃烂等症状，就形成了现在这种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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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志巧：现在，天气炎热，想通过贴
三伏贴来为孩子预防疾病的家长也多了
起来。我建议，家长给孩子贴三伏贴时要
慎重一些，应选择比较正规的医院治疗。
由于孩子的抵抗力较弱，还有一些敏感体
质的孩子，不能在预防疾病时，反而增加
了孩子的疾病，甚至危害了孩子的身体健
康，比如上述这位小朋友。

@浮萍：现在，贴三伏贴比较火爆，人
们不能轻易相信那些夸大疗效的说法；否
则，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人们除选择
正规的医疗机构外，还要选择经验丰富的
医生。经验丰富的医生会辨证施治，根据
患儿的体质，配制不同的药物。这样治疗
时疗效才会好。

@风生：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的一
种方法，即借助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盛的时
候，对一些容易在冬天发作的体质虚寒性
的疾病进行药物调节，比如呼吸系统疾病
等，可以起到治疗及预防作用，这是遵循
了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理念。

@飘逸：不是人人都适合贴三伏贴，
三伏贴适用于虚寒性疾病，体质阴虚或湿
热性体质者并不适合进行贴敷。

@尤佳：在我们中医科，医师每制作
好一种药贴，都会先进行试贴，认为疗效
可靠、安全后，方在临证时为患儿贴敷。
只要处理得当，不会出现上述孩子皮肤受
损情况。

@倩倩：贴了三伏贴后不要吃牛羊
肉、桂圆、荔枝、芒果等热性水果，冷饮和
油腻的食物也要少食用。脾胃虚弱者还
应限制甜食的摄入量。

@浮生：贴敷后，皮肤局部出现刺痒
难忍、灼热、疼痛感觉时，应立即取下药
膏，禁止抓挠，不宜擅自涂抹药物，一般可
自行痊愈；贴了三伏贴后，若皮肤出现红
肿、水疱、溃烂等，应及时就医。

@远志：有些疾病适合贴三伏贴，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妇
科疾病、骨关节疾病、体质虚弱、肤色晦
暗、黄褐斑、痤疮、手足发凉以及经常感
冒等。

（本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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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零售血液分析仪（血常规）、B超
机、血黏度仪、心电图机、经颅多普勒、精
子分析仪、检验试剂、C反应蛋白检测
仪、催乳仪等。医疗设备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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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中医药主管部门和
中医药工作者不停地奔走和呐
喊，为《中医药法》的出台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中医药法》的出台，
让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备受鼓舞，
必将激励他们继续开拓创新、埋
头苦干。而怎样在创新的道路上
走得更加坚定、平稳呢？笔者认
为，要从以下3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应在继续挖掘经典方
剂上下功夫。实践是检验真理
的唯一标准。而中医药学正是
经过几千年生活、生产实践检验
的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
盛、生生不息做出了贡献。从远
古时代直至清代，中医药每“走
一步”都有清晰的发展印记。然
而，随着西方医学的传入，中医

药学发展的步伐似乎有些慢了，
追根溯源在于中医人受到西方
医学思维观念的影响。笔者认
为，中医人应该静下心来，认真
钻研经典古籍，在继承祖国传统
医学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人的生
活节奏、工作规律和健康新需
求，进行大胆创新，总结出当代
的经方，并加以推广。

其次，应在中医药创新上下
功夫。纵观西方医学发展之路，
我们不仅惊讶于西医医疗设备更
新速度之快，且西药的品种也是
琳琅满目，日益增多。为何中医
药的方法和品种就不能多一些
呢？笔者认为，中医人应在创新
上下功夫。然而，这种创新必须
符合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规律。

比如中医人自古以来遵循“上工
治未病，中工治欲病，下工治已
病”之规律。中医人应从就医观
念入手，加大治未病理念普及的
力度，使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健
康理念深入人心。同时，中医人
还要做好中医治疗方式的创新，
研发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保健设备
和治疗仪器；不断研制新中药，在
口感、外形等方面让人们乐于接
受。

最后，应在与现代科学技术
融合上下功夫。国家卫生工作方
针历来倡导“中西医并重”，而这
个“并重”需要中医和西医“两个
拳头”同时发力。然而，在现实生
活中，中医和西医发展的速度有
不同。笔者认为，中医人要学会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借鉴科
技发展的新方法、新思维，把中医
药与现代科技融合到一起，借助

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助推中医药发
展。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