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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品安全与合理膳食食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公益惠民活动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郑州院区公益惠民活动
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是在具

有220余年历史的平乐郭氏正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一所集医疗、教学、科研、产业、文化于一体的三级甲
等公立骨伤科医院，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洛阳正骨”

“平乐正骨”“白马寺正骨”。2013年经省政府批准增
挂“河南省骨科医院”。医院在郑州、洛阳设有4个院
区，现分为郑州院区、洛阳东花坛院区、洛阳康复院区
（河南省康复医院）和河南省洛阳正骨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4个区域。其中，郑州院区位于省会郑州郑
东新区，规划用地247亩（1亩=666.67平方米），编制
床位1500张，一期开放床位600张，已于2014年11月
正式开诊，二期项目预计2021年底投入使用。

郑州院区坚持传承创新“平乐郭氏正骨”的传
统特色，在突出“平乐郭氏正骨”精髓的“三原则”
（整体辨证、筋骨并重、内外兼治）和“四方法”（治伤
手法、固定方法、药物治疗、康复锻炼），强化原有传
统优势的同时，积极利用现代科技开展骨科诊疗新

技术，在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创伤、复杂骨折
及骨病方面，效果显著，主要诊治颈椎病、腰椎间盘
病症、肩周炎、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骨质疏松、
股骨头坏死、断肢（断指）再植、脊柱畸形、半月板损
伤、先天性骨关节发育不良、足踝部畸形、骨质增
生、骨肿瘤、骨髓炎、强直性脊柱炎、全身各部位骨
折及韧带损伤等。

为保障青少年身体健康、更好地服务人
民群众，体现公立医院公益性，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郑州院区开展
以下公益惠民活动：

一、脊柱侧弯筛查
1.活动对象：5岁~25岁适龄人群。
2.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3.活动项目：免费进行脊柱侧弯筛查

及体格检查；需要拍片检查的，脊柱全长
拍片半价；免费培训脊柱侧弯矫形操；脊
柱侧弯手术患者可申请基金会救助项目。

4.联系人：刘医生 18530085810
王医生 15037917626

二、婴幼儿髋关节脱位（DDH）筛查

1.活动对象：0~6个月婴幼儿。
2.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3.活动项目：免费彩超查体，给予治疗

方案。
4.联系人：陈医生 15890130735
三、身高筛查及管理项目
1.活动对象：3岁~18岁适龄人群。
2.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2021 年 10 月 31

日。
3.活动项目：骨龄评估及超声检测脊柱

骨骺项目半价。
4.联系人：苏医生 13073775507
地址：郑东新区永平路100号
咨询电话：0371-88820000

广告

为了加强中医药治疗各种疑难病和
常用中药桂枝的研究及运用经验交流，
全国中医疑难病研究专家委员会、中国民
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特色医疗分会、
北京聚医杰医药科学研究院将联合主办
本次会议，定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27 日
（10 月 25 日报到）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
特邀请致力于中医疑难病及桂枝运用

研究的各级中医医师、乡村中医、民间
中医及中医专长人员参加会议学习交
流。

会议内容
1.有关专家作中医药治疗疑难病和

运用桂枝的经验介绍等学术讲座。
2.评选一批在中医疑难病诊疗和桂

枝运用方面的优秀学术论文。

3.成立本会“桂枝研究学术委员会”，
增聘 20 名“全国中医疑难病研究专家委
员会”委员。

4.举行《桂枝的研究及临证运用》一
书出版首发式。

5.代表们进行学术交流。
会议时间及费用

10 月 25 日全天为会议报到时间，10

月26日~27日为会议学习交流时间，10月
28 日为参观时间，10 月 29 日早餐后返
程。每位代表需要交参会报名费300元，
会务费、培训费及资料费 1500 元。会期
食宿及参观统一安排，费用自理。

“《医药卫生报》读者参加会
议，凭报纸减免会务费500元”。

第九届全国中医疑难病学术研讨会暨桂枝论坛的通知第九届全国中医疑难病学术研讨会暨桂枝论坛的通知

请在10月20日前将参会报名费300元、本人2寸（3.5厘米×5.3厘米）蓝底登记照片4张（反面写姓名）、交流或参评论文（无论文者也可报名）、各种聘任及评选
申请、个人技术简介等用微信（微信号j570405）报名。

联系方式：010-83210238 李秘书长 18515917952 龚秘书 13521523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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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能治疑难病中医能治疑难病，，特色医疗有优势特色医疗有优势”。”。为了保证会议质量为了保证会议质量，，本次会议限本次会议限6060人参加人参加，，额满为止额满为止，，欢迎尽早报名欢迎尽早报名，，古城太原欢迎您古城太原欢迎您！！

1.实施《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的目的
和意义是什么？

《营养健康餐厅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
南》）的制定将促进健康的理念融入公共政策
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其目的和意义在于：一是
以餐饮服务经营者为对象，通过示范建设和
推广，引导餐饮业不断增强营养健康意识，提
升营养健康服务水平；二是鼓励、引导餐饮服
务经营者实现以“三减”（减盐、减油、减糖）、
合理膳食、杜绝浪费为目标的营养转型升级；
三是通过营养健康餐厅这一示范窗口，向广
大消费者，尤其是众多的外出就餐者提供营
养健康的菜品、传递正确的营养知识和行为，
从而加快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
式。

2.《指南》制定依据是什么？
《指南》制定依据为《健康中国行动

（2019~2030 年）》《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相关要求。《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之合理膳食行动提出要“制定实施集体
供餐单位营养操作规范，开展示范健康食堂
和健康餐厅创建活动”，《国民营养计划
（2017~2030年）》提出要“创建国家食物营养
教育示范基地，开展示范健康食堂和健康餐
厅建设，推广健康烹饪模式与营养均衡配
餐”。

3.《指南》制定原则是什么？
《指南》的制定遵循以下三个原则：一是

科学性原则。《指南》参考国内外法规、指南、
标准和有关文献资料，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
专家意见，确定《指南》体系框架，并逐一对条
款内容进行反复的专家论证，以保证科学
性。二是协调一致性原则。《指南》与我国现
行食品法律、法规协调一致。三是前瞻性与
可行性相结合的原则。

《指南》制定既考虑了营养健康餐厅建设
的发展，又考虑了我国目前营养健康餐厅建
设的现状，是当前国情、社情下前瞻性与可行
性相结合的产物。

4.《指南》是强制性执行文件吗？
《指南》是指导餐厅开展相关建设工作的

技术性文件，不是所有餐厅均需强制性执行
的文件，但建设营养健康餐厅应依据本《指
南》。

5.其他国家是否有开展营养健康餐厅建
设类似的活动？

《指南》制定参考了国外健康餐厅建设模
式。1999年，加拿大安大略实施健康餐厅项
目，要求对餐厅工作人员进行营养健康培训，营造健康食
物消费环境。2009年，美国纽约推出在公共餐厅实施减盐
计划的强制政府令。2014年，美国印发的《行业指南：餐馆
和类似零售食品店中标准菜单项的营养标签》《餐饮标示：
行业补充指南》规定了餐厅的营养标签。2015年~2016年，
新加坡卫生健康署在“健康选择”公共项目中推出“健康餐
厅标准”，对餐饮业实施减少盐、油、糖的引导。

6.《指南》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指南》规定了建设营养健康餐厅在基本要求、组织管

理、人员培训和考核、营造营养健康环境、配餐和烹饪、供
餐服务6个方面应满足的要求。

7.《指南》发布后将如何使用？
《指南》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并负责解释，鼓励餐厅

自愿参与。《指南》的发布旨在面向大众普及营养健康知
识，为推进餐厅营养健康转型提供技术支撑，起到的是引
导作用；营养健康餐厅建设工作由地方各部门结合当地实
际情况开展，各省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可采取多种
形式推动营养健康餐厅建设。

8.《指南》与《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和《餐饮食品营
养标识指南》三者之间的关系如何？

《指南》与《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餐饮食品营养
标识指南》均由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制定，三者之间是相
辅相成的关系；同时三者在适用对象、基本内容方面又存
在着不同。

在适用对象方面：《指南》适用于食品经营主体业态中
的餐饮服务经营者；《营养健康食堂建设指南》适用于主体
业态为单位食堂（职工食堂）的食品经营者；而《餐饮食品
营养标识指南》适用于各类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单位食堂制
作并提供给消费者的食品。

在基本内容方面：《指南》主要围绕合理膳食和“三
减”，规定了建设营养健康餐厅应满足的要求；与《营养健
康食堂建设指南》相比，《指南》在面向顾客的服务上鼓励
菜品创新，侧重于营造营养健康环境以及对顾客用餐过程
中的营养建议与引导。按照《餐饮食品营养标识指南》对
餐厅提供的菜品进行营养标示，是《指南》对营养健康餐厅
建设规定的基本要求之一。

9.《指南》中“低油”和“低脂”的表述有什么区别？
《指南》中的“低油”是指烹饪过程中减少油的使用；

“低脂”是指在菜品制作和改良中优先选择油脂含量较低
的食材。

（本栏目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食品安全标准与监
测评估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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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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捂秋冻是指在天气变暖时不要急于
脱掉棉衣，天气变冷时也不要突然穿得过
多。

中医认为，春季阳气生发，阳气慢慢向
外释放，随着阳气的释放，天气由寒转暖。
根据“天人相应”的道理，人体里阳气的阀
门也要随着天气的转暖而慢慢打开，毛孔
舒开，新陈代谢加快。

春捂就是说，春季天气刚转暖，不要过
早脱掉棉衣。冬季穿了几个月的棉衣，身
体产热散热的调节与冬季的环境温度处
于相对平衡的状态。由冬季转入初春，乍
暖还寒，气温变化又大，过早地脱掉棉衣，

一旦气温下降，就会难以适应，使身体抵
抗力下降，病菌乘虚而入，容易引发各种
呼吸系统疾病及冬春季传染病。要注意
腿部、脖子、头部的保暖防风，夹帽子、薄
围巾、高领的打底衫、保暖裤都是很好的
选择。

中医认为，秋冻是为了帮助阳气的收
敛。秋季正是天气由热转寒的时候，人体
肌表也处于疏泄与致密交替之际。此时，
阴气初生而未盛，阳气始减而未衰。气温
开始逐渐降低，大自然阳气潜藏，人体阳气
亦开始收敛，为冬时藏精创造条件。

秋冻就是说，秋季气温稍凉爽，不要过

早过多地增加衣服。适宜的凉爽刺激，有
助于锻炼耐寒能力，在逐渐降低温度的环
境中，经过一定时间的锻炼，能促进身体的
新陈代谢，增加产热，提高对低温的适应能
力。随着秋凉的到来，活跃于人体外的阳
气会逐渐向内收敛，如果一下子穿得过多，
不利于阳气收敛，从而容易生病。

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段时间连续降
雨，早晚时分我们穿夏季的短薄衣物已经
明显感觉到有些凉意。但是，秋冻告诉我
们先不要急于添加衣物，可以再冻一段时
间。这是因为，现在的初秋天气，酷暑时令
已过，但暑天湿热尚未完全消退，捂得过

厚，就容易使体内产生湿热浊邪，出现厌
食、乏力、头身困重的症状。即使到了中
秋，天气继续转凉，也要晚一阵子再添加衣
物，既能锻炼耐寒力，还能增加抵抗力，可
减少鼻炎、感冒等疾病的发生。待到深秋
时节，气温明显下降，就需要穿较厚的秋装
了。《诗经》中“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农历七月孟秋，可以先不
要急于添加衣物，八月仲秋可以再冻一冻，
九月季秋就要穿厚衣服了。

但是，秋冻也要适度，也要因人因时而
异，不可死搬硬套。比如早晚户外活动的
时候要备有外套，活动出汗后，应及时穿上
外套，避免风把身体的热量大量带走，身体
冷热交替，很容易引发疾病。

另外，身体过于虚弱的人，也要结合自
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增减衣物，以免寒邪侵
袭。

（作者供职于三门峡武强中医院）

春捂秋冻 不生杂病
□李武强

学习脉学的阶梯和捷径学习脉学的阶梯和捷径————

《《濒湖脉学濒湖脉学》》
□□黄新生黄新生

脉诊是历代医家在临床实践中逐步
形成的独具中医特色的诊断方法，是中医
四诊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认识和判断
病证的重要手段。晋代王叔和著成我国
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脉经》，理论精
微，内容广博，但文理深奥，不便初学者学
习。六朝人高阳生托王叔和之名撰成《脉
诀》1 卷，以歌诀形式阐述脉象脉理及其
临床意义，内容简明，习诵方便，有“《脉
诀》出而《脉经》隐”之说，但内容有错误
失实之处。在对《脉诀》批判总结的基础
之上，李时珍继承前人脉学思想，结合自
身的临床实践经验，于1564年著成《濒湖
脉学》1卷。

《濒湖脉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论
述了浮、沉、迟等 27 种脉象；后一部分系
李时珍之父李言闻根据崔嘉彦《四言脉
诀》删补而成的《四言举要》，比较全面地
介绍了脉学。《濒湖脉学》对每种脉象，先
简明地援引前人之记载，继而以“体状诗”

“相类诗”“主病诗”或“体状相类诗”栏目，
分别叙述各种脉象之特点、鉴别及所主疾
病，具有以下学术特点。

一、继承历代医家脉学精华
李时珍在著《濒湖脉学》的过程中，继

承、参考了众多医家的脉学思想，参考文
献包括《黄帝内经》《难经》《脉经》《脉诀》

《针灸甲乙经》《玄珠密语》《千金方论》《外
台秘要》等数十本著作。《濒湖脉学》是李
时珍从众多著作中汲取脉学精华而成，具
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临床辨脉之时往往“在心易了，指下
难明”，李时珍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将不同
著作和医家对各脉象特点的论述一一列
举，并标明出处，为读者提供更多参考，也
令每种脉象的特征更为客观化。在诸家
的描述中撷取共同点，使每种脉象的特征
更为清晰明朗。例如，对于涩脉脉象特征
的论述“细而迟，往来难，短且散，或一止

复来”出自《脉经》；“参伍不调”出自《黄帝
内经·素问》；“如轻刀刮竹”出自《脉诀》；

“如雨沾沙”为通真子（宋代医家刘元宾，
著有《洞天针灸经》）所言。

二、勘正《脉诀》存在的错误
李时珍考证《脉诀》并非王叔和所著，

指出《脉诀》乃“宋有俗子，杜撰《脉诀》，鄙
陋纰缪”，书中订正其审脉辨证错误达30
余处。如迟脉，《脉诀》言“重手乃得”，李
时珍指出：“迟为阳不胜阴，故脉来不及。

《脉诀》言，重手乃得，是有沉无浮，一息三
至，甚为常见，而曰隐隐，曰状且难，是涩
脉矣，其谬可知。”又如虚脉，《脉诀》言“寻
之不足，举止有余”，李时珍指出：“只言浮
脉，不知虚状。”

再如缓脉，《脉诀》认为“主脾热、口
臭、反胃、齿痛、梦鬼诸病”，而李时珍认为
其“出自杜撰，与缓无关”，并且“阳寸，阴
尺，上下同等，浮大而软，无有偏胜者，平
脉也”，“缓而和匀，不浮，不沉，不疾，不
徐，不微，不弱者，即为胃气”，深刻认识到
分辨各种不同病证的缓脉，必须参合浮、
沉、大、细等各方面相兼脉体，加以具体分
析。李时珍对缓脉的见解，不仅纠正了

《脉诀》的误说，而且为后世对缓脉的认识
带来深刻的影响。

三、将脉象按阴阳分类
李时珍首创以阴阳属性来分类脉

象。《濒湖脉学》将 27 脉分为四大类，即
“浮、数、实、长、洪、紧、动、促”8种脉象属
“阳”；“沉、迟、涩、虚、短、微、缓、革、濡、
弱、散、细、伏、结、代”15 种脉象属“阴”；

“滑、芤、弦”3种脉象属“阳中阴”；“牢脉”
属“阴中阳”。其分类的依据与脉象本身
的特征和其所主证候的性质（表里、寒热、
虚实、阴阳）有关。

8种阳脉脉象特征和主病上均有“阳”
的特性，15种阴脉脉象特征和主病上均有

“阴”的特性。滑脉流利辗转、芤脉有浮大

之象、弦脉端直应指，从脉象特征上讲，三
者均属“阳”。但从脉象主病讲，滑脉主元
气衰、诸痰、宿食；弦脉主痰饮、饮癖、寒
痼，病邪多属“阴”；芤脉主病多与积血、
下血、赤淋、红痢、崩漏等与血相关疾病
有关，血与气相对而言属“阴”，故“滑、
芤、弦”3 种脉象属“阳中阴”。牢脉的脉
象特征为“似沉似伏”“牢位常居沉伏
间”，属“阴”；而牢脉多主寒实、里有余、
疝颓症瘕等实证，故将牢脉归为“阴中
阳”。

四、辨别相似脉象特征
在脉象特征的描述方面，李时珍不仅

在书中列举了诸家的学术观点，还将其归
纳总结，撰写成“体状诗”的形式，文体简
洁而表达生动，令人印象深刻。如涩脉特
征概括为“细迟短涩往来难，散止依稀应
指间。如雨沾沙容易散，病蚕食叶慢而
艰”。

李时珍每论一脉，都是从讲清各种脉
象基本形态出发，沿用前贤推理分析方
法，对疑似脉象从不同角度反复比较解
析，使学者易于接受和理解。如涩脉，先
用如雨粘沙、病蚕食叶形象描述涩脉的
迟滞，指出涩脉往来不利，为细、迟、短的
复合脉，指下仿佛有浮散歇止之感。涩
脉虽与散脉和歇止脉应指相似，但散脉
是因元气大虚，脏腑之气欲绝，涩脉艰难
而不滑利，有时应指不清晰。提出涩脉
与微脉、濡脉、弱脉的区别：“细迟短散，
时一止曰涩。极细而软，重按若绝曰
微。浮而柔细曰濡，沉而柔细曰弱。”进
一步对涩脉、迟脉和短脉作了辨析，提出
三者的区别是：脉来三至号为迟，迟细而
难知是涩，两头缩缩名为短，涩短迟迟细
且难。

涩脉主病有虚证，也有实证。虚证是
因为血少精伤，阳气虚损；实证是由外在
邪气侵犯营卫，血行闭阻，造成脉势不流

利、涩艰难。血少精伤，可出现兼细脉象；
阳气虚损、寒偏盛可表现兼迟脉象；寒湿
痹阻、脉气不畅可发兼短脉象。总之，每
论述一脉，都详细辨析与相似脉的区别，
使初学者能够准确把握各种相似脉象之
间的细微差别。

五、临床辨证注重脉证结合
脉象可以反映出人体脏腑和精气神

的整体状况，临床上可以通过患者的脉象
判断其病性、病势、病位，是辨证论治的重
要依据。然而，每种脉象所反映的邪正征
象往往比较抽象而笼统，难以将疾病进行
准确定位，因此在疾病和证候的诊断上，
还需要参照脉象出现的部位及患者的临
床症状。

《濒湖脉学》在部分脉象主病的论述
方面，既阐述了某种脉象所主的疾病或
证型，又通过结合患者的临床表现来进
一步诊断出病性、病位，并以“主病诗”的
形式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使病和证的
诊断更为精准。如濡脉“主病诗”中“汗
雨夜来蒸入骨，血山崩倒湿侵脾”，同样
出现濡脉，通过骨蒸盗汗和妇女血崩两
种临床表现来诊断为阴虚火旺还是湿邪
困脾。

李时珍还对脉诊作出了客观评价。
《濒湖脉学》阐明了四诊合参，脉证并重之
学术思想，反对把诊脉作为诊断疾病的唯
一手段，指出：“世之医病两家，咸以脉为
首务，不知脉乃四诊之末，谓之巧者尔。
上士欲会其全，非备四诊不可。”

《濒湖脉学》虽只有1卷，却总结了历
代脉学精华，勘正了《脉诀》中的常见错
误，辨别了相似脉象的特征，将脉象按阴
阳分类，注重脉证结合、四诊参合和八纲
辨证，实在是临床学习脉学的阶梯和捷
径。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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