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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正当时冬病夏治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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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20212021 年招生简章年招生简章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中等中医招生资格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位于风景秀丽的洛阳市南线旅游明珠陆
浑湖畔，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理想学校。
该校占地面积 50667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600 平方米，有全日制在校生 4500 余
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 890 人、教职工
126人、专（兼）职教师 160人。该校常年
开设医、护、药系列 8个专业，其中中医、
生物制药工艺、护理、康复技术专业被
确定为市政府重点支持的特色专业。
该校以普通中专教育为主，兼有河南中
医药大学成人教育。该校师资力量雄
厚，基础设施完善，教学条件优越。该
校与洛阳市八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以
满足学生实习需要。该校十分重视学
生就业安置工作，实行“订单招生”。该
校始终树立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从严
治校，科学管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坚持对口高考和就业技能培养两
手抓，以升学和就业需求为导向，强化
技能培养，紧跟市场步伐，合理开设专
业，构建科学和谐的人才成长立交桥。
良好的教学模式、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

广阔的就业门路，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
普遍赞誉。目前，该校已成为“学生信
赖、家长满意、社会欢迎”的高素质医药
人才培训基地。

中医招生政策

为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中医
类专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教育部办公厅印
发的《关于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中医类专
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的通知》指
出，经备案后招收的中等职业学校中医
类专业学生所取得的学历，可作为参加
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和乡村全科执业助
理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国家资助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
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
及国家有关精神，在该校就读学生均
可享受免学费及助学金政策。1.所有
全日制在校学生免交学费。2.家庭困
难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第一、第
二学年均可享受每年 2000 元的助学
金。3.原家庭困难学生，每年可以享
受 国家“雨露计划”教育助学金 3000
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河南省教育厅颁
发普通中专毕业证书，河南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发给就业报到证，国家承
认学历，可参加国家助理医师、执业护
士、执业药师及相关医疗技师资格考试，
应届毕业生均可参加全国对口高考（或
单招考试）。

报名须知

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届毕业生，直接
到该校招生办报名；也可以通过该校官
网，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未参加 中 招 考 试 的 应 往 届 初
中 、高 中 毕 业 生 ，社 会 青 年 及 医 学
爱 好 者 可 直 接 到 该 校 招 生 办 报 名 。
年 龄 在 15 岁 以 上 ，不 限 学 历 ，均 可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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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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个别地方基层门诊量骤降，导致部
分诊所停业。尚在经营的诊所该如何生存并持续发展？选择好
的厂家项目、技术、营销嫁接尤为关键！

“宗黄堂”历史悠久，传承御医与禅修结合，外用产品加开创
的“御骨禅疗法”，安全、简便、高效，打造名医名所，造福患者。现
面向全国诚邀基层诊所加盟，共享老字号品牌及技术，一个乡镇
仅加盟一家，开展线上线下技术培训。厂家派专家实地帮扶带教
巡诊，定期回访；帮扶门店引流、动销、拓课等项目，助力基层诊所
门诊量提升！有意加盟者请致电联系相关事宜！

电话：13137106344 18137338917（赵老师） 微信：A8JK73

加盟“宗黄堂”中医外治项目
助力基层门诊量提升

广告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

中医药的那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
医药故事，推荐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
《中药传说》《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
目期待您来稿！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药疗法中的特色疗法，，是根据是根据《《黄帝内经黄帝内经··素问素问》》中中““春夏养阳春夏养阳””““长夏胜冬长夏胜冬””的克制关的克制关

系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指导思想系发展而来的中医养生治病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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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魏书·华佗传》的作者是陈
寿，通过大量的病例说明华佗的高超医
术。

县吏尹世，苦四肢烦，口中干，不欲
闻人声，小便不利。华佗曰：“试作热食，
得汗则愈；不汗，后三日死。”华佗曰：“脏
气已绝于内，当啼泣而绝。”单从这些症
状，无从知道尹世患的是什么疾病，至于
热食是什么饭，也无从知道，身为县吏，
估计每天不至于吃冷饭。为什么吃了热
食又不出汗，立刻死了呢？如不去吃热
食，尹世的病是否继续迁延呢？陈寿毕
竟是史学家和文学家，可能是没有医学
知识，病历记载的不够详细吧。

《三国志·魏书·华佗传》里还有好几
个病例，都是准确判断死亡的，读到这
里，真是佩服。

还有一则病例，故督邮顿子献得病
已差，诣华佗视脉，曰：“尚虚，未得复，勿
为劳事，御内即死。临死，当吐舌数寸。”
其妻闻其病除，从百余里来省之，止宿交
接，中间三日发病，一如华佗言。督邮是
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汉代各郡的
重要属吏，是皇上的心腹，考察地方官员
政绩时吃拿卡要，一趟下来就有数不清
的进贡。这个督邮也是自控能力差，不
遵医嘱，病刚好，就和老婆同房，结果毙
命了。

中医很重视养身，年少之人戒之在
色，身体有恙时更不可行房劳之事。《黄帝
内经·上古天真论》认为，“以酒为浆，以妄
为常，醉以入房”是导致“年半百而衰”的
原因。咸丰皇帝和洪秀全就是例证。

咸丰皇帝英年早逝，除了晚清内忧
外患，就是吸食“福寿膏”和贪恋美色所
致。30岁的年龄，本是风华正茂，精力旺
盛之时，可咸丰皇帝瘦得皮包骨头，稍微
活动就心慌汗出，处理国事力不从心。
逃亡热河避难途中，他仍然临幸宫女。
因满汉不通婚，他悄悄豢养汉族女子，在
夜里放荡不羁，不遵医嘱，不听太医的劝
告，以致31岁就死了。其实有很多帝王
都是这样，像天王洪秀全，雄兵百万，攻
城占地，精力何等旺盛。占领南京后他
就颓废了，因妃子众多，记不住名字，便
发明了数字编号，沉迷酒色，40岁出头时
已老态龙钟，走路需要人扶着。

华佗发明的麻沸散，早于欧洲1600多年，麻醉后能做
普外、骨伤、开颅手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故有外科鼻祖
之称。关羽在败走麦城前，左臂中了毒箭，疼痛难忍，恶臭
难闻，性命危在旦夕。华佗闻讯后，赶来给关羽治伤，关羽
伤好后重金酬谢，华佗却分文不收，这便是“刮骨疗毒”的
出处。

历史上的曹操，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但在
杀害华佗这件事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华佗的著作《青
囊书》也被狱卒烧了。此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内科发展
迅速，外科发展迟滞，只到清朝的《医林改错》，才稍有起
色。曹操在晚年当着众谋士的面，时常表示自己的悔意。

作为医者，都希望像华佗那样起死回生。其实，是华
佗放弃了高官厚禄，辞去了御医，回到民间，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才会有如此高的声誉。现在的医生也是这样，只
有心里装着患者，放下功利心，才会受到患者的认可。

（作者供职于林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读书时间

冬病夏治是指对于一些在冬季容易
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给予有针对
性的治疗，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从而使
这些疾病减轻或消失，是中医学“天人合
一”的整体观和“未病先防”的疾病预防
观的具体运用。常用的治疗方法包括穴
位贴敷、针刺、药物内服等，通过在夏季
自然界阳气最旺盛的时候对人体进行药
物或非药物治疗，益气温阳、散寒通络，
从而达到防治冬季易发疾病的目的。

冬病夏治是中医将理论和实践紧
密结合，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治病
防病方法。《黄帝内经》提出了“春夏养
阳”和“治未病”的概念，这是冬病夏治
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人们在夏季应
该预防保健、补充阳气。

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历代中医专家
们进行了很多医疗实践，包括药物治疗、
针灸、艾灸等，比如大家熟知的孙思邈、
李时珍都有应用药物进行夏季保健的记
载。

冬病夏治现在已经发展成中医“治
未病”的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是预防保
健的一把利器。很多医院开展了多种以
穴位、经络为靶点的夏季保健、预防、治
疗方法。冬病夏治因其疗效显著、副作
用小、费用低、操作简便、安全有效、老少
皆宜等优点，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根据“天人合一”的中医理论，夏季
三伏天是最热的时候，人体阳气随着宇
宙阳气攀升，也到了最旺盛的时机，此时
人体的腠理疏松，经络开放，血脉通畅，
易于吸收。根据《黄帝内经》“春夏养阳”

的原则，借助艾灸、天灸等保健方法，借
助经络腧穴作用，能大幅度提升人体“正
气”，增强抗病能力；另外，选用开窍、祛
湿的药物贴敷，很容易从经络进入脏腑，
引导体内的寒湿、痰湿，通过流汗、呼吸
或排泄散发掉，扶正培本，使由寒湿、痰
湿引发的疾病在入冬后减少发作，甚至
不再发病。

冬病患者体质偏于虚寒，到了夏季，
外面暑热骄阳，体内也是阳气升散，那些

“积寒”会趋向于后背或关节部位。夏治
可以疏通经络、鼓舞阳气、调节人体的
脏腑功能，使机体的免疫功能不断增
强，从而振奋阳气、祛除寒邪、提高机体
的抗病能力，使冬季易复发或加重的疾
病减轻或消失，所以才有冬病夏治的做
法。

三伏贴是中医冬病夏治理念的一种
方法，即借助一年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
对一些容易在冬季发作的体质虚寒性的
疾病进行药物调节，可以起到治疗及预
防作用。

三伏贴又称三伏天灸，以冬病夏治
为原理，在每年最热的一段时间（三伏
天），将中药敷贴在人体特定的穴位上，
预防和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三伏
天是人体阳气最为旺盛的时候，进行三
伏贴时多选用辛温的外用药材，如生姜、
白芥子、麝香、细辛等，可防治多个系统
的疾病。

适宜人群

呼吸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

肿、哮喘、过敏性鼻炎、慢性咽炎、反复发
作的呼吸道感染等。

消化系统疾病：中焦虚寒、虚寒性胃
病、胃肠功能紊乱、慢性结肠炎、虚寒腹
泻等。

妇科疾病：产后腰痛、怕风、怕凉、头
痛，痛经，慢性盆腔炎，下焦虚寒，宫寒，
有瘀血块，带下量多等。

骨关节病：慢性颈肩腰腿痛引起的
肌肉劳损、关节疼痛麻木，颈椎病、腰椎
病、膝关节病、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症等引起的酸沉、疼痛，风湿性关节炎、
肩周炎、坐骨神经痛、软组织肌肉损伤、
创伤及骨折等引起的疼痛，风湿性关节
炎、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引起
的多关节僵硬、疼痛、发凉等。

体质虚弱：面色晦暗、体弱怕冷、手
足发凉、失眠多梦、偏食、经常感冒等。

改善面部皮肤：肤色晦暗、黄气、色
斑、黄褐斑、痤疮等。

注意事项

1.三伏贴贴敷对象为2岁以上儿童
及成人。孕妇腹部、腰骶部以及某些可
促进子宫收缩的穴位，如合谷穴、三阴
交穴等，应禁止贴敷，有些药物如麝香
等孕妇禁用，以免引起流产。严重的
心、肺、脑疾病患者，艾滋病、肺结核活
动期患者，支气管扩张患者，严重的糖
尿病患者慎用。舌红少苔或无苔，或心
烦易怒、面红目赤、耳鸣者，或平时手足
心发热者，多属阴虚阳旺之体，不适宜
此法。

2.三伏贴贴敷期间，忌烟、酒，不宜
吃生冷、油腻、辛辣、海鲜等食物，以免影
响疗效。

3.三伏贴贴敷后可能在皮肤上留下
中药沉着，用湿毛巾擦拭即可。皮肤出
现局部微红、色素沉着、轻度搔痒均为正
常反应，不影响疗效。若皮肤出现红肿、
水疱等反应，要及时就医。

4.三伏贴贴敷时间每次4小时~6小
时，贴敷过程中未达到贴敷时间即出现
皮肤瘙痒、疼痛、灼热症状，应立即去除
贴敷膏药，禁止抓挠，不宜擅自涂抹药
物，一般可自行痊愈。

5.冬病夏治要遵医嘱治疗3次~7次，
每10天治疗1次，连续3次为一个疗程；
若病情重、病程长者可每年治疗，连续
治疗 2 个~3 个疗程，也就是连续治疗 3
年。

6.皮肤有破损、对贴敷过敏者，发
热、肺部感染、结核病患者，孕妇等不宜
进行贴敷。

7.夏季天气炎热，衣着宜宽松，避免
过多出汗；三伏贴贴敷后宜清淡饮食，当
天禁洗浴。

贴敷时间

伏前加强贴：7月4日~10日
头伏贴：7月11日~20日
中伏贴：7月21~8月9日
末伏贴：8月10~8月19日
末伏加强贴：8月20日~29日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

传说唐代名医孙思邈自幼好学，从5
岁开始跟随父亲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经常
到山上采集药品。

一天，孙思邈和几个小朋友到山上玩
耍，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脚崴
了，脚肿得很厉害不能动弹。小朋友疼痛
难忍，坐在地上哇哇直哭。

孙思邈灵机一动，从地上拔了一把草
放在嘴里嚼烂，糊在小朋友疼痛处。过了
一会儿，小朋友不哭了，而且肿痛也逐渐
消失。小朋友问孙思邈是什么药，孙思邈
思索片刻，心想，小朋友哭的时候总是哎
哎的，就把这种草药叫艾叶吧。从此，艾
叶一直用到今天。

艾叶中的挥发油（香味成分）对多种
致病细菌及病毒均有抑制或杀灭作用。
据有关资料记载，用艾叶为主制成的消
毒香，进行抑菌抗病毒试验，结果发现艾
香（主要为挥发性成分）对乙型溶血性链

球菌、肺炎链球菌、流感杆菌、金黄色葡
萄球菌、绿脓杆菌有杀灭作用，对枯草芽
孢杆菌、变形杆菌、白喉杆菌、副伤寒杆
菌、结核分枝杆菌、多种皮肤致病真菌、
流感病毒、腺病毒、腮腺炎病毒及疱疹病
毒等均有抑制作用，用其对空气消毒，可
明显降低流行性感冒的发生。同时，对
化脓性炎症、外伤及烧烫伤感染、皮肤化
脓性感染、皮癣、带状疱疹、上呼吸道感
染等疾病有促进愈合及痊愈的作用，说
明艾叶确实有预防疾病及保健康复作

用。
研究表明，艾叶的香味成分挥发出

来后，不仅能抑制或杀灭房屋周围环境
中的细菌和病毒，还可分布于口鼻呼吸
道中，能杀灭进入人的口鼻和呼吸道中
的细菌病毒，还可在口鼻中形成一道微
膜屏障阻止细菌病毒的侵害。若通过燃
烧艾叶烟熏或煎煮艾叶洗浴，则由于高
温的作用其香味成分挥发更彻底，效果
会更好。

艾叶还有一定的增强免疫力的作

用。艾灸能增强小白鼠单核巨噬细胞的
吞噬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已被众多的
药理实验所证实。以艾叶为主制成的消
毒香，能显著提高健康人鼻分泌液中特异
性免疫球蛋白A的含量，长期应用艾叶洗
浴也能增强人体的免疫机能，增强抗病能
力，可明显减少流行性感冒的发生，说明
艾叶浴也有一定提高免疫力的作用。

艾草又名香艾、蕲艾、艾蒿，性温，味
苦、辛，入脾经、肝经、肾经，具有散寒除
湿、温经止血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心腹
冷痛、泄泻转筋、久痢、吐衄、下血、月经不
调、崩漏、带下、胎动不安、痈疡、疥癣等，
对于妇女虚寒月经不调、腹痛、崩漏有明
显疗效，是一种妇科良药。

民间认为艾草有辟邪、招百福的作
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
属医院）

艾艾 叶叶
□王光安

■中药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