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A NEW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今日看点
KANDIAN 中国中医药网:www.cntcm.com.cn

“养生中国”微信

“中国中医”微信

“中医健康养生官方号”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 中国中医药报社主办

“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

袁秀丽：中医药连起跨国医患情… 2版
中医药特色医养助力老有所依… 3版
乌梅丸证新识… 4版
损谷法与儿童体重管理… 5版
在他乡放歌青春… 6版
追忆那刻骨铭心的跟师岁月… 8版

本期执行编委：厉秀昀 1、2、3版值班主任：吴潇湘 责任编辑：黄 蓓 版面制作：王志英 新闻部：84249009转 6201 专刊部：转 6231 通联发行部：转 6121 监督电话：转 6306

2019年4月24日 己亥年三月二十 星期三 总第5061期 统一刊号CN11—0153 邮发代号1—140

壮丽70年特别策划

“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之三

张虹（左一）在为患者施针。

爽朗的笑声是邓铁涛的标志之一，
广东省中医院重症医学科学术带头人张
敏州回忆，“最让人快乐的是查房后，一
班人将邓老团团围住，逐个将临床、科研
中的疑惑向邓老提出，充满智慧的邓老
总能给人满意的答案，办公室常常回荡
着笑声。”邓铁涛曾幽默地对年轻中医学
子说，我是呐喊的中医，你们是彷徨的中
医。他还生动地阐释，说经络不科学就
好比是拿有线电话的模式去研究智能手
机，“你这个手机叽里呱啦地响，没线的，
能连到哪里去？不科学！”

外界看来，他是振臂一呼、应者如云
的权威、泰斗，但在弟子们心中，他只是
一个和父亲一样和蔼可亲的长辈。对于
事关中医前途命运的问题，他据理力争、

“寸土不让”，生活中，却从没和别人“红过
脸”，只要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都是朋友。

他其实和默默耕耘在平凡岗位上的
每一个人没有什么不同，只是对患者的
责任心，让他精勤不倦、锤炼所学；对事
业的担当，让他在历史潮流中勇敢地擎
起大旗。

盛誉背后，是每一个平凡日子的坚
守。

剑胆与琴心剑胆与琴心

3天了，妻子高热不退、白细胞和血
小板低下、肺叶大片阴影，几乎命悬一线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邹旭回想起
2003 年的那个 1月，仿佛还能感受到当
时的寒意。他的妻子、急诊科护士长邓
秋迎感染了非典型肺炎。1 月 28 日一
早，在去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分院会诊
的路上，忧心忡忡的邹旭向邓铁涛求
助。了解病情证候之后，邓铁涛给出建
议，并反复强调，要立刻停用抗生素和激
素，用纯中医治疗。之后几天，邹旭在邓
铁涛的指导下用药。6 天后，邓秋迎的
烧退了，不久就痊愈了。

那时，医学界还未研究出对付“非
典”的方案，人人惶恐，谈“非典”色变。
这也是邓铁涛首次接触“非典”病例，就
敢果断停用抗生素和激素、改用纯中医

治疗，让人不由地赞一声艺高人胆大。
这份过人的信心和底气不是凭空来

的，背后是长期临床实践的点滴积累。
广东省中医院名誉院长吕玉波印象特别
深刻，“虽然从医大半世，但他把脉、看舌
象仍然十分细致，用药 1克 1克地推敲，
不但自己仔细看，还经常与徒弟和同行
商讨。”正如邓铁涛常用来勉励弟子的 4
个字：剑胆琴心。

琴心，不仅体现在谨慎诊治、用药精
微、反复推敲，还反映在设身处地关怀患
者的一个个细节。

2003年 4月 17日，一对来自湖南安
乡的夫妇闯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重症监护病房，直奔重症肌无力患
儿小林的床前，拔下呼吸机套管和氧气
管。这名12岁的患儿是他们的儿子，被
送到医院时已经意识模糊、面如死灰、嘴
唇发绀，立即被送入重症监护病房。经
过5天治疗，孩子的病情有所好转，但夫
妇俩变卖房产所得的 1 万元已经告罄。
他们在绝望中只能放弃治疗，签字愿意
承担责任后果，这才有了拔管的一幕。

邓铁涛得知后，马上赶到病房，一看
到小林，他就说：“孩子瘦成这样，单靠药
物如何能起作用？”说完，他拿出准备好
的 5000 元交给护士长，“到营养室买鼻
饲食物，要保证孩子每天所需要的能量，
有胃气才有生机。”又对重症监护病房主
任说：“重上呼吸机，费用我先垫。”

随后，邓铁涛和医务人员研究治疗
方案，想办法解决医疗费用过高的问题，
还免费给小林提供中药强肌健力口服液
进行鼻饲。4月 28日，小林脱离了呼吸
机，5月19日可以自行吞咽饮食了。

邓铁涛来到小林床前，得知这位慈
祥的老爷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时，小林
眼眶湿润了，在纸上写了歪歪扭扭几个
字：邓爷爷，你为什么要救我？邓铁涛
说：“学雷锋。希望你长大报效祖国。”

邓铁涛还总注意照顾患者的心理感
受。汕头市有位重症肌无力患者张女
士，多年来由邓中光（邓铁涛次子）代父
亲通过书信诊疗，疗效稳定。张女士每
次收到药方，必定打电话来问这个药方

是不是由邓铁涛开的。她来电话不分白
天黑夜，而且必须邓铁涛亲自接，否则她
就不肯服药。邓铁涛总是不厌其烦地接
听电话，好言相劝，让她安心服药。考虑
到她经济困难，邓铁涛还不止一次寄西
洋参给她。

严师与慈父严师与慈父

邓老生前曾经郑重地嘱托儿媳陈安
琳：告别仪式要让学生代表与家人站在
一起。从这个细节不难看出，他把弟子
们当作自己的孩子。

对于两个儿子邓中炎（邓铁涛长子）
和邓中光来说，他是慈父，更是严师。邓
铁涛常向全行业呼吁，要培养铁杆中医，
落到小处，他就从自己家庭抓起。“邓老
常说，当你们自己的子女发高烧的时候，
用中医中药还是西医西药，就反映你们
中医专业思想牢不牢固了。”邓中光的儿
子好几次扁桃体化脓，发高烧，体温超过
40 摄氏度，邓中光都用中药治疗，大多
能在3天左右把烧退下来。

“文革”期间，邓中炎被分配到粤西
怀集县一个叫做坳仔的地方。父子俩难
得相聚，一见面聊的却全是中医。邓铁
涛总是鼓励儿子积极面对困难，珍惜基
层临床工作机会，利用中医药解决群众
实际问题，还常常指出邓中炎在治疗中
的不足之处。

而对于弟子们来说，邓铁涛是严师，
也是慈父。学术继承人邱仕君还记得第
一次与邓铁涛单独见面时的情景。“邓老
要求我在读研究生之前要读《古文观止》，
还嘱咐我倒过来读。”邓铁涛还要求邱仕
君练毛笔字，从隶书练起，每周练习后交
给他，他总是认真地给写得好的字划圈。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杨志敏是邓铁
涛的“编外弟子”。她去香港支援“非典”
治疗时，邓铁涛每晚都在家等着她和另一
位专家林琳的电话。有一次，杨志敏发烧
了，多日未退，不想让邓铁涛担心，就没有
打电话给他。邓铁涛牵肠挂肚，打电话问
吕玉波：“杨志敏、林琳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了，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杨志敏只好给

邓铁涛打电话，把为自己开的药方告诉
他，并留下联系方式。挂了电话不到半个
小时，邓铁涛打来电话，叮嘱在药方中加
一味鱼腥草，“幸好刚才要了你的电话，找
不到你，我会坐立不安的。”

坚守与创新坚守与创新

1997年，广东省中医院建立了重症监
护病房。1998年底，该院又引进美国加州
大学的人才，建立心脏外科手术的心脏中
心，当时在全国中医院属首创。吕玉波担
心：人家会不会说，我走错了方向？他征
询邓铁涛的意见。没想到出了名的铁杆
中医邓铁涛十分支持，兴奋地说：“这是好
事嘛！”邓铁涛还亲自参与围手术期的中
医治疗。“我们一定要吸纳人类文明的一
切成果。”他强调，“不过，要记住我们的屁
股坐在哪里。在提高整体疗效的过程中，
要思考如何促进中医发扬光大。”

邓铁涛是铁杆中医，但并不固步自
封，晚年还经常读有关各类新技术的书，
他说：“刚开始啃不动就慢慢啃。”张敏州
回忆，邓铁涛提出中医也要进步，要与西
医求同存异、取长补短。“邓老百岁之际，
专门嘱咐我们团队，提出中医要多发科
学引文索引（SCI）论文，教育并勉励我
们，要有世界的眼光，要与时俱进，多向
世界宣传和推广中医。”

邓铁涛在《中医现代化问题》一文中
阐释：按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沿着
验、便、廉的方向，想方设法提高防病、治
病、养生、康复的水平，发扬其精华，与现
代最新的科技相结合，从理论上争取有
突破性的发展，从而引发世界主流医学
的革命，这才是中医现代化之目的。

剑胆琴心是因为把患者放在心里，
所以锤炼医术更精，设身处地多想；为严
师慈父是因为把弟子放在心里，所以要
求更严格，关怀更细致；坚守又包容是因
为把事业放在心里，只要有利于事业发
展的意见都愿意采纳……这些优良品质
并非高不可攀，向邓铁涛学习可以从点
滴做起，从小事入手，在平凡岁月中修炼
一个大写的“人”字。

百年人生的平凡与伟大
本报记者 赵维婷

4月 21日上午，贵州省安顺市镇宁
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安庄卫广场人头攒
动，艾草飘香，一场中医义诊活动在这
里举行。居民们两三天前就看到了广
场上“振兴灸法中国行——贵州行”活
动海报，互相打听义诊信息，相约结伴
前来。

“我平时每个礼拜都会去县中医院
做艾灸，在家也帮家人灸足三里、关元
等穴位来保健，这次听说有知名专家来
义诊，我特地来看看肩膀。”镇宁县居民
陈阿姨肩背受了凉，十分酸痛。这天她
起了个大早，拿到了义诊的第一个号。
中国针灸学会副会长杨金生为她仔细
把脉问诊后，在她的风池、大椎和天宗
等穴位施灸，帮助她疏风解痛。

“列缺穴可以通补肺肾之虚，你们
看 ，施 针 的 时 候 要 向 心 的 方 向 进 针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针灸科
主任医师张虹走到哪里，身边都跟着一
群“临时学生”。他们是来自镇宁当地
的医护人员，尤其是镇宁县中医医院，
几乎倾巢出动。除了服务患者、跟诊抄
方，一些当地医生还寸步不离地跟着义
诊专家，学习他们艾灸和施针手法。

镇宁县乡村医务人员灸法培训同
期举行，吸引了60余名乡村医生前来听

课。革利乡水牛坝村乡村医生杜汝军
就是其中一员。

“乡亲们都很喜欢中医。”杜汝军告
诉记者，针灸等中医适宜技术在村里十
分受欢迎，他一天要接诊 20多个病人，
其中大部分都是看中医。当得知有针

对乡村医生的艾灸技术培训，他第一时
间就报名参加。

活动由中国针灸学会主办，贵州安
迪医疗设备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办。据
初步统计，活动当天，医护人员共接诊
100余名患者。

“乡亲们都很喜欢中医”
本报记者 黄 蓓摄影报道

4月21日，“振兴灸法中国行”活动走进贵州镇宁，服务患者同时

也为当地医务人员提供学习练兵的机会——

本报讯 （记者罗乃莹）近日，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组织制定并发布《三级公立中医医院绩
效考核指标》（以下简称《指标》），引导三级公立
中医医院进一步落实功能定位，为人民群众提
供优质高效的中医医疗服务。

《指标》包含医疗质量等4项一级指标、功能
定位等 14项二级指标、门诊中药处方比例等 66
项三级指标。其中，功能定位一项侧重于考评
中医药指标，下含的 10项三级指标中 8项与中
医药直接相关。三级公立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
医院考核应采用全部考核指标。三级公立民族
医医院、中医专科医院考核可根据医院特点选用
部分考核指标。

另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印发的《关于启动 2019年全国三级公立医院绩
效考核有关工作的通知》，全国三级医院绩效考
核信息系统将于今年6月1日开放，所有三级公
立医院可直接上传医院绩效考核数据；三级公
立中医医院要同时全面启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印发的中医病证分类与代码和中医临床诊疗术
语，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疾病编码统一和手术操
作编码统一。

三级公立中医医院
绩效考核指标发布

本报讯 （记者赵维婷）4 月 19 日，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召开2019年局直属机关党建工作推
进会，传达学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政治建设
重点督查情况通报会精神，会议还学习了局党
组书记余艳红同志和党组成员、副局长闫树江
同志就贯彻落实通报会精神作出的指示，强调
各级党组织要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
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目标同向、部署同步、工作
同力,切实做到“三个表率”。

会议对局直属机关“模范机关”创建工作进
行了再部署再要求，并对近期党建工作重点任
务进行说明。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进一步贯彻落
实好“大学习、深调研、细落实”工作，学懂弄通
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通过
编发应知应会手册、使用“学习强国”平台、开展
抽查测试等方式推动学习贯彻不断深化。会议
对庆祝建党 98周年和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活动
安排、开展直属机关党支部建设情况调研、做好
党组织按期换届等工作进行了部署。

会议还传达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扶贫办会
议精神，进一步部署局直属机关党建扶贫工作，
要求突出抓党建促扶贫，各党建帮扶小组加强
与对口扶贫点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对接，帮助找
准突出问题，提出1至2个符合当地需求的解决
措施；强化作风建设，让基层“零负担”；用好党
建帮扶资金，追踪用途、进度和实效。

局机关各部门、直属各单位党组织以及局
业务主管社会组织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国家中医药局召开2019年

局直属机关党建工作推进会

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
同向同步同力

本报讯 （记者毛 旭）近日，湖北省召开
2019年省中医药工作厅际联席会议，提出要进
一步加强道地药材“一县一品”建设，为建成中
医药强省奠定坚实基础。联席会议召集人、副
省长杨云彦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工作述
职和《湖北省道地药材“一县一品”建设实施方
案》汇报，要求各地、各单位高度重视，把“一县
一品”作为推进中药材优势品种发展的重要抓
手，作为产业扶贫、促进新旧动能转换和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内容抓出实效。

会议明确，推进中药材优势品种发展要突出
重点，加强良种和生产过程管理，补齐规范化生
产短板；要大力培育生产经营主体，补齐生产组
织创新短板；要加强标准制定与落实，补齐质量
保障体系短板；要加强基础与应用研究和技术推
广与信息服务等，发展中药材加工与现代物
流。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主动作为，强
化保障，相互支持，务求实效，共同推进全省中药
材优势品种“一县一品”建设，打造“荆楚药材”闪
亮品牌。

湖北省卫生健康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
省农业厅等30个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湖北推进道地药材
“一县一品”建设

本报讯 （记者黄 蓓）4月20日，中国
针灸学会六届七次常务理事会、中国针灸学
会2019年工作会议在贵州省安顺市召开，
总结2018年工作，部署2019年重点工作。

“提升针灸医学为一级学科的呼吁
在业界早已有之，这项工作也是学会今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国针灸学会会长
刘保延在会上表示，此前，中国针灸学会
已组织专家，对针灸学科范畴、学科知识
及人才体系、针灸服务模式等方面调研
论证，撰写《针灸医学一级学科论证报
告》，并得到8位院士联名签署《关于将针
灸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的建议》的支
持。下一步，学会将进一步汇聚中医针
灸专家资源、凝聚行业共识，全力推动针
灸学提升为一级学科。

中国针灸学会老专家信息库建设工
作也在稳步推进中。自2018年10月启动
建设以来，信息库已采集23个省份的130
名针灸专家的研究方向、学历、专业技术
职称等信息。学会将在此基础上，利用多
种形式，挖掘整理与推广应用专家的学术
思想和临床经验，提升针灸诊疗能力和水
平。“中医针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同步开展。2018年，针灸学会开展新增代
表性传承人石学敏等 5人的资料收集整
理工作，同时继续开展已故代表性传承人
资料的抢救性记录保护。

中国针灸学会针灸继承与发展老专
家座谈会同期召开。

中国针灸学会力推
针灸提升为一级学科

没有一种伟大不是在平凡岁月中孕育的。邓铁涛治疗患者果敢又谨慎，
对弟子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对事业坚守原则又开放包容……看似平凡的点
点滴滴折射一代苍生大医的伟大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