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融合、创新
发展中医药事业

□曹东义

中医学是东方文化背
景下的复杂性学科，是人类
文化多样性与科学多元化
并行的典范。它的天人相
应观、整体认知观、辨证论
治观构成的学科精髓和具
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底蕴，适
应了人类生命科学不断进
化和进步的规律，具有“看

似不变而实在多变、善变
的，以不变应万变”的规律
性和指向感。这个“变”，就
是在保持学科本质基础上
的创新。中医学从历史的
风浪里走来，面对顺风、逆
风无数次地调整着船帆的
维度，以适应航行的需要。
它始终坚持着“遵古而不泥

古，固守而不固化”的原则，
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大方向，
这才保证了它生生不息、一
往无前的状态。

中医药创新要遵循怎
样的原则呢？《传承、融合、
创新是发展中医药事业三
大攻坚战》（国医大师孙光
荣发表的文章）一文，旗帜
鲜明地提出了固本、强基、
守恒、出新四条原则：固本，
就是固守中医的本源、中医
的特质、中医的规律；强基，
就是强化中医的理念、中医
的实践、中医的疗效、中医
的地位；守恒，就是守住中
医的初心、中医的阵地、中
医的功能、中医的底线；出
新，就是创新中医思维、中
医方法、中医技术、中医成
果。四条原则，纲举目张；
一番话语，洞察古今。该文
紧密结合中医药发展的历
史和未来走向有针对性地
提出了创新管理体系，完善
国家统一指挥下的协同管
理机制；创新人才培养体
系，培养出一大批能文能
武、学验俱丰的“全才”；创

新中医药临床实践体制，全
面提升中医药从业人员的
综合服务能力；创新中医药
科学研究，分级分批完成具
有中医强势的攻关项目；创
新中医药健康服务，全程参
与生命全周期的健康干预；
创新保护与开发中医药资
源的技术手段，走好中医药
产业的绿色发展之路；用创
新驱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助
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
全球医学体系建设提供新
的模式和方案。

在中医药医、教、研领
域，既有政策层面的建议，
又有实施层面的设想，还有
操作层面的方法。需要明
确的是，中医药的创新必须
符合东方文化的属性、符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题、
符合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
律。既需要有创新的热情，
群策群力，动员更多的人一
起参与进来；更需要有创新
的本领，组织更多的人一起
努力探索。要根据创新的
难度，合理安排不同层次的
从业人员、根据不同服务对

象的需求，投入不同比重的
精力和财力，在坚持历史的
认知、历史的复原、历史的
激活、历史的推动的基础
上，积极、稳妥地分层次进
行挖掘创新（在整理中创
新）、改良创新（在应用中创
新）、原始创新（在发展中创
新）的工作。

中医未来，光明在望；
中医振兴，时不我待。要打
好中医药传承、融合、创新
的三大攻坚战，就必须既要
拥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满腔
热情、全心用意地热爱和保
护中医药的优秀文化；又要
保持坚定的文化自强、自
立，开拓进取、积极努力地
追求和进行文化重建；还要
开放胸怀、虚心汲取和接纳
可为我所用的进步文化。
因此，我们有信心打赢发展
中医药事业传承、融合、创
新的三大攻坚战，有信心取
得中医药事业发展道路上
的不断进步、不断成功。

（作者为世界中医药学
会联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
员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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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爱民是河南省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皮肤
科主任，河南省名中医，河南中医药大学皮肤性病研究所所长、中西
医结合临床皮肤性病专业医学博士、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他是河南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河南省中医管理局首批跨
世纪“112”人才。他兼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专业委员会常委、
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会长、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
性病分会副主委、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皮肤性病分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医师协会皮
肤性病分会副会长、河南省医学会皮肤专科分会副主委、《中国中西
医结合皮肤性病学杂志》编委等职务。2007年1～7月，他曾应邀到
日本九州大学医学院皮肤科进修、学习（皮肤病组织病理诊断）。他
擅长治疗慢性荨麻疹、重症斑秃（全秃、普秃）、黄褐斑、白癜风、顽固
性牛皮癣、痤疮、湿疹、扁平疣、顽固性尖锐湿疣等疾病。

善用中医临床思维辨治皮肤病

结合多年临证经验，刘爱民认为，中医药在治疗皮肤疾病方面
具有一定优势，在一些常见慢性过敏性炎症性皮肤疾病的治疗上，
中医药优势更加明显，比如湿疹、银屑病、慢性荨麻疹等，这种优势
得益于中医的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得益于严谨、科学的中医临床思
维。因此，刘爱民在为患者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坚持运用中医临床
思维辨治皮肤疾病。

坚持“四位一体”辨证论治

在诊治湿疹方面，刘爱民坚持季节、脏腑、经络、部位的“四位一
体”辨证论治，坚持“天人合一”的大整体与人体的小整体紧密结合，
比如重视季节交替、环境变化与皮肤受损之间的关系，这符合《黄帝
内经》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的论述。在为患者治疗
疾病的过程中，刘爱民强调，要关注局部皮肤受损的具体症状或者
证候特点，关注皮肤受损的部位与其所在经络的关系，关注皮肤受
损的发生与机体脏腑虚实之间的关系，形成诊疗湿疹的中医临床思
维后，方可遣方用药，时常能够取得满意疗效。比如发生在深秋季
节的泛发性湿疹，刘爱民认为，深秋的寒气导致毛窍闭塞，肺气不得
宣发，津液不得输布，进而形成水湿，发展为湿疹；抓住秋寒（季
节）-皮毛（部位）-肺气闭塞（脏腑）这一核心病机，治疗方法以辛温
散寒、宣肺除湿为主，方可取得显著疗效。刘爱民对“肺气宣发”辨
治湿疹的思考和临床运用，正是辨证治疗皮肤疾病时，坚持中医临
床思维的独特表现。

坚持审证求机的中医临床思维

在银屑病的诊治方面，刘爱民坚持审证求机的中医临床思维，
在血热、血燥、血瘀三型辨证的基础上，探求证候的本源，取象运数，
追根溯源，找到核心病机。他经过十几年的临床观察与实践，运用
此法往往能够取得明显疗效，就形成了独特的银屑病辨证体系。在
刘爱民对银屑病辨治体系中有一证型，即外寒内热证，也称“寒包火
证”，就是中医临床思维最好的体现，“寒包火证”的证候要点是中皮
损红，舌质红是热象，血热证的辨证是正确的。但是，皮肤受损症状
在冬季加重，在夏季或者热水浴后症状减轻如何解释呢？他进一步
探求病机，实为外有表寒，内有血热。刘爱民认为，“寒包火”就像秋
冬季节关着窗户的小屋内燃烧着火炉，单纯关闭火炉时闷热难消，
如果灭炉火开窗户，就可快速消除闷热；在清热、凉血的基础上，更
加精准地进行辛温解表，临床疗效会更加明显。

从风论治的中医临床思维

在荨麻疹的诊治方面，刘爱民坚持从风论治的中医临床思维，
围绕“风”的来源进行辨证，辨别是外风侵袭还是内风自扰，还是外
风引动内风，内外合邪致病。外风致病则以祛风散邪为主，内风致
病则补虚泻实，内外合邪致病则内外共治。在临证时，他注重总结
证候的规律，结合慢性荨麻疹缠绵难愈的特点，发现“湿”和“虚”是久病难愈的核心病
机，因“湿”和“虚”的存在，风就长期滞留在体内。根据这一临床思路，他总结出“祛风
为主，虚则补之，湿则除之，调和阴阳”的治疗方法。比如中年女性慢性荨麻疹患者，面
色没有光泽、心悸、乏力、月经量少、舌淡、脉细，病机为血虚风恋，治疗以荆防四物汤加
减，具有养血、祛风的功效。近年来，刘爱民针对“内风”导致的荨麻疹进行了深入研
究，发现在临床上所见的很多风团却是“内风”引起的，此“内风”多与“肝”相关。比如
一部分慢性荨麻疹患者情绪不佳，导致风团发作，并伴有瘙痒等症状，显然是肝旺风动
导致的，他采用疏肝、平肝之法治疗此病，时常能够取得满意疗效。

对于皮肤病的中医辨证治疗，刘爱民坚持“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坚持客观、准
确地获取皮肤受损以及舌象、脉象等疾病信息，不主张先入为主，这是确保中医临床思
维在临证时得到充分运用，会直接影响临床疗效，这一点非常关键。

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古代医家对自然现象和人体生命现象的观察，是二者有
机结合的产物，具有哲学和医学属性。刘爱民强调，中医学的根本是临床，临床诊治皮
肤疾病必须坚持中医学的基础理论指导，形成中医辨治皮肤疾病的临床思维，坚持整
体观和辨证论治，这是保证临床疗效的根本。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2017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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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医院是一个没有
硝烟的战场，那么医院的急诊
科无疑是这个战场的前沿阵
地。多年来，一次次生与死的
博弈，一个个生命奇迹的创
造，一次次与患者并肩作战的
经历，让巩义市人民医院急诊
科护士长石爱丽深深懂得，作
为一名护士，必须有一丝不苟
的工作作风、良好的护理技
能、严密的组织纪律和对患者
无私的爱。

舍小家为大家
急诊科是一个变幻无常

的地方，石爱丽用“上一秒不
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来形
容。2017年 12月 24日晚，已
经连续值班24小时的石爱丽
准备下班，这时，急诊科来了
一名用手捂着胸口的患者，刚
说了一句“胸口闷”，便倒在地
上。为了抓住“抢救黄金4分
钟”，石爱丽立即冲出护士站，
一边呼叫同事将患者抬到转
运床上；一边单膝跪地，一只
手拿着喉镜，一只手拿着气管
导管，小心翼翼地为患者打通
呼吸通道。心电监护仪上显
示室颤波，她和其他医务人员
一起抢救患者。5分钟、10分
钟、15 分钟……在第 28 分钟

时，患者恢复了窦性心律，此
时，石爱丽与其他医务人员
才松了一口气；37分钟时，患
者神志清醒，能进行简单的
肢体活动和语言交流。然
而，心电图检查结果提示患
者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
死。看到这个诊断结果后，
石爱丽开始紧张起来，心肌
梗死的死亡率高，为了给患
者争取更多的机会，她与患
者家属进行沟通，经患者家
属同意后，为患者进行了溶
栓治疗。同事看到患者的病
情有所好转，劝石爱丽早点
儿回家陪孩子，但石爱丽仍
然坚持等患者的病情稳定后
再回家，这一等又是 3 个小
时。当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
到家时，孩子早已熟睡。

生死边缘奋不顾身
工作 23 年来，这样的事

例不胜枚举。2015 年除夕，
石爱丽接诊了一名 3 岁的误
服鼠药的患儿，由于病情危
重，急需转诊至上级医院治
疗。时间就是生命，必须马
上行动。当时，得了急性喉
炎的石爱丽发不出声音，只
能依靠手势或者书写与同事
交流。这样，她不仅安排了

转诊工作，还坚持护送患儿
到郑州市治疗。途中，患儿
病情恶化，呼吸停止，她就跪
在患儿身旁辅助呼吸……家
长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为石
爱丽的行为而感动。患儿得
救了，可石爱丽却病倒了。
她说：“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
望，为了孩子的生命健康和
家庭幸福，这不算什么！”

急诊科经常遇到的是一
些大型车祸或者各种意外事
件伤员，甚至有流浪人员和
遇到意外联系不到家属的患
者。2016 年 9 月，天气炎热，
急诊科接诊一位衣衫褴褛、
蓬头垢面、目光呆滞、浑身散
发着恶臭味的无主患者，石
爱丽主动上前详细检查、了
解情况，发现患者头部有伤
口，且已经感染，她迅速端来
一盆热水，拿来剪刀、毛巾，
开始为患者清洗。旁边的患
者 赞 叹 道 ：“ 这 个 护 士 真
中！”在抢救危重患者时，她
不怕苦、不怕累，总是率先
垂范。她以踏踏实实的工
作得到同事的支持和患者
的拥护。

专业与技能
“抢救患者是我的义务

和责任，但如何让人少生病，
生病后可以自救呢？”石爱丽
说。于是，她和同事一起走
进学校、机关、工厂、公园等，
为过往群众讲授心肺复苏技
能。2018 年，她举办了 30 余
场急救技能讲座，在巩义市
健康文化节期间，急诊科医
务人员普及急救知识是必不
可少的环节；每天早晚到东
区广场、宋陵公园为过往群
众讲解心肺复苏技能。每天
两个小时，一周后，她的声音
喊哑了，双膝跪烂了，但她不
怕苦、不怕累。正是因为她
的艰辛付出，使心肺复苏技
术在群众中得到了广泛推
广。石爱丽说：“这样的活动，
她会继续做下去。”

“护士是没有翅膀的天
使，是真、善、美的化身。”这是
南丁格尔的名言，也是石爱丽
的真实写照。她用实际行动

诠释着什么是奉献；她连续多
年被评为巩义市人民医院“十
佳护士”“优秀带教老师”；
2005年，荣获“巩义市急救技
术比武”二等奖，“院前急救”
优秀奖；2014年被评为“巩义
市最美护士”。

20 多年来，石爱丽逐渐
成长为医院不可或缺的骨干
之一。她不仅专业素质高，
熟练掌握各种抢救技术，还
把这些技能传授给急诊科的
每一位护士，带领护理团队
用最快的速度、精湛的技术
和高度的责任心，挽救了无
数垂危的生命，赢得了广大
患者的赞誉。

“每当我看到一个个被
成功抢救的患者，我觉得一
切付出都是值得的。我将继
续用平凡的双手和无私的爱
为患者托起生命的彩虹！”
石爱丽说。

近年来，随着中医药事
业的蓬勃发展，全社会爱中
医、信中医、用中医的氛围日
渐浓厚，群众对中医药的需
求不断提升，各类中医健康
节目也应运而生。但是，如
何做好中医类健康节目，有
效传播中医药文化让群众受
益？是当下值得深思的一个
话题。笔者通过对中央电视
台热播的《中华医药》栏目分
析，总结出以下体会。

选题精当，内容为王
中医药健康节目，既要

体现专业性和权威性，又要
担当传播中医药文化乃至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以
强化群众对中华文化记忆和
价值认同，策划与选题都至
关重要。各栏目组要对节目
精准定位，精心构思，竭力打
造品牌节目。

例如《中华医药》节目组，

邀请一批国医大师讲述养生
之道，既彰显了中华民族独特
的生命观和健康观，又用叙事
技巧培育了观众对中医药和
中华文化的情感；在增加了节
目可看性的同时，也体现了节
目“在医言医”的良苦用心和
中医“悬壶济世”的医者仁心，
发掘了节目的文化内涵，拓
展了意义传达的空间，赢得
观众的称赞。

叙事恰当，观众为上
中医药健康节目要注重

叙事结构，巧妙设置，吸引观
众。例如《中华医药》节目组
就按照“栏目主题化、主题人
物化、人物故事化”的叙事路
径，通过对患者或者医者人
物命运个体化的书写，场景
的改变，完成了从专业化到
通俗化的自然转换，效果良
好。此外，要高度重视观众
的反馈和收视率分析报告，

适时进行调整，积极融入人
文关怀，扩大受众群体，将现
代上班族等亚健康人群视为
潜在观众。《中华医药》栏目
就将中医“治未病”这一重要
的治疗原则引入节目，引导
观众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预防
各类疾病，做好保健养生，比
如黄连煮水、马齿苋煮水等
养生验方让观众体验到“一
看就懂、一懂就用、一用就
灵”之效果，与观众产生了情
感共鸣，赢得了公信力。

与时俱进，创新融合
同时，中医药健康节目

也要始终与时俱进，积极推
进媒体融合，尝试打造立体
化的传播模式，满足不同观
众的收看需求。通过开拓丛
书和音像制品等，开通微博、
微信公众号，定期推送养生
文章；专设特色栏目等方式，
不断丰富节目传播内容，营

造品牌效应，普及中医药文
化和养生保健知识。

未来，在建设“健康中
国”的大潮中，各类中医药健
康节目将责无旁贷扛起中医
药文化传播的大旗，适时关

注群众需求，瞄准个体化、贴
近化、生活化等多元化的传
播方式，是中医药健康节目
可行的路径。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
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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