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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在沁阳市第三小学，医务人员正在为学生检查视力。为守护青少年暑期健康，沁阳市中医院
组织眼科、儿童康复科、口腔科、耳鼻咽喉科等科室的业务骨干走进沁阳市第三小学，为500余名学生开展健
康体检与科普宣教活动，为孩子们量身定制健康计划，助力其以良好状态迎接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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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圣文化园里体验中医药惠民活动
本报记者 乔晓娜 通讯员 刘 超 李 磊

洛阳一个罕见病案例入选国家数据库

“您体质偏湿热，建议夏季
少 吃 辛 辣 食 物 。”6 月 13 日 ~14
日，南阳医圣文化园内人潮涌
动，以“精彩中医药、健康惠万
家”为主题的“百市千县中医药
文化惠民活动”在此举办。在中
医药健康义诊区内，医师正通过
舌诊、脉诊等传统诊断方法，为
居民提供个性化调养方案。

该活动由南阳市中医药管
理局和宛城区委、区政府联合
主办，宛城区卫生健康委、中医
药管理局承办，现场分为“展览
展示”“健康服务”“特色体验”

“产品展销”四大板块。此次活
动利用创新的形式，让中医药
文化走出典籍，让千年医圣文
化焕发新生机、融入生活，为市

民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中医药
文化体验。

在活动期间，来自南阳市中
医院、南阳市第二人民医院、宛
城区中医院等 8 家医疗卫生机
构的专家团队为市民提供义诊
服务，从内科疾病防治到四季养
生要点，解答细致入微，将“治未
病”理念融入健康指导。群众通
过体验针灸、推拿等中医药特色
疗法，感受到传统医学的神奇与
魅力。

漫 步 在 医 圣 文 化 园 内 ，太
极拳、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法表
演不仅吸引了众多居民驻足观
摩，更引得不少游客现场跟练。

中医药文化展览展示区成
为市民探寻中医药文化根源的

窗口。图文并茂的展板，如同历
史长卷，将中医药从起源到发
展、从经典医籍到本土传承成果
一一呈现，让群众得以穿越历史
长河，与中医药的古老智慧对
话。

“闻香识药”游戏互动、药膳
品鉴、香囊制作等活动，让中医
药走进百姓日常生活。这种沉
浸式的文化体验，不仅普及了中
医药文化知识，唤起了市民对中
医药文化的记忆，更激发了他们
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
为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艾绒被、艾精油、艾贴等“中
医药+”生活创新产品吸引着群
众驻足体验，特别是采用数字化

控温技术的智能艾灸设备，实现
了传统艾灸的精准化、便捷化。
从传统艾灸产品到智能艾灸设
备，无不展现了南阳艾草产业从

“小特产”到“大产业”的跨越式
发展。

“给我来杯酸梅汤……”现
场熬制的中药代茶饮和特色药
膳飘散着草本清香，不少年轻人
举起手机拍照打卡。六味地黄
饮、黄精黑咖饮、爽爽酸梅汤、冰
沙蔬果饮等现熬本草茶，将传统
经方与现代药膳、饮品完美结
合，既保留了中医药的养生功
效，又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偏好，
传统经方以时尚茶饮和特色药
膳的形式焕发新生。

老人戴着老花镜抄录经方

时的专注，儿童第一次闻到艾草
香的好奇，年轻人品尝经方茶饮
时惊喜的表情……这些瞬间，正
是中医药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
写照。

从经方茶饮的“一杯创新”
到艾草产业的“链式突围”，再到
年轻群体的“主动拥抱”，南阳正
以“文化惠民”为支点，撬动中医
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更大可能。

南阳市中医药管理局负责
人表示：“弘扬仲景精神，不仅要
守住根脉，更要让它长出新的枝
叶。我们希望通过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努力推动中医药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
中医药文化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惠及百姓健康。”

本报讯（记者刘永胜 通讯
员刘晓飞）近日，北京中医药大学
东直门医院洛阳医院（洛阳市中
医院）一例中西医结合临床案例
成功入选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
果库，并获得中华中医药学会颁
发的收录证书。

中国中医药临床案例成果库
是中国科协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
开发建设的案例库，主要收录国
医大师、名医名家的经典案例及
青年医师的优秀临床案例。该数
据库突出实践性、科学性、典型
性、创新性、共享性。由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唐璐教授指
导，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洛阳医院脑病科五病区主任李鹏
带领余橦、齐兵歌等医师精心总
结的临床案例《中西医结合治疗
以精神症状为主要表现的老年合
并型甲基丙二酸血症1例》，经过
严格筛选及同行评议，成功入选。

李鹏说，本案例详细记录并
成功诊治了一位以自言自语、反
应迟钝、幻视、幻听、躁动等精神
症状起病的老年合并型甲基丙二
酸血症患者。甲基丙二酸血症是
一种罕见的遗传代谢性疾病，在

老年人群中发病并以精神症状为
主要临床表现者更为罕见，极易
被误诊为常见的精神疾病或神经
退行性疾病。本病案精准识别了
极易被掩盖的代谢性疾病根源，
避免了误诊误治，同时在规范西
医治疗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医
药整体调节、辨证论治的优势，针
对该患者癫、狂转化的临床表现
从痰论治，服用中药汤剂实现逐
步停用抗精神病药物富马酸喹硫
平片，使患者症状得以改善，获得
较好的临床效果，充分体现中西
医结合在疑难病诊治方面有着较

大的发展空间和创新潜力，为甲
基丙二酸血症这一罕见代谢性脑
病的诊断与治疗提供了宝贵的临
床经验和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

本案例入选中国中医药临
床案例成果库，不仅是对这一病
例报告本身的高度认可，更是对
其所代表的中医药治疗思路和
方法的肯定。它将为后续的临
床治疗和研究提供宝贵的参考，
激励更多医学工作者在中医药
领域深入探索，为攻克更多疾病
贡献力量。

领略“针”功夫
本报记者 张治平 通讯员 吕贵德

在节奏日益加快的都市生
活中，颈椎病、失眠、慢性疼痛
等悄然成为“现代病”的代表，
而蕴含着中医古老智慧的针灸
疗法，凭借其“绿色、安全、疗效
显著”的独特优势，正逐渐成为
众多患者对抗疾病的健康之
选。

近日，记者走进安阳市中
医院针灸中心，探寻一根小小
银针如何跨越古今，为患者驱
散病痛的阴霾。

忙碌中的温情守护
清晨7时刚过，安阳市中医

院针灸中心的护士们便开始有
条不紊地对诊室进行全面消
毒。此时，候诊区已有 10 余名
患者静静等候，其中有争分夺
秒的上班族，有请假前来的中
学生，还有早早赶来排队的老
年人。7时30分，该中心的针灸
团队开启了一天的治疗工作。

踏入针灸科，一幅忙碌但
井然有序的画面呈现在眼前。
在治疗区域，患者们安静地躺
在病床上接受针灸治疗；在日
间病房里，医务人员专注地照
料着每一位患者，眼神中满是
关切。据悉，安阳市中医院针
灸中心于2018年由针灸科升级
而来，并在 2023 年成立针灸中
心日间病房。这里的医务团队
从中医整体观念出发，依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辩证运用多种针
刺疗法及灸法，为患者量身定
制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随着医
师们轻捻银针精准施针，患者
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痛
苦也随之消散。

银针下的健康奇迹
“针灸真的救了我！”52 岁

的李女士说。她曾饱受严重腰
椎间盘突出症的折磨，尝试过
多种治疗方法，效果却始终不

尽如人意。在朋友的热情推荐
下，她来到了安阳市中医院针
灸中心。经过该院针灸中心主
任杨志洋的精准辨证施治，仅
仅一个疗程后，李女士的疼痛
症状便明显减轻。“杨医师在我
腰部、腿部的穴位扎针，同时配
合艾灸和推拿，治疗效果特别
好。”李女士回忆道，“以前我走
路都困难，现在不仅能正常活
动，甚至还能跟着姐妹们去跳
广场舞了！”

杨志洋介绍，针灸治疗主
要是通过刺激人体穴位，调节
气血的运行，促进局部血液循
环，有效减轻神经压迫，从而达
到缓解疼痛、恢复身体功能的
治疗目的。

针尖上的精湛技艺
“一位痛经 30 年的患者，

经过 3 次针灸治疗后症状完全
消失；一位面瘫患者接受刺络

拔罐治疗，一周后便重新绽放
笑容……”安阳市中医院针灸
中心主任医师钟磊一边演示着
他的“飞针”绝技，一边向记者
讲述针灸治疗的成功案例。钟
磊手腕轻轻一抖，3根银针便如
流星般精准刺入患者穴位，整
个过程一气呵成，用时不到 3
秒。

患者张女士长期遭受面瘫
的困扰，面部肌肉僵硬，表情很
不自然。在该中心接受了“钟
氏飞针”等特色治疗后，张女士
的面瘫症状显著缓解，面部逐
渐恢复了往日的灵动。张女士
满怀感激地说：“一开始我对针
灸治疗心里还犯嘀咕，但是看
到实实在在的治疗效果后，我
彻底信服了。这里的医生不仅
医术高超，而且态度特别和蔼，
让我在治疗过程中感受到了家
一般的温暖。”

疑虑后的坚定信赖
上午 11 时，记者在安阳市

中医院针灸中心看到，依旧有不
少患者在排队等候治疗。其中，
许多人是经亲友介绍慕名而来，
甚至还有人专程从外地赶来。

35 岁的刘先生长期受失眠
问题的困扰，尝试了多种治疗
方法均效果不佳，只能依靠安
眠药入睡。当朋友向他推荐针
灸疗法时，他满心怀疑；但是，
在尝试了针灸治疗后，他的睡
眠质量有了明显改善。

“第一次扎针后，当晚我就
睡得特别沉，连续治疗两周后，
基本不用再吃安眠药了。”刘先
生兴奋地告诉记者。杨志洋解
释道，失眠大多与肝郁、心脾两
虚等因素有关，针灸可以调节
人体自主神经功能，帮助患者
放松身心，逐步恢复自然的睡
眠节律。

晨曦微露，乡村医生王建文背着助诊
包出发了，今天，他要为村民李书兰做腹
部B 超（B 超超声波检查）和血压监测.......

“以前看个病，天不亮就得往镇上赶，路远
又难走；现在医生直接到家门口，还带着
检测设备，方便多了！”村民李书兰看着刚
刚做完的腹部 B 超检查结果，脸上写满了
感激与喜悦。

卢氏县地处豫西的深山区，县域面积
4004 平方公里，在这片远离城市喧嚣的地
方，群众就医是一大难题。为破解群众

“看病难”问题，2024 年，卢氏县将解决山
区群众“看病难”问题作为十大民生实事
之一，积极对接优质医疗资源，引进“行走
的医院”健康 180 项目。县委书记牵头建
立专班机制，整合全县 279 个村卫生室医
疗资源，为基层 100 名医生配备包含便携
式 B 超仪、心电图仪、电子血压计等智能
化全科医生“助诊包”及健康巡诊电动车，
组建流动医疗队，将“二甲医院的检测设
备”和“三级医院的医生”，送到老百姓的
身边，让昔日的赤脚医生穿上科技的铁
鞋，重新回到田间地头，行走在千家万户。

为了提升基层医生技能，卢氏县中医
院邀请河南省中医院超声、心电等专业的
专家对乡镇卫生院医务人员及乡村医生
开展技能培训，并下派心电、彩超、检验等
专业的专家定期到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指
导业务，确保能够熟练使用相关设备，准
确识别急危重症，做到初步诊断、及时转
诊，进一步规范助诊包设备操作应用。自
项目启动以来，卢氏县中医院医共体共服
务患者 5.61 万余人次，实施健康监测服务
46.5万余人次。

在卢氏县，像王建文这样的乡村医生
还有很多，他们背着“行走的医院”走村串
户，守护着村民的健康。路会一直延伸，
而他们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

鹤壁市中医院

健康科普进校园
本报讯 （记者王 平 通

讯员李超凡）6月15日下午，鹤
壁市中医院组织健康副校长团
队走进北大培文幼儿园，开展
健康科普宣讲活动。

健康副校长、综合内科主
任赵鹤新与武瑞平医生为幼儿
园的师生及家长们带来了一场
健康知识盛宴。

此次活动受到了幼儿园师
生和家长的热烈欢迎，现场互
动频繁，气氛热烈。家长们表
示，通过这次讲座，学到了很多
实用的健康知识。鹤壁市中医
院将继续发挥“医校联盟”的优
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健康宣讲
活动，为儿童的健康成长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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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李志
刚 通讯员王伟玲）近日，
中牟县中医院总医院派驻
在医共体成员单位官渡院
区的医生胡秀枝，相继收
到了康复患者送来的锦旗
与字画，这不仅彰显了群
众对医生医术的认可，更
标志着中牟县中医院总医
院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
成效显著。

在官渡院区，胡秀枝
深受患者信赖。来自郑东
新区、饱受颈腰椎病折磨
的边女士慕名前来就医。
胡秀枝凭借专业诊断，以
针灸、推拿等疗法结合心
理疏导帮助边女士康复，
收获了一面锦旗；“五一”
假期，胡秀枝为姚女士一
家三口治疗，不仅缓解病
痛，还传授治未病知识，姚
女士一家三口将亲手书写
的字画送到官渡院区中医
科表示感谢。

胡秀枝来自中牟县中
医院总医院治未病科、针
灸推拿科二区。在下派的
180 多个日日夜夜里，她和
其他派驻医生一样，如同
总院撒播的一粒粒种子，
在医共体成员单位默默坚
守，充分发挥“传、帮、带”
作用，将先进的诊疗技术
和理念倾囊相授，提升基
层中医科团队的能力。

近年来，中牟县中医
院总医院在紧密型县域医
共体建设中持续发力，精
准帮扶，官渡、韩寺、刁家、
姚家、东风路 5 家医共体
成员单位的医疗服务能力
实现跨越式提升。

中牟县中医院总医院
推拿科医生闫广升扎根韩
寺院区，他积极开展中医
特色诊疗项目，带领团队
学习新技术、新疗法，使韩
寺院区中医科逐步实现从

“ 一 纸 空 白 ”到“ 多 点 开
花”，从“单薄推拿门诊”到

“全科发展”的华丽转变。
他扎根基层，为患者排忧
解难，不仅治愈了患者的
病痛，更温暖了患者的心。

中牟县中医院总医院
以“精准帮扶、技术下沉”
为核心理念，全力推动优

质医疗资源落地。支援医生常态化开展业务
查房，深入分院区临床一线，手把手指导疑难
病例诊疗，规范常见疾病诊治流程，及时纠正
操作偏差。同时，定期组织病例讨论，分享先
进经验，助力新技术在基层生根，真正实现基
层与总院同质化诊疗。

每周关注

信阳市中医院

开展无偿献血活动
本 报 讯 （记 者 王 明 杰

通讯员钱晓雪 陈燕丽 朱晓
红）6月16日上午，信阳市中医
院两个院区同步开展无偿献血
活动。全院干部职工踊跃参
与，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关爱生
命、无私奉献的医者情怀。

一大早，来自信阳市中医
院各科室的医务人员就排起了
长长的队伍。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大家依次完成登记、填
表、体检、验血、采血等流程，气
氛热烈温馨。涓涓细流汇成大
海，滴滴热血诠释爱心。据了
解，在本次活动中，该院 122 名
医务人员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达 4.46 万毫升，充分展现了信
阳市中医院广大医务工作者的
社会责任感与无私奉献的担当
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