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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后，自然万物都有其抵御寒
冷的方法，人体也应顺应时节养生。

《黄帝内经》记载：“冬三月，此谓
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
起，必待日光，去寒就温，无泄皮肤，
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冬季的 3 个月是万物生机闭藏的季
节，在这个季节里，水面结冰，大地冻
裂，因此，人不要扰动阳气，要早睡晚
起，一定要等到日光出现再起床，还要
远离严寒之地，靠近温暖之所，不要让
肤腠开启出汗而使阳气大量丧失。这
是顺应冬气、养护人体闭藏机能的法
则。违背这一法则，就会伤害肾气，到
了春天还会导致四肢痿弱逆冷的病
证。

冬季应该怎样恰当地养生呢？河
南省中医院肝胆脾胃科副主任医师王
宇亮说，冬季养生的总则可以概括为

“立冬天渐冷，要防寒伤肾”。人抵抗
疾病重点在于正气是否能够战胜邪
气，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
与人体的肾、脾、肺都有密切关系。其
中肾为先天之本，元气之根，正虚的主
要原因是肾虚，肾虚就会导致元气不
足，从而形成正气虚损，免疫力下降，
邪气从而内侵，各种疾病应声而来，所
以对肾的保护，是冬季养生的重中之
重。

王宇亮在此给大家推荐一款枸杞
山药萝卜汤，其中包含萝卜20克、枸杞
12 克、山药 20 克、花椒 6 克。枸杞、山
药补益肝肾、健脾益气，萝卜消积化
滞、宽中散结，花椒温中散寒。喝枸杞
山药萝卜汤可强肝肾。

枸杞山药萝卜汤做法简单，按上
述组方，将准备好的萝卜、枸杞、山
药、花椒分别洗净，放入锅中，加适量
水；武火煮沸后，文火炖约 1 小时即
可。

萝卜
性味：辛，甘。
归经：入肺、胃经。
功效：清热化痰，生津凉血，利尿

通淋，益胃消食，下气宽中。
萝卜可增强肌体免疫力，并能抑

制癌细胞的生长，对防癌、抗癌有重要
意义。萝卜中的B族维生素、钾、镁等
矿物质可促进胃肠蠕动，有助于体内废物的排出。常吃萝
卜可降低血脂，软化血管，稳定血压，预防冠心病、动脉硬
化、胆石症等。

枸杞
性味：甘，平。
归经：入肝、肾经。
功效：滋补肝肾，益精明目。临床用于虚劳精亏、腰膝

酸痛、眩晕耳鸣、内热消渴、血虚萎黄、目昏不明。同时，枸
杞可增强免疫功能、延缓衰老、抗肿瘤、降血脂、保肝、促进
造血功能、抗遗传损伤、降血糖、降血压、抑制心脏及兴奋
肠道等拟胆碱作用。

山药
性味：甘，平。
归经：入脾、肺、肾经。
功效：补脾养胃，生津益肺，补肾涩精。临床用于脾虚

食少、久泻不止、肺虚喘咳、肾虚遗精、带下、尿频、虚热消
渴。麸炒山药补脾健胃。现代药理试验结果表明，山药有
促进骨折愈合，降血糖，增强免疫功能、消化系统功能等作
用。

花椒
性味：辛，温。
归经：入脾、胃、肾经。
功效：温中止痛，杀虫止痒。临床用于脘腹冷痛、呕吐

泄泻、虫积腹痛、蛔虫症等；外用治湿疹瘙痒。花椒对抗腹
泻、保肝、镇静抗炎、局部麻醉、抗凝血、杀疥螨等都有极好
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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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班
（面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
根据2019年新版《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评价》加强中医药要求，特开办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
班，所传授技术简单易学，学即能用。

培训对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每单位
限两人。培训费每人200元（含食宿费150元，资料费50元）。

主讲人：伦西全（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百
度搜索“伦西全”可了解详情）

主办单位：安阳市正本中药外治研究所
联系人：王红伟（0372）2588505 18623828505（微信同号）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 来函来电即寄详细资料

广告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广告

承建医用洁净工程：手术室、产房、ICU（重症监护

室）、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供应室空气净化工

程。

承建医用防辐射、介入手术室与医用气体（氧气、

负压）工程。

资质：装饰一级，机电二级，电子智能化二级，

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二类经营备案。

河南中博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寇经理 13283848688

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三环路289号

广告

本次会议是由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
究开发协会特色医疗分会、全国中医科技
推广先进单位北京聚医杰医药科学研究
院、中国医疗卫生人才信息网联合主办的
中医药学术会议，定于2019年12月16~20
日（12月15日报到）在海南省海口市召开。

现在，大会主办方特邀各级中医特色
医疗名医，妇科、男科、不孕不育方面的中
医师，或中医专家、乡村中医、民间中医、
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中医养生保健工
作者参会。

会议内容
一、学习传达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

二、特邀有关专家进行中医妇科、男
科、不孕不育等方面的学术讲座和培
训。

三、评选特色医疗和中医妇科、男科、
不孕不育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优秀论文及
成果。

四、代表们进行经验交流。
五、有关专家进行“中医医术确有专

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政策”解读和指
导。

六、颁发参会纪念奖章及证书。
会议时间及费用

12 月 15 日全天为会议报到时间，12

月16~17日为会议及培训时间，12月18~20
日为现场考察交流时间，12 月 21 日返
程。

每位参会代表需缴纳报名费300元、
会务及资料培训费1500元。会议期间，食
宿、参观等事宜统一安排，费用自理。（本
报读者凭报纸可优惠800元。）

会议征文
征集中医药治疗妇科、男科、不孕不

育及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等疾病经验介绍
的论文。每篇论文要求2000字左右，须打
印，附作者简介，在12月5日前寄会务组
评审。

报名方法
请在12月5日以前将参会报名费、交

流论文（无论文也可报名）、个人技术简
介、申请评选优秀学术成果、优秀论文、优
秀人才等材料以及二寸（3.5厘米×5.3厘
米）照片4张，用快递寄北京市100036-98
信箱海南会议会务组叶续宗收，邮编：
100036。信封上注明“海南会议”报名。

联系电话：（010）83210238
18511329528
18515917952
18500577884

或请加微信j570405报名。

关于举办“第44次全国特色医疗名医学术交流
暨妇科男科不孕不育论坛”的通知

■读名著 品中医

学高为师 身正是范
□任应国

我是一名往届本科毕业生，从医 10
年后，有幸跟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马云枝老师再遇于杏林。从师 3 年，
马老师的医德医风医术影响着我的从医
之路。

以师为鉴 提升自我

2008 年 4 月，一场面试开启了我研究
生生活的新篇章。那场面试使我感受到了
师者之博大，大医之精诚。作为基层医院
的一名普通医生，有机会考研出来并不容
易，那次面试马老师和几位导师问了我脑
干综合征有哪些，区别点在哪，我一下子就
蒙了。因为以前上班来了患者只知道开
单子检查，然后治疗，哪里想过这些问
题。心想这下完了，研究生上不成了。我
硬着头皮说了一些什么，至今都想不起
来，但马老师没有放弃我，很包容地收下
了我这个弟子。

在随后理论与实践中，马老师耐心细
致地给我讲了许多理论和临床知识，使我
不断地健康成长，也纠正了一些基层医院
医生缺乏学习、思考的坏毛病。

马老师说：“从医要以人为本，治病救
人，体贴患者，方能得到患者的信任。”记得
有一次跟随马老师坐门诊，这时来了一个

中年男性患者，情绪低落，一言不发，患者
家人很着急，不断地埋怨患者。马老师看
到这种情况，让患者家人到诊室外等候，
然 后 耐 心 地 询 问 患 者 的 感 受 ，细 心 交
流。最终使患者打开心扉，露出了笑容，
诉说了自己发病原因和症状，从而得到
顺利救治。

马老师不仅拥有优秀的医德医风，更
具备精湛的医术。马老师常说：“临证用药
如用兵，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40
余年的临证经验，应对各种疑难杂症得心
应手。

一年的在校系统理论学习后，我又开
始了临床实践。临床对我来说并不陌生，
自以为工作几年了，有点临床经验，跟随老
师查房有点儿飘飘然。有一次查房我们遇
到一位患者，双手细颤，手指间肌肉轻度萎
缩。马老师问我：“应国，针对这个患者，你
询问病史、查体，给患者定位、定性，再做
鉴别诊断，需要完善哪些检查？如何处
理？你来分析一下。”我简单地问了患者
情况，做了粗糙的查体，胸有成竹地说：

“根据……症状，中医诊断为颤证，西医
诊断为帕金森病……”我说完后心中窃
喜，偷偷地看了马老师一眼。马老师面
色微变，显然很不满意，但她并没有当面

指出我的错误。她对所有的弟子说：“各
位同学，针对这位患者，大家随后多研讨
研讨，症似而病异。”我后来得知，那位患
者是肌萎缩侧索硬化。

马老师细致入微的医术影响着我的从
医之路，现在每每想起此事，心中感慨万
千，激励我不断学习，更新自我。

“平中见奇，奇中见新”是马老师临证
用药的特点。帕金森病是神经内科常见的
疑难杂症，大家都知道如何诊断和治疗，但
治疗效果总是难以令人满意。马老师研究
帕金森病多年，她总是不拘泥于传统认识，
从患者不同的体质、发病特点入手，进行个
体化治疗。传统治疗帕金森病总是从肝论
治，马老师在临证中发现脾位于中央，脾虚
则五脏俱损，脾虚痰阻、瘀血阻络是发病的
基本病机，提出了“帕金森病从脾论治”的
理论，确定了“健脾化痰、通络熄风”的基本
治法，丰富帕金森病治疗思路，使更多的患
者受益。

善于总结 凝练科研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作
为一名医生，不仅要把医术提高，更要把高
超的医术推广，让更多人受益，这就是科
研的价值。马老师在临床工作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要发扬光大，不只
是弟子传承，更需要社会的推广与应用，
使更多的患者得到最佳救治。马老师多
年来潜心研究脑中风、血管性痴呆、帕金
森病等疑难杂症，先后承担了国家“863”
课题和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等多项研
究。马老师多年来从事中枢神经系统变
性疾病的研究，在继承传统理论与治疗的
基础上，不拘泥于古法，结合自己的临证
经验，研制了“熄风定颤丸”“复智胶囊”等
具有独特疗效的方药，并且进行了数年的
临床研究，使广大患者得到合理化治疗，
获得了社会价值，同时完美地体现了马
老师科研思路，我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源
于“复智胶囊”。

在3年的理论实践中，秉承马老师的
科研思路与方法，使我从对临床科研从
无知到知之，再到知之较多，最后形成自
己的科研思路，让我终身受益，使我在不
断地学习中思考，思考中再学习、再总
结，这就是我对科研的认识。

我秉承马老师的医德医风医术，严格
要求自我，在干好临床的同时，不断地进行
理论总结，先后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论文5
篇，出版专著1部。

（作者供职于南阳市中心医院）

《三国演义》第八十八回“渡泸水再
缚番王，识诈降三擒孟获”中写道：孟优
领了兄计，引百余蛮兵，搬载金珠、宝
贝、象牙、犀角之类，渡了泸水，径投孔
明大寨而来。孔明识破诈降计，从而三
擒孟获。这里的犀角为常用清热凉血
中药。

犀角，又名犀牛角、暹罗角，为犀科
动物印度犀（又名独角犀）、爪哇犀（又
名小独角犀）、苏门犀（又名双角犀）的
角，主产于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马
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等地。

在我国，犀角一直依赖进口，一般
先锯成片，然后再锯成筷子样的小条，
称为犀角条。将犀角锉为细末，为犀角
粉，也有将犀角磨成汁服用，为中医常
用清热凉血药。由于犀角价格昂贵，药
源减少，现在多用水牛角代替，药理作
用与犀角相似，但用量宜大，为犀角的
8~10倍。

中医认为，犀角性寒，味苦、咸，入
心、肺、肝、胃经，具有清心安神、凉血止
血、泻火解毒之功效，适用于伤寒瘟疫，
惊狂谵语，发黄发斑，痘疮黑陷，吐血，
衄血，下血，痈疽肿毒等。《药性论》言其

“镇心神，解大热，散风毒”。《本草纲目》
言其“泻肝凉心，清胃解毒”。一般犀角

片煎服1~5克，犀角粉冲服0.2~0.3克；用片入药宜先煎1小
时，孕妇慎用。

药理研究表明，犀角含犀氨酸、角朊、碳酸钙、多种氨
基酸、肽类，蛋白质、胆甾醇等，具有抗肿瘤的作用，对移
植性小鼠肉瘤 S~180 及棱形细胞癌均有抑制其生长的作
用。犀角用生理盐水浸煮后制成静脉注射剂，注射于因
大肠杆菌发热的家兔，能使体温降至正常；10%水煎剂对
正常及衰弱的离体蟾蜍心脏、兔心脏及蟾蜍在位心脏均
有强心作用；对犬、家兔的血压先上升后下降，然后持续
上升；能缩短小鼠出血与凝血时间，并能提升白细胞总
数。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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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那时，
村里还没有幼儿园，更没有各种补
习班，到了一定年龄直接上一年级
就可以了。那时，人民公社还没有
解散，田地里总有干不完的农活，我
每天的工作，就是随父母一块到地
里干活。

当父母劳动时，我就在田边采野
花或捉蚂蚱，那时的天很蓝，水很绿，
空气也很清新。但也不总是那么惬
意，那时的冬天很冷，当西北风肆无
忌惮地刮来时，我只能蜷在河沟里

“背风”。那时虽然已经可以勉强填
饱肚子，但食物很粗糙，也没什么油
水。不知何时，我染上了“挑食儿”的
毛病，身体也日渐瘦弱。再到后来，
我不但食欲不佳，而且总感觉口中有
吐不完的唾沫，需要不停地吐出来才
甘心。

在一般人看来，我染上了“坏毛

病”，需要用“拳头”进行治疗。父母
找了几个医生给我看病，他们大都
持相同的观点。但是，“拳头”并没
有治好我的“坏毛病”，我也一天天
瘦弱下去。最后，父母找到一位老
中医给我治疗，老中医长什么样子，
我已经不记得了；至于诊断的是什
么病，也不记得了。只记得老中医
很和蔼，他的处方不是“拳头”，而是
中药。那位老中医想得很周到，他
害怕我年纪太小喝不了中药，开出
了一个神奇的服药方法：他将给我
开的中药碾成碎面儿，服药时，将中
药面儿和鸡蛋掺在一起，炖熟以后
服用。

从此以后，我每天都可以吃到
一个被中药染得黑黑的、散发着奇
怪味道的鸡蛋，然后，喝下弥漫着
中药面儿的鸡蛋汤。虽然这种散
发着奇怪味道的鸡蛋很难吃，但我

还是很受用，毕竟，和粗枝大叶的
饭食相比，这个鸡蛋还是细腻多
了。

这种鸡蛋中药不知道吃了多
久，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已经没
有多余的唾沫可以吐了，吃饭也不

“挑食儿”了。随后，很受用的鸡蛋
中药没有了，我也一天天强壮起
来。医学院校毕业后，对儿时的那
个鸡蛋中药方子，我仍旧感到很神
奇。于是，我向母亲询问当时的具
体情形以及中药方子的情况。母
亲说：“那时家里太穷，没有钱买鸡
蛋，那个老中医已经不在了！”由于
时代久远，她只记住了当时的贫
穷。

现在，我在朋友中，仍旧以胃口
好、能吃著称。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
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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