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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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2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局机关及直属单位到北京市密云区义务植树基地开展绿化活动，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副局长闫树江（左一）和百余名干部职工参加植树。 本报记者 秦宇龙摄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棵树木成
材离不开阳光雨露沃土，也必将经历疾
风骤雨；一代名医成才离不开读经典跟
名师，也必须经历临床磨炼。

邓铁涛幼承庭训，在师承和院校教
育中打下坚实基础，又在临床实践中不
断锤炼医术。他继往圣之绝学，又传道
授业解惑，他是铁杆中医，更培养了一大
批铁杆中医。

幼苗破土：
家传师授扎牢根基

20世纪20年代，广东广州的蒙圣上
街有一块横跨街两边的大牌匾特别醒
目，上书“中医邓梦觉”5 个大字。附近
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是一位黄姓教师送
给在街上出诊的名医邓梦觉的，因为邓
大夫治好了黄先生妻子的产后腹痛。只
能靠吗啡短暂缓解的剧痛，邓大夫用《金
匮要略》中的枳实芍药散治疗，两天就解
除了。

邓梦觉的儿子邓铁涛那时不过十来
岁，自幼侍诊父侧的他，亲眼见证了许多
这样的故事。有一次，香港患者冼某咽
喉肿胀疼痛，上午9时来就诊，喉间肿大
已不能言语。邓梦觉用《重楼玉钥》中的

“金钥匙”喉散方治疗，上午10时配制成
药，让邓铁涛用汽水吸管给冼某吹喉，半
小时一次，下午 1 时再服汤药。下午 3
时，患者已能发声，喉痛大减。第二天继
续吹喉，服药仅两剂就痊愈了。

这些鲜活的案例如同种子埋进少年
邓铁涛的心里。每次从那块大牌匾下经
过，他总暗下决心，要像父亲一样传承岐
黄，造福百姓。

1932 年，邓铁涛初中还没毕业，就
考上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这是一所
由广州中医知名人士共同创办的全日制
中医药专科学校，学制5年，前后共培养
了21届毕业生，邓铁涛是第九届。

5年的院校生活使邓铁涛增长了见
识，开阔了视野，体会到中医药学伟大宝
库由三大部分构成：一是浩如烟海的中
医典籍，二是老中医脑海里的宝贵学识
与丰富经验，三是广大人民群众中防治
疾病的一些秘方、验方。邓铁涛决心为

发掘、继承这一宝库献出毕生精力。
课余，邓铁涛遵照父亲“早临证，重

跟师”的主张，先后跟了几位不同派别、
各有专长的老前辈实习，如陈月樵、郭耀
卿、谢赓平等。他深刻体会到，书本毕竟
是死的，临床不少疑难问题只有法传，难
以书传，需要老师在身边心传口授方能
领悟。虽然只是站在老师后面侍诊，但
他收获很大，见老师用过的方药，心中有
数，日后就敢用。

大树参天：
急危重症锤炼医术

国医大师邓铁涛门前也曾无人光
顾，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1939 年，邓
梦觉病逝，邓铁涛接替父亲成为坐堂中
医。因为初出茅庐，开业 15 天，他竟没
有等来一个病人。店主供应的那顿免费
午餐使他承受着“吃白饭”的心理压力。
好在，不到半年，他便因疗效显著传出了
口碑，靠诊金收入渐能自立。

从门可罗雀到门庭若市，恰恰印证
了邓铁涛常说的“医之所以名世者在其
术”，中医的生命力在临床疗效。

邓铁涛专门选择危害人民群众生命
健康的重大疑难疾病作为临床研究重
点。比如，他从脾胃论治，挑战重症肌无
力这一世界医学难题，带领团队成功抢
救重症肌无力危象患者超百例。

目前，西医治疗重症肌无力的主要
手段是胸腺切除术，术后并发重症肌无
力危象的概率为 7%～33%，还有很多不
良并发症。邓铁涛认为该病以脾胃为核
心，他以“脾胃虚损，五脏相关”理论为指
导，使用大剂量黄芪、五爪龙大补脾气，
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出强肌健力饮。临床
研究表明，治疗组总有效率 92.7%，对照
组总有效率83.3%，有显著性差异。

其实，中医研究的“脾胃”，不单是胃
肠的生理功能及病理变化。现代医学中
多个系统的多种病症，如再生障碍性贫
血、系统性红斑狼疮、慢性肝炎等，临床
上都可以表现出中医的脾虚证候。只要
抓住脾胃这个关键，一些疑难病症可以
迎刃而解。

中医能否治急症、如何治急症？这

是 1959年，邓铁涛带领西医学习中医高
级研究班的81名学员入驻157陆军医院
后，经常遇到的问题。一次，一个不完全
性肠梗阻的青年战士病情发生变化，主
治医生找到邓铁涛，说患者的肠鸣音消
失了，问是否即刻手术。邓铁涛检查时
发现患者腹痛拒按，舌诊见剥苔下有新
苔生长，认为仍然是大肠腑实证，不必手
术，处以大承气汤保留灌肠。不久，患者
排便，解除了梗阻。

还有一次，一个 5 个月大的婴儿呕
吐啼哭，腹部可以摸到腊肠样的包块，经
透视确诊为肠套叠。邓铁涛处以蜜糖水
灌肠，并在腹部肠型包块处叩击梅花
针。不久，粪便排出，婴儿安然入睡，免
受“一刀之苦”。

中医大家往往既能一病一证一方一
药验之于人，又能高瞻远瞩引领学术方
向，邓铁涛也是如此。他在继承的基础
上首创“五脏相关学说”，并承担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相关
课题。

“五脏相关”，是强调在临床实践中
要用全面、系统、联系、变化的观点去认
识疾病、分析病情，从而正确辨证论治。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大内科主
任吴伟用胸痹心痛（冠心病）的诊治举了
一个例子，“邓老认为冠心病其病位虽然
在心，但与他脏相关密切。”对心衰（心力
衰竭）的诊治，邓铁涛提出“五脏相关，以
心为本”的理论，若将心孤立起来就不能
正确、全面地认识和治疗心衰。

邓铁涛还主张在冠脉搭桥围手术期
进行中医干预；他运用伤寒温病理论防
治传染病，至今仍有效指导实践；他研究
中医诊法，编写中医诊断学科教材，是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中医诊
法”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众木成林：
培养百万铁杆中医

广东省中医院心血管专科副主任医
师吕渭辉是 1999 年考入广州中医药大
学中西医结合专业的。直到今天，他依
然清晰记得邓铁涛讲的第一课，“邓老说
要做铁杆中医，鼓励我们读中医经典，并

与临床结合。”
邓铁涛长年工作在教学一线，任教

的科目有中国医学史、中医各家学说、中
医内科学、中医诊断学等。他不仅把所
学传与后人，还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名师
带徒，倡导打破门户之见，抢救中医学
术。他认为，中医振兴的关键在人，“培
养笃信中医理论、强化中医思维的铁杆
中医乃中医振兴发展的当务之急。”

早在 1986 年，邓铁涛就开始撰写
“耕耘医话”系列文章，反复提到，继承
名老中医经验，抢救中医学术，已成燃
眉之急。1990 年 10 月，全国继承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拜师大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首批近 500 名老中医开
始带徒。会上，邓铁涛代表名老中医致
辞，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学我者必须
超过我！继承是手段，振兴中医、发展
中医，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健康服
务，走在世界前头，这才是我们的共同
目的。”

进入 21 世纪，全国中医传承面临
“青黄不接”的困局。邓铁涛在临床带教
中了解到，青年中医一上岗就去西医院
进修的现象普遍存在。他和时任广东省
中医院院长吕玉波商定，要改变中医院
不姓“中”的现状，带头示范，号召全国的
名老中医打破门户之见，集中到广东省
中医院带徒，全力打造一个“铁杆中医的
黄埔军校”，以点带面，推向全国。

随后，12位来自全国的名老中医收
下广东省中医院24位业务骨干为徒，这
24 位徒弟又分别带七年制硕士研究
生。“集体带，带集体”，开创了现代院校
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结合的新风，影响
深远。

2003年，邓铁涛倡议组织中医大温
课，得到国家重视。不久，全国优秀中医
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启动，他任专家指导
委员会主任委员。“大温课，拜名师”培养
临床型名中医的师带徒模式得以制度
化，并在全国有序推广。

广东省中医院二沙岛院区有一棵
“名医树”，这是邓铁涛、任继学等中医大
家集体到广东省中医院带徒时种下的。
近 20年过去了，“名医树”已亭亭如盖，
从广东到全国，一批批中医骨干人才也
如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茁壮成长。

白云山下杏林成行
本报记者 赵维婷

南粤名山白云山，风景秀美、草药丰茂，曾留下葛洪、郑安期等古代医家
的足迹。白云山下，邓铁涛求学、行医、带徒，从一个对中医满怀热忱的小小
少年，成长为桃李满天下的苍生大医——

壮丽70年特别策划

“向邓铁涛学习”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讯 （记者陈计智）4 月 20 日，2019 年
全国中医药学会工作会议在青海省西宁市召
开。会议强调，中华中医药学会要继续深入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
十九大精神，努力争创世界一流，在繁荣中医药
学术中展现学会新作为。

会议提出，2019年学会要更加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中医药的重要论述，
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

“两个维护”，紧紧围绕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深
入贯彻落实好局党组“大学习、深调研、细落实”
的工作部署，按照中国科协工作部署，推动创建
世界一流学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人事教育司、中国科协学
会学术部相关工作负责人，分别就中医药继续教
育工作和科技社团发展作专题报告。

会议期间，中华中医药学会表彰了 2019年
任期届满分支机构优秀主任委员和2018年度学
会精准扶贫工作优秀分支机构。地方学会、分
支机构、系列期刊代表3个组分别进行了交流和
讨论。2018年新任分会主任委员就职仪式，青
海省科学技术协会与中华中医药学会服务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同期举行。

中华中医药学会会长王国强，青海省卫健委
党组书记、主任吴捷，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主席
尤伟利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
办，青海省中医药学会承办，金诃藏药支持。

全国中医药学会工作会议召开

争创世界一流学会

本报讯 （记者陈计智）4月 17日，“中国中
医药科技期刊做精做强专家组”第二次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公布了首部《中医药科技期
刊评价指标体系及释义》，为高质量中医药科技
期刊分级目录的产生提供了科学依据。

释义由中国科协指导，中华中医药学会和
中国中医科学院完成，分为门槛指标、基础条件
指标和等级指标。中医药科技期刊评价工作专
家库建设方案同期确定。专家库将发挥科学共
同体的学术优势，组织广大中医药科技工作者
参与中医药科技期刊评议，促进高质量中医药
科技期刊分级目录工作的实施与开展。

首个中医药科技期刊
评价指标体系“出炉”

本报讯 4 月 20 日，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
新联盟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论坛在山西省太原
市举行，副省长王成出席会议。大会表决通过
了《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新联盟章程》，选举产
生了联盟领导机构，围绕新药研发、大健康产业
等主题举办了学术交流活动。

该联盟由山西中医药大学牵头，联合省内
涉及中医药的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学术
组织、科技型企业等共计 69家单位组成。联盟
近期工作重点聚焦中医药理论传承与创新、药
食同源功能食品研发、中药材产业关键技术研
究、成果推广应用与转移转化及人才培养等重
大任务，着力提升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新发展
核心竞争力和共享利用效率，促进山西省中医
药事业快速发展。 （秦 洋 郭继林）

山西省中医药科技创新
联盟成立

本报讯 记者徐婧从浙江中医药大学获
悉，4月 18日，浙江中医药大学“蒲公英创库”正
式开园，成为聚焦中医药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
众创空间。

“蒲公英创库”总占地700余平方米，设有创
客工位近百个，为大学生创业者打造一个从实
验室到商业产品的全链式创业生态圈，致力于
建设一个集中医药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智能可
穿戴设备研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一体的科技
创新平台。现已有 36 支创业团队、200 余名大
学生创业者入驻。

“蒲公英创库”开园有利于引入一大批校内
极具产业转化潜力的科学研究项目，为学校部
分已处于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成熟产品提供社
会资源、融资渠道，加速孵化一批初具规模、兼
具中医药特色的企业。

浙江中医药大学
“蒲公英创库”开园

本报讯 （通讯员徐菁菁）4 月 18
日，重庆市首家公立中医院互联网医院
——永川区中医院互联网医院正式上
线，重庆中医系统进入互联网新时代。

为进一步方便患者就医，医院搭建
了全方位、立体化、一站式的永川区中医
院互联网医院。患者只需关注医院官方
公众号，点开医疗服务功能，便可实现咨
询、挂号、复诊、买药、快递送药上门等服
务。互联网医院打通了线上线下医疗资
源，让信息化赋能中医药，打通了守护健
康的“绿色通道”。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刘克佳表
示，重庆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医
疗发展，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模
式创新，促进卫生健康便民服务能力提
升。永川区中医院要充分发挥中医优
势，严格按照国家关于开展互联网诊疗
的各项规范要求开展业务，让百姓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要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和
保护患者隐私，保障互联网医院安全、稳
定、有效运行；相关职能部门要尽可能地
提供政策便利，支持互联网诊疗服务得
到持续、健康发展，同时要加强监管，确
保药物质量、流通等环节不出差错，切实
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重庆首家公立中医院

互联网医院上线

一一周舆情周舆情：：

中医中医药为药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添彩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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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者来信来信：：

读报学习成就精彩人生读报学习成就精彩人生

中医药中医药报实现了我的报实现了我的33个梦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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