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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多元化中医妇科诊疗模式
□王 臻 陈何红

事物本身是复杂的，
如果以单一的思维去认
识事物，往往会陷入片
面，难以窥探事物的全
貌。秦月好是第四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象
庄秦氏妇科代表性传承
人。秦月好认为，现代中
医妇科面临复杂的疾病
系统，仅以辨证论治已很
难适应临床需要，妇科临
床诊治应采取多元思维
方式，即采用辨证论治与
辨病论治、辨体论治、辨
期论治、辨度论治相结合
的多元化中医妇科临床
诊疗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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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科交叉融合是当前科学技术发
展的重要特征，是新学科产生的主要源泉，
是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的有效路径，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促进学科之间的交
叉融合、优化交叉学科布局，已成为中医药
高质量发展的新模式。

引进人才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引进学科带头人 中医药交叉学科首

先要引进高层次人才，尤其要积极引进各学
科具有交叉学术背景的学科带头人，形成前
瞻和原创的学科思想体系，掌握更大的学术
话语权，树立交叉学科品牌效应，吸引更多
的优秀学者和优质资源，组建中医药交叉学
科人才团队。

增强团队创新能力 在理论研究和科研
实践中，要围绕交叉学科的教学、项目、医疗
等方面，促进学科人才的参与度，促进学科
人才多学科思维能力、以多元研究方法解决
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科人才的敏锐的前沿科
研意识和理论创新能力。

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树立大卫生、
大健康新理念，强调服务于生命全周期、健康
全过程，注重医防并重，促进中医药学教育由

“以疾病治疗为中心”向“以促进健康为中心”
转变，将大健康理念融入中医药交叉学科医学
教育各环节、各阶段，统筹学科、专业、课程、教
材一体化建设，以学科交叉为载体创新中医药
学人才培养模式。要根据新兴交叉学科的特
点，强化多学科基础，采取大类宽口径培养模
式，进行本科人才培养。要增设交叉创新课
程，加强中医药长学制高层次人才培养。要
大力促进中医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博士培
养与博士后工作站的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
扩大高层次多学科交叉人才队伍规模。

加强学科评价 保持交叉学科的有效性
优化学科评价体系 要优化中医药交叉

学科评价体系，突出交叉学科建设中的质
量、贡献和特色评价。要重点突出中医药交
叉学科建设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贡献，突出学科对国家和区域卫生健
康服务能力和社会贡献，突出学科理论建设
和临床治疗中的“代表性著作和论文”和“典
型案例”的评价，突出科研的原创性、突破性
成果的评价，引导中医药交叉学科聚焦解决医疗卫生难
题，建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评价模式。

优化学科生态体系 要充分分析中医药交叉学科之
中的新兴学科和传统学科、理论学科和临床学科、医学学
科和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学科交叉规律和特征，充分考察
中医药交叉学科的整体布局和融合程度，激发新兴学科和
交叉学科的发展动力，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学术创新环境，
提升学科创新能力，促进学科卓越发展。

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 要充分利用教育行政部门、
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专业指导委员会、行业协会开展的课
程评估、专业评估、水平评估等多种评估形成的数据资源，
结合国际上学科评价资源，做好评估指标和体系的大数据
资源建设工作。善于利用大数据资源，进行大数据分析。
要通过不同学科大数据深度挖掘和比较，发现中医药交叉
学科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学科特色，找出学科建设短板，改
进学科建设策略，促进中医药学科内涵发展。

要形成中医药学科评价的良性竞争机制 要及时研究
中医药交叉学科的优势，也要及时总结中医药交叉学科评
估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建立公开、透明的学科评估查询平
台，公布交叉学科评估的总结报告和建设性意见，促进不
同地区和不同院校之间的交叉学科评估交流。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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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病论治
对妇科疾病进行准确的诊

断，根据疾病的总体规律而制定
贯穿疾病始终的治疗原则，即辨
病论治。比如高泌乳素血症是
多 种 原 因 导 致 人 体 泌 乳 素
（PRL）分泌量增加而产生的一种
疾病，临床可见月经稀少、闭经、
溢乳、不孕等症状。西医认为，该
病基本病理变化为下丘脑-垂
体-卵巢轴功能紊乱。秦月好通
过辨西医之病，扬中医之长，运用
通经回乳汤（柴胡、白芍、菟丝子、
淫羊藿、川牛膝、益母草、炒麦芽）
进行治疗，疗效显著。现代药理
研究结果表明，麦芽有降低血清
泌乳素的作用。辨病论治，可以
从整体上把握疾病的病理变化，
有针对性地采用专病专方进行
治疗。

辨体论治
秦月好认为，患者的体质类

型是辨证施治、立法处方的重要
依据，临床上应根据患者的体质
差异指导妇科诊治。瘀血体质

者，多形体偏瘦，面色黧黑，舌质
青紫或暗，舌边有点片状瘀点或
瘀斑，脉涩，易患痛经、闭经、崩
漏、异位妊娠、产后腹痛、恶露不
尽等病，治宜活血化瘀，方选血府
逐瘀汤、失笑散等。痰湿体质者，
多形体肥胖，面色淡黄或暗，纳
少，胸闷，苔腻脉滑，易患闭经、带
下、不孕等病，治宜健脾、化痰、除
湿，方选苍附导痰丸等。阳虚体
质者，多体胖，形盛气衰，精神萎
靡，易受外邪致病，小便清长，大
便溏薄，畏寒怕冷，肢冷身凉，易
患月经后期阴冷、性欲下降、宫寒
不孕、胎萎不长等病，治宜益肾温
阳，方选金匮肾气丸、右归饮等。
阴虚体质者，多形体消瘦，口干口
苦，小便短少或黄，大便干燥或秘
结，易患月经先期、月经量少、闭
经、绝经前后诸证等病，治宜滋阴
清热，方选知柏地黄丸、左归饮。
辨体论治体现了不仅要治人的

“病”，更要重视治患病的“人”，以
体质为背景，依据用药调治、治病
求本的治疗法则。

辨期论治
秦月好认为，妇女有特殊的

生理周期，在诊疗妇科疾病时，应
结合月经周期在经期、经后期、经
间期和经前期等不同时期的阴阳
转化、消长节律，采用周期性用药
的治疗方法。其中，经期为重阳
转化期，重阳则开，血海满盈而溢
下，冲任气血变化急骤，治宜活血
调经，冀其推动气血运行，胞宫排
经得以通畅；月经后血海空虚，属
于在肾气作用下逐渐蓄积精血之
期，治法以滋肾益阴养血为主；经
间期为重阴转化期，阴精盛，重阴
转阳，冲任气血活动显著，主要以
活血化瘀为主，疏通冲任气血，并
能够兴奋肾阳，从而促进排卵；经
前期又为阳长期，阴充阳长，以维
持肾阴阳相对平衡状态，治宜阴
中求阳，温肾暖宫，辅以滋肾益阴
之药。如秦月好治疗功能性子宫
出血，分为出血期、非出血期（经
后期、经前期），出血期本着“急则
治其标”的原则，首当止血，但血
止后则循期而治，以达到调经的

目的。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秦
月好总结出止血、固本、调经三步
疗法，以顺应胞宫生理藏泻功能，
经期运用泻法，泻其瘀滞，顺应其
胞宫泻的功能；月经干净后运用
补法，固冲任，顺应其藏的功能；
经前期适量应用孕激素，促其经
血来潮，建立药物人工周期。

辨度论治
一些妇科疾病，比如痛证，因

疼痛程度有异，当区分治之。如
秦老师治疗痛经，认为该病病机
多责之寒与瘀，立法当温经、祛
瘀，治疗宜贯穿始终。然而，患者
疼痛程度有异，具体方药亦有所
不同。其中，对于轻度痛经患者，
疼痛持续时间短，尚可坚持工作
和学习，治宜温经散寒、活血祛
瘀；对于中度痛经患者，疼痛难以
忍受，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治宜
温经散寒、逐瘀荡胞；对于重度痛
经患者，疼痛剧烈，难以忍受，则
治宜温经散寒、解痉祛瘀，秦老师
善用虫类药治疗，疗效显著。

（作者为象庄秦氏妇科传承人）

髋膝关节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陈九章

中医治疗风湿病的优势
□陈 建

针灸的治疗范围与注意事项
□梁景芳

髋膝关节疾病是一种常见的
慢性病，给患者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和不便。中医作为我国传统的医
学体系，对于髋膝关节疾病的预防
和康复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实践经
验。本文主要讲解髋膝关节疾病
的预防与康复方法。

合理饮食 坚持合理饮食是髋
膝关节疾病预防和康复的重要因
素之一。合理饮食可以补充身体
所需的营养，增强身体免疫力，预
防疾病。对于髋膝关节疾病患者，
中医建议多食用富含蛋白质、钙
质、胶原蛋白的食物，比如猪骨、牛
骨等，可以补充骨骼和关节所需的

营养。同时，患者应避免过量摄入
油腻、辛辣等刺激性食物，以免加
重关节负担。

适度运动 可以促进气血流
通，强健肌肉和筋脉，预防髋膝关
节疾病。中医建议人们打太极
拳、练八段锦等，这些运动可以调
和气血、舒缓肌肉紧张程度，增强
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髋膝关
节疾病患者可在专业中医医师的
指导下进行有针对性的功能锻
炼，可以改善关节功能。同时，患
者在进行锻炼时应适度，避免过
度运动造成髋膝关节损伤。

中药调理 中医认为，肝主筋，

肾主骨，肝肾亏虚则筋骨失养，关
节不利。因此，中药调理应以补益
肝肾、强筋健骨为主要原则。患者
可以在专业中医医师的指导下，服
用中药方剂或中成药治疗疾病，比
如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运用中
药调理身体，患者需要长期坚持，
定期复查。这样，中医可根据患者
的病情，适时调整康复方案，选用
有针对性的中药方剂。

针灸疗法 针灸刺激相应的穴
位，可以调和气血、舒缓疼痛程度
等。运用针灸治疗，患者需要寻求
专业中医医师的帮助。常用穴位
有足三里穴、阳陵泉穴等。针灸治

疗，中医会根据患者的病情选定穴
位，可取得最佳预防和康复效果。

推拿按摩 它可以舒缓肌肉紧
张和疼痛程度，促进气血流通，对
于髋膝关节疾病具有预防和促进
康复的作用。患者可自行进行简
单按摩，比如揉捏、拍打等，力度要
适中，避免过度用力造成损伤。

调整生活方式 它是髋膝关节
疾病预防和康复的重要措施。患
者应保持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和过
度劳累，保证充足的休息时间；同
时，患者应注意保暖，避免关节受
到寒冷刺激。此外，保持良好的心
态也是预防髋膝关节疾病的重要

因素之一，患者应保持乐观、积极
的心态，避免情绪波动。

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对髋膝关
节疾病进行个性化预防，可以达到
调和气血、舒筋活络、缓解疼痛的目
的。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应注意调
整生活方式和养成良好的饮食习
惯，并积极采取合适的预防和康复
措施，以降低髋膝关节疾病的发生
风险或减轻疾病症状；同时，选择正
规的医疗卫生机构和专业的中医医
师进行治疗也是至关重要的，有利
于缩短病程，促进患者身体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高密市人
民医院关节外科）

目前，风湿病是一种常见的疾
病，给患者带来了痛苦和不适感。
中医作为一门古老而神奇的医学，
对于治疗风湿病有着独特的方
法。本文主要介绍中医治疗风湿
病的方法和优势。

风湿病是一种以关节疼痛、肌
肉疼痛和体温升高为主要表现的
慢性炎症性疾病，可能导致关节僵
硬、活动受限和日常生活质量下降
等。现代医学认为，风湿病的发生
与免疫系统异常、遗传因素、环境
因素等有关。然而，中医对风湿病
的病因病理分析与现代医学不
同。中医认为，风湿病主要由于外
感风邪引起的，而风邪又与湿邪、
寒邪等相互作用。当风邪侵入人
体后，会阻碍气血运行，导致出现
关节疼痛和肌肉疼痛等症状。针

对风湿病的病因病机，中医运用中
医理论知识进行分析，辨证施治，
常用的疗法如下。

艾灸疗法 该疗法是中医治疗
风湿病的一种重要方法，使用艾绒
和火热的熨贴在患者体表特定穴位
上进行熏灸。艾灸疗法通过温热刺
激人体穴位，可以改善气血循环，消
除寒湿，舒缓疼痛程度等。如今，艾
灸疗法在临床上取得了显著的效
果，被广泛应用于风湿病的治疗，不
仅可以缓解疼痛，还可以提高免疫
力，增强身体的自愈能力。对于患
有寒湿型风湿病的患者来说，艾灸

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方法。
中药疗法 中医理论体系中的

一些经典方剂由于疗效显著、服用
方式简便等，被广泛应用于风湿病
的治疗中。其中，一些常用的中药
材，比如当归、川芎、白芍等具有活
血化瘀、祛风散寒的功效，可以改
善气血循环，缓解关节疼痛等。中
药疗法具有疗效确切、不良反应小
等优点，能够从根本上调理身体，
提高抵抗力。

推拿疗法 推拿疗法是中医治
疗风湿病的一种重要方法，中医医
师利用按摩、揉捏等手法刺激患者

的特定经络、穴位，可以调理患者
的气血，舒缓肌肉紧张程度，缓解
关节疼痛等。目前，在临床上，推
拿疗法不仅可以缓解风湿病症状，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改善免疫功
能，提高治病效果，具有简便实用、
疗效显著的特点，受到了广大患者
的喜爱。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艾灸疗法、中药疗法和推拿疗法对
于治疗风湿病具有重要的作用。
这些古老而神奇的疗法，通过调理
身体的气血运行，改善免疫功能，
从根本上缓解了风湿病的病情，消

除患者的痛苦和不适等症状。然
而，作为一种综合性治疗方法，中
医并不适合治疗所有类型的风湿
病。在选择治疗方法时，中医会根
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和体质，制定科
学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中医在治疗风湿病
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疗
效。同时，中医与现代医学相结
合，可以充分发挥中医的独特优
势，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的诊疗
服务，有利于患者尽快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平邑县中
医医院）

如今，针灸由于简便、疗效显
著等特点，在全球范围内受到了广
泛的认可和赞誉。本文主要介绍
针灸的独特疗效和注意事项。

针灸的优势
首先，针灸的神奇之处在于其

广泛的治疗范围。从常见的疼痛
性疾病，比如头痛、颈肩痛、腰痛
等，到一些慢性病，比如糖尿病、高
血压病等，运用针灸治疗，都能取
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此外，针灸在
美容、减肥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应
用，不少人通过针灸治疗，实现了
身体的调整和外在的美化。

其次，针灸的神奇之处在于其
科学原理。虽然针灸看似简单，但
是其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原
理。中医依据中医理论知识进行
分析，采用针灸刺激人体的穴位，
调节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

统、免疫系统的功能，从而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这种调节作用并
不是简单的物理刺激，而是涉及人
体内部的复杂的生理、病理机制。
因此，针灸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机械
刺激，而是一种综合的治疗方式。

最后，针灸的神奇之处还在于
其治疗方法的独特性。与药物治
疗不同，针灸是通过刺激人体的穴
位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而不是
直接对病灶进行治疗。这种治疗
方法不仅能够直接作用于病变部
位，促进气血运行，缓解疼痛，还可
以调节人体的整体功能，从而达到
标本兼治的目的。

治疗范围
针灸的治疗范围广泛，涵盖了

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领域。针
灸在治疗颈肩腰腿痛等疼痛性疾
病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针灸能
够刺激人体的穴位，调节气血运
行，舒缓肌肉紧张和疼痛程度。

除了疼痛性疾病，针灸在急性
病证的治疗方面也有优势。例如，
在急性心肌梗死的情况下，针灸可
以缓解患者的疼痛程度和不适感，
降低心肌负担，减少心肌耗氧量，
从而有助于缓解病情。对于急腹
症和痛经等疾病，运用针灸治疗，
可以调节气血和经络运行，达到缓

解疼痛和不适感的目的。
操作方法

针灸的操作方法包括针刺和
艾灸两种。针刺是用针具刺激人
体的穴位，以达到调整经络、气血
运行的目的；艾灸则是燃烧艾条或
艾炷，以温热刺激人体特定穴位，
达到温通气血、扶正祛邪的目的。
在实际操作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
病情和体质选择合适的穴位和治
疗方法。

注意事项
虽然针灸是一种安全、有效的

自然疗法，但是仍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1.针灸治疗需要寻求专业医生

操作，避免自行盲目施针；2.患者在
接受针灸治疗前，应告诉医生自己
的身体状况、服药情况及过敏史；3.
孕妇、儿童及身体虚弱的患者应在
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灸治疗；4.患
者在接受针灸治疗后，需要注意休
息，避免剧烈运动和过度劳累；5.针
灸治疗需要持之以恒，中医会根据
患者的病情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法。

总之，了解和掌握针灸知识，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
种神奇疗法，还能在日常生活中运
用它来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滕州市东
沙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如今，运用中医疗法治
疗慢性病具有独特的优势，
能够促使患者逐步恢复健
康。本文主要介绍中医治疗
慢性病的疗法和特色。

中医疗法作为中医学的
重要分支之一，致力于调理
人体的脏腑、经络功能，从
而增强人体的自愈能力。
运用中医疗法治疗疾病时，
中医常常采用一些特有的
方法与技巧。这些方法主要
包括中医四诊、针灸、推拿、
中药等。

中医四诊 中医四诊是
中医诊疗疾病的重要诊断方
法，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
诊。通过观察患者的面色、
舌苔、脉象等，以及聆听患者
的倾诉和进行脉诊等，中医
能够获取全面的疾病信息，
为后续的治疗提供依据。

中药配伍 中药是中医
治疗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中医选用不同的中药进行配
伍，可以调理人体的阴阳平
衡，以及调整气血的运行。
中药的药性比较温和、副作
用小，在治疗一些慢性病时
具有独特的优势。

针灸 针灸是中医的重
要治疗方法之一。针灸通过
刺激人体特定的穴位，调节人
体的气血运行，从而帮助患者
恢复平衡状态。针灸具有疏
通经络、调整免疫系统、促进
血液循环等功效，对于一些
慢性病的治疗效果显著。

推拿 推拿是一种利用
手法来调理人体功能的疗
法，也是中医常用的一种治
疗方法。中医通过揉捏、推
拿、按压、提拉等手法，可以
促进气血运行，调和脏腑功
能，缓解疼痛和炎症反应，改

善病情，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中医内科更加注重调整

身体的阴阳平衡，从根本上
促使患者恢复健康。正如

《黄帝内经》记载：“阴平阳
密，精神乃治。”下面，让我们
来看一看中医治疗的一些常
见疾病。

高血压病 对于高血压
病患者而言，中医通过调理
人体的气血运行，调和肝、
脾、肾、心等脏腑功能，从而
达到降低血压和改善症状的
目的。例如，中医常常采用
针灸、推拿、穴位按摩等疗
法，帮助患者平衡阴阳，调控
血压症状。

消化不良 在现代生活
中，人们因饮食不规律、压力
过大等因素，导致消化不良
等，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不良
影响。中医通过调理脾胃功
能、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
行，以及运用针灸、中药调理
等方法，改善消化不良的症
状，消除炎症，增强食欲。

失眠 失眠是现代人常
见的一种睡眠障碍，给人们
的生活带来了困扰。中医时
常采用中药调理和针灸等疗
法，缓解患者的焦虑情绪、平
衡阴阳，帮助患者达到平稳
入眠的效果。例如，艾灸特
定穴位、按摩太溪穴等方法，
能够促进身体放松、改善失
眠症状，提高睡眠质量。

总之，中医运用独特的
理论体系和诊疗方法，能够帮
助患者控制病情，促进身体康
复。当出现失眠、消化不良等
症状时，患者要选择专业的
中医医师进行咨询和治疗，
可以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滕
州市中医医院中医内科）

你是否曾经被类风湿关节炎
所困扰？本文主要介绍类风湿关
节炎的预防方法和注意事项。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慢性、
对称性、多滑膜关节炎和关节外病
变为临床表现的自身免疫性疾
病。简单来说，类风湿关节炎是身
体的免疫系统“失控”，导致关节疼
痛、肿胀、僵硬，甚至关节畸形。由
于其病程长、易反复，且常常伴有
其他症状，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面对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调护
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中医认
为，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与“正气

不足、邪气入侵”有关。因此，中医
调护强调扶正祛邪、调理气血，以
达到缓解症状、控制病情的目的。

饮食调护 饮食对于身体健康
的影响是很重要的。对于类风湿
关节炎患者而言，合理饮食至关重
要。中医建议，患者应遵循低脂
肪、低糖、高蛋白、高纤维的饮食原
则，多食用如瘦肉、鸡蛋、牛奶、豆
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质的食物，以
及新鲜的蔬菜、水果等富含维生素
的食物。此外，中医建议患者，适
量食用温性食物，如姜、葱、蒜、山
楂等，以温通血脉、消除寒邪。

适度运动 生命在于运动。适
度运动不仅可以增强身体素质，还
可以缓解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
比如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传统中
医养生运动，以及散步、慢跑等轻
度有氧运动，都可以缓解类风湿关
节炎的症状。患者在运动时应避
免剧烈、高强度的活动。

调整生活方式 养成良好的生
活习惯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中医
提倡“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规律，建议患者保持充足的睡眠，
避免熬夜。此外，中医还强调“天
人合一”，建议患者顺应四时变化，

合理安排衣着，避免关节受凉。
中药调护 中药治疗是中医治

疗类风湿关节炎的重要手段之
一。在医生的指导下，患者可以使
用一些具有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功
效的中药，比如雷公藤、秦艽等。
此外，中医还提倡药食同源，鼓励
患者使用一些具有药用价值的食
材进行食疗。例如薏苡仁、山药等
具有健脾利湿的功效，当归、丹参
等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患者在
中医的指导下，合理选用这些食
材，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提高
生活质量。

针灸与推拿 针灸和推拿是中
医的特色疗法，通过刺激穴位和
推 拿 经 络 ，可 以 缓 解 患 者 的 病
情。针灸可以调和气血，扶正祛
邪；推拿可以舒缓肌肉紧张和疼
痛程度，促进血液循环。对于类
风湿关节炎患者而言，针灸和推
拿可以起到缓解疼痛、改善关节
功能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患
者应在专业中医医师的指导下进
行治疗，以免误伤经络。

通过以上疗法的介绍，我们可
以看到中医调护在类风湿关节炎
治疗中的独特作用。从饮食到运
动，从情志到生活方式，中医调护
注重整体和局部的兼顾，让患者在
消除疾病的同时，能够尽快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肥城市人
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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