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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感悟

前段时间，中华中医药学会
发布了《全国儿童呼吸道感染中
医药防治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该《方案》由中华中医药
学会儿科分会组织行业内权威
专家制定，内容涵盖儿童呼吸道
感染的预防、治疗、康复等。笔
者认为，在诊治儿童呼吸道疾病
时，应当以此为标准、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治疗方案。

将中医药防病知识融入生活

经过仔细阅读，笔者发现该
《方案》不仅包含医务人员制定
治疗方案的内容，还有预防方
案、居家康复等内容，以及为广
大群众提供预防知识。比如第
一部分“预防方案”中的食疗预
防，根据孩子的体质指导食疗预
防，并且具体到孩子的体形偏
胖、偏瘦，大便的性状等，家长对
照《方案》内容和孩子的情况，容
易辨识孩子的体质；选用药食两
用的食材，比如山楂、陈皮等在
药店里容易买到，山药、大枣等
在超市、菜市场就能买到，均是
日常生活中比较熟悉的药食两
用食材。再比如“中医特色疗法
预防”中的中药足浴，《方案》中
对操作方法介绍得既详尽又实
用，让大家一读就懂、一看就
会。《方案》中的一些预防疾病、
康复训练办法，群众可能不太熟
悉，但在医生的指导下，家长就
可以居家护理患儿。

目前，足浴、药膳等作为预
防疾病的办法，已是群众日常生
活中的一部分。这些方法确实
可以防病、治病，可以在全国范
围内推广。因此，可以说《方案》
中的内容比较生活化，便于广大
群众掌握、应用。这正是中医药
文化的充分体现。如果想在护佑
群众健康中发挥中医药的特色和
优势，就应将中医药防病知识融
入日常生活，即“中医生活化”。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等是中医预
防时令病、传染病等疾病的指导
思想。“正气”是现代医学所说的
免疫力。脏腑功能正常、气血顺
畅，能使人体正气充沛，护卫身
体健康。中医强调“天人相应”，
认为人们应随着季节的变化而
生长、收藏；季节、天气，有春温、
夏热、暑湿、秋凉、冬寒的更替，
也有该热不热、该冷不冷、冷热太
过等反常天气。人们生活在大自
然中，天气、饮食、睡眠、情绪、压
力等会导致身体的正气受损，邪
气乘虚而入，导致疾病发生。我
们将“中医生活化”，在日常生活中，在疾病未发生
时，恰当运用食疗、足浴、穴位按摩等中医药适宜
技术，促使身体不受邪气侵袭。

营造“学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的氛围

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多项管理方
案、保护措施，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比如
开展多种活动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从
业人员深入社区、广场、农村、学校，指导群众学
习中医药知识，运用经方验方等防病治病。同
时，群众主动参与活动，逐步形成“中医生活化、
生活中医化”模式，营造了中医药传承创新的良
好氛围。

群众身体健康是社会发展的基石，儿童健康
关乎祖国的未来。社会关心、家庭关注，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应认真学习《方案》，并落实到日常诊疗
中。有关媒体应抓住广大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
邀请专家解读，广泛传播中医药养生、防病知识，
以及指导群众居家预防疾病，保障群众身体健
康。作为中医药从业者，更应该第一时间行动起
来，正确运用“简、便、验、廉”的中医药为患儿治
病，增强孩子的体质。

总之，我们应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将“中医
生活化、生活中医化”，营造群众“学中医、用中医、
爱中医”的氛围，让选择中医药养生保健、防治疾
病逐渐成为一种文化自信。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韦绪性是第五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
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临床经验丰富，擅长运用

“对药”分期论治痛证。笔者有幸作为学术继承
人，跟随韦绪性老师学习中医药理论知识与辨
治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笔者深感，侍诊
时除了勤奋学习外，还应掌握诊治疾病的要点，
能够紧跟老师的节奏、思路等。现将韦绪性老
师诊治痛证的经验撷要如下。

“对药”又称药对，是中医临证常用的相对
固定的两味中药的配伍组合，也是中药配伍应
用的基本形式。“对药”的组成有一定的规律，如
寒热相配、升降相伍、散收相合、动静合用及相
互协助增强药力等。历代医家都很重视“对药”
的运用，比如东汉末年医学家张仲景创立的经方
中，约有40首方剂由两味药组成，可见“对药”之
重要。本文所介绍之“对药”，皆为临床所验证。

仙鹤草 鸡血藤
单味功用 仙鹤草味苦、涩，性平，归肺经、

肝经、脾经，为蔷薇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龙牙草的
全草。本品善收敛止血，适用于多种出血证，还
可用于脱力劳伤。鸡血藤味苦、辛，性温，归肝
经、肾经，有补血行血、舒筋活络的功效，对风湿
痹痛兼有血虚或瘀滞者尤为适宜。《本草纲目拾

遗》言其“壮筋骨，已酸痛……手足麻木瘫痪等
证”。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鸡血藤酊剂对大
鼠甲醛性“关节炎”有显著疗效。

药理分析 仙鹤草在民间称之为“脱力草”，
苦涩收敛止血，又有补虚健脾强壮之功效，可用
于脱力劳伤疼痛，兼神倦乏力，面色萎黄之证。
用本品补虚，可与大枣相配伍，用于治疗疮疖痈
肿，有解毒、消肿之功效。鸡血藤能够补血活
血、舒筋通络。二药配伍，补益气血、通络止痛，
相得益彰，效果显著。

用药心得 二者配伍既能止血又能行血补
血，用于治疗月经不调、痛经、闭经、风湿痹痛等
属于气血亏虚兼血瘀者。若气血亏虚甚者，可
配伍黄芪、当归，以益气养血；产后恶露绵绵不
绝，配伍益母草、桃仁等；治疗风湿痹痛，可配伍
独活、威灵仙等。用仙鹤草治疗各个部位出血，
常与旱莲草配伍，如属于气不摄血者，加党参；
虚寒性出血者，可配伍温阳止血药，如炮姜等。

巴戟天 肉苁蓉
单味功用 巴戟天味辛、甘，性微温，归肝经、

肾经，其功能为补肾阳、强筋骨、祛风湿，可治疗
肾阳虚兼风湿之证。肉苁蓉归肾经、大肠经，为
补肾、益精之良药，能补肾助阳、润肠通便等。

药理分析 巴戟天辛甘而温，温阳助火力
强，兼有祛风、除湿之力。肉苁蓉甘咸而温，质
地滋腻，性柔而不燥，补肾壮阳之中还兼有润
燥、益精之功效。二药合用，可增强温肾壮阳、
祛风除湿、强筋健骨之力，时常用于治疗肾阳虚
衰之腰膝酸冷、筋骨萎软、便秘等。

用药心得 巴戟天与肉苁蓉相配伍，可补肾
阳、益精血，温而不燥，临床颇为常用，适合治疗
年老体弱、肾阳亏虚的高血压病、习惯性便秘、
慢性腰腿痛、风湿寒痹，以及男子性功能衰退、
女子月经不调等。此外，二药适量泡茶或泡酒
作为食疗方，长期规律饮用，对延缓衰老、提高
免疫力亦颇有效验。但是，脾虚便溏、实热便结
或阴虚火旺者不宜用二药。

白芍 川乌头
单味功用 白芍味苦、酸、甘，性微寒，归肝

经、脾经，具有养血敛阴、缓急止痛的功效。现
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白芍对中枢神经有镇静
作用，对骨骼肌有抗痉挛作用，对平滑肌有降低
张力和抑制运动作用等。川乌头味辛、苦，性
热，有大毒，具有温经散寒、祛风除湿的功能，善
于除痹、止痛。

药理分析 白芍养血柔肝而止痛，经配伍后

可用于治疗多种痛证。川乌头辛散温通，善于
逐风邪、除寒湿，故能温经止痛，经配伍可以治
疗风、寒、湿、热、瘀、痰等邪所致的筋骨关节痹
痛麻木。二者是治疗风湿痹痛的常用药对，也
是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等病的常用配伍药对。

用药心得 白芍用于解痉止痛时，必须超大
剂量应用，剂量可用至30克以上，且需配大剂
量炙甘草，以缓急止痛。白芍味酸，炙甘草味
甘，二药配伍能够治疗气血不和、筋脉失养所致
的下肢无力、拘挛、血虚头痛等。

僵蚕 全蝎 蝉蜕
单味功用 僵蚕味咸、辛，性微寒，归肝经、

肺经，外能祛风定痛，内能熄风止痉，可用于治
疗肝风及风热诸证，还能化痰散结，用于治疗痰
核、瘰疬等。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僵蚕有催
眠、抗惊厥、降血糖、抗肿瘤作用。全蝎味辛，性
平，有毒，主入肝经，为治肝经风痰要药，兼有祛
风、通络、止痛之功效。蝉蜕味甘，性寒，归肺
经、肝经，外能疏散风热以解表，内能平肝风以
止痉，为风热诸证及肝风内动所常用。

药理分析 僵蚕得清化之气，僵而不腐，能
祛风解痉、化痰散结、通络止痛；全蝎平肝、熄
风、解痉，祛风通络止痛、解毒散结消肿；蝉蜕质

轻性浮能达表，气清虚，味甘性寒能凉散风热，
又善于清肝经风热，祛风定惊解痉。三药配伍，
外能疏风清热，内能熄风止痉、通络止痛。

用药心得 僵蚕与全蝎、蝉蜕同用，出自五
虎追风散，该方为治疗破伤风初期的常用方。
三药配伍，具有祛风止痛、化痰通络、解痉安神
之功效，是治疗肝风内动、痰瘀互结头痛的主
药。蝉蜕善于疏散风热，既能疏散肝经风热，又
可凉肝熄风止痉；全蝎在疏风清热的基础上，以
通络定痛，为治标之用。三药相配伍，解痉镇痛
之力倍增，经合理配伍适用于治疗多种头痛。

在跟师侍诊过程中，除了学习诊疗经验与
技巧外，我深知学好医话很关键。首先，要听
懂医话，知其意。听医话要认真，形式灵活的
医话，往往由老师随口而出，转瞬即逝，却蕴含
着深厚的中医智慧，所以在跟师过程中要仔细
听。其次，要快记，跟师学习时间紧、任务重，
要快速记到笔记本上，以备后期消化、吸收。
最后，要抓重点，在侍诊时，老师说的话较多，
有价值的话往往藏于其中，做到主次分明，方能
抓住要点。

（作者供职于安阳职业技术学院，本文由全
国名老中医韦绪性指导）

跟师学医 从药理分析看“对药”治疗痛证的规律
□亓国锋

麻杏石甘汤是中医治疗外感杂
病的经典名方，它“立起沉疴”的疗效
神奇而广泛。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
解它的历史渊源、机理效用及其体现
出的中医智慧。

配伍精妙 整体调节
麻杏石甘汤又名麻黄杏仁甘草

石膏汤，源自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所
著《伤寒论》。那时，患者往往发病
急骤，在高热、咳喘中绝望等。张仲
景诊断疾病时，发现患者基本上是
怕冷，因受寒邪侵袭，遂用生发阳
气、辛温解表的麻黄来发汗散邪；持
续发热且咳喘，则是郁而化热、邪热
壅肺的表现，以清热的石膏来降逆
镇咳。

作为基础方，麻杏石甘汤仅有

麻黄、苦杏仁、石膏、甘草 4 味药，但
配伍严谨，巧妙精当。从君、臣、佐、
使的组方原则来看，君药麻黄是“外
感第一药”，搭配臣药石膏既可使患
者内热外透，又能克服石膏寒凉伤
中的弊病；佐药杏仁，与麻黄相配使
得宣降相因，与石膏相配伍则起到
清肃、协同的效果；使药炙甘草，补
中益气、调和诸药。该方取麻黄之
开、杏仁之降、甘草之和，并以石膏
之寒，祛内外实热，润肺降逆，逐邪
定喘，消除烦热喘咳。

科学研究结果证实，麻杏石甘汤
有消炎、镇咳祛痰、调节免疫功能、多
靶点抗病毒、保护宿主细胞等药理作
用。凡痰涕等分泌物颜色变黄，即麻
杏石甘汤的适应证，对于普通感冒、

流感、急慢性气管炎、肺结核、肺炎等
“邪热闭肺”型病证都有疗效。

解表清里 内外兼治
从治疗思路来看，麻杏石甘汤开

创了表里双解、内外同治疗法的先
河。它用麻黄开宣肺气，以平喘、开
腠解表以散邪；石膏清泄肺热，以生
津、辛散解肌以透邪。麻黄解表发
汗，石膏清解里热，使表里、温寒、升
降、散收等相辅相成，具有解表清里
之功效。麻杏石甘汤侧重表邪入里
化热，喘咳气急，即出现下呼吸道症
状。银翘散不采用麻黄来解表，将其
换成荆芥穗、淡豆豉来辛温透表散
邪；也不用生石膏清里热，代以金银
花、连翘、薄荷等清热解毒药物。辛
凉平剂银翘散的组方原则与辛凉重

剂麻杏石甘汤一致，这种表里兼治的
法则在金代医学家刘完素的防风通
圣散等名方中也传承。这是师其法
而不拘泥其方的辨证智慧的经典运
用，也体现出伤寒、温病两派在理论
源头上本为一家。

中医治疗瘟疫、热病常用汗法、
清法：若发汗未愈，表邪入里化热，汗
出而喘，说明邪已透过肌腠进入肺
中，热壅迫肺，使肺失清肃而气喘。
此时，治疗的重点在于清宣肺热，辅
以发汗解表，这种解表清里方法的源
头活水就是麻杏石甘汤。

麻杏石甘汤适用于外寒内热的“寒
包火”证型，即风寒外束，肺失宣散，湿
热内蕴，积聚化火。虽然此类患者的体
温不一定很高，但是卫闭热结的外感症

状明显。该方使用麻黄以发散肺中壅
积的邪气，肺因通达外界，宜使其热邪
外散，故舍弃黄连等清热有余、发散不
足的苦寒药，而选择气辛、味甘寒的石
膏以发挥更大的清热效力。使用该方
治“身无大热”“热壅于肺”的烦热咳
喘，可谓精准医疗的首选方剂。在新
冠疫情防控时，中医推出以麻杏石甘
汤为主方的清肺排毒汤，堪称良药。

去年冬天的流行病中，对于久不
退热且喘咳、郁而化热、邪热壅肺的
患者，麻杏石甘汤可以作为“通治方”
使用。当然，这需要专业医师根据患
者的年龄、症状，辨证加减，方可取得
令人满意的效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许昌市鄢陵
县中医院）

经方辨治肺热喘咳重在内外兼治
□李德俭

研学旅行是“行走的教育”

庞国明认为，传承中医药文化
应从娃娃抓起，根据孩子的特点和
接受程度，构建恰当的中医药文化
进校园模式，帮助儿童在学龄前就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增强健康
意识。

幼儿教育是我国重要的卫生、
经济、科技、文化和生态资源。作为
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出
台多项政策纲要支持中医药行业发
展。2016年11月，教育部等11个部
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
旅行的意见》。

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
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
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
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
校外教育活动。这是学校教育和
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是教育
教学的重要内容，是综合实践育人
的有效途径。并且，可以根据学段
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阶
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县
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情
为主的研学旅行活动课程体系。

研学旅行是“行走的教育”，以
立德树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
核心和根本目标，全面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发展。“研学旅行，让广大
中小学生切实感受祖国的大好河
山，感受中华传统美德，感受革命光
荣历史，感受改革开放伟大成就。
同时，让广大中小学生学会动手动
脑，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
促进身心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
强，促进他们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培养他们成为‘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庞国明说。

如今，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
程的加快，广大群众对中医药服务
的需求越来越高，加快实施健康中

国战略，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迫切需要继承、发展、利用好中
医药人才资源。庞国明建议，要加
强对中药材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
和合理利用，提高中药材资源的利
用效率，加强中药材质量管理，强化
中医药文化监管等，促进中医药人
才资源可持续发展，推动中医药产
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广大群众健康需求的不断
提高，中医药人才资源的社会需求
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

开辟中医药教育新领域

近几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
发 中 医 药 健 康 服 务 发 展 规 划
（2015～2020 年）的通知》（国办发
〔2015〕32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中
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
2030年）的通知》（国发〔2016〕15号）
等，细读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国家
将大力促使中医药文化、中医药大
健康产业不断发展。

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扶持
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国发〔2009〕22号）、2023年2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医药振
兴 发 展 重 大 工 程 实 施 方 案 的 通
知》。结合以上内容，庞国明依据临
床实际情况，并经过调研与分析，提
出如下建议。

加强政策引领，健全中医药文
化传承幼教法规及监管体系，加快
标准制定、基础研究及推广应用，促
进中医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加大
国家标准的制定工作力度，并加快
标准备案速度。庞国明建议，由教
育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联
合起来，共同构建科学的新型中医
药文化评价体系。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让
教育公平的阳光温暖到每一个家
庭、让教育浇灌每一个孩子的成长，

应该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为之努
力的方向。要想实现中医药文化教
育优质均衡，应做好以下几点。一
是教师培训要提质增效，深化强师
工程，强化校长队伍和骨干教师队
伍建设。二是深化中医药文化教
育教学改革，持续提升教学质量，
做好体教融合工作，全面开展课后
延伸教育服务。三是不断加大中
医药文化教育投入力度，提升优质
均衡水平，完善教育教学所需的设
施设备，打造亮点突出的办学格局，
创办“既优质又均衡”“既有特色又
高质量”的教育。四是要抓好学校
的校风、教风、学风管理，提升内涵，
提高中医药文化发展水平。五是要
坚守教育的初心使命，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认真落实“双减”（减轻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减轻校外
培训负担），严格执行睡眠管理、手
机管理、读物管理、体质管理等，全
面落实“五育并举”（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劳动教育）育人要求；同时，
要持续关注教师和学生的身心健
康。六是构建全国“互联网+中医药
文化教育”模式，中医药从业者开展
中医药知识进小学、中学，进社区，进
幼儿园示范区等活动，让学生们学习
中医药知识、喜爱中医药文化，从而
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创新提供机遇。
中医药相关部门应把“促进中医药文
化教育资源共享”列为重大示范目
标，纳入多项重点行动，通过一个大
平台兜底保障、全国大联通共享提
质，推动中医药优质教育资源覆盖
村级学校、惠及百万学子。“这样，可
以显著缩小城乡、校际发展差距，有
力弥合了中医药文化教育‘鸿沟’。”
庞国明解释。通过政策的支持和多
方的共同努力，未来的河南、广西等
地，可以巩固拓展“互联网+中医药
教育”示范区建设，加快构建以数字
化为支撑和引领的教育高质量发展
体系，开辟中医药教育数字化转型

升级的新领域、新赛道，为全国中医
药教育发展打造先行示范区贡献智
慧方案。

促使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庞国明建议，促使中医药文
化知识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应
从以下5个方面着力。

一是构建中医药文化传播平
台。从国家层面推进资源整合、跨
界融合、优势互补、集成创新，积极
筹建高标准中医药文化传播平台。
遴选建设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
和中医药文化体验场馆、全国中医
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等。

二是谋划立项。建议从国家层
面谋划立项，并设立基础弘扬项目，
比如“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项目，

“中医药文化传播示范幼儿园”等，
为传承中医药文化从娃娃抓起打好
基础。

三是丰富学前教育机构中医药
文化教育校园活动。将中医药文化
相关内容融入教师培训课程，提高
教师的中医药素养水平。推动各地
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中医药
文化进校园活动，比如建设本草纲
目园、中医体验馆、食育厨房等特色
区域，让孩子们体验中药种植、中医
治病，以及感受药食同源的健康饮
食方式。

四是培养建立中医药文化传
播队伍。建设中医药文化科普专
业人才队伍和专家资源库，引导中
医药医务人员、科研人员、中医药
健康从业者主动面向社会提供文
化传播和科普服务，鼓励引进市场
营销、公关推广等方面的专业人才，
以中医药科普巡讲专家为主体，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专业突出、求实创
新的中医药文化传播队伍，构建能
力突出、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的中医
药人才体系。

五是加快同“乡村振兴”的对
接。谋划“中医药文化亲子体验”项
目和“中医药文化研学游”，将促进
项目区中医药专业毕业生就地就近
就业，发展乡村特色中医药文化旅
游，推动中医药产业发展，激发乡村
振兴新动能。

庞国明认为，培养一个孩子，
影响一个家庭，形成一股力量，从
而影响整个社会。民以食为天，食
以安为先，从源头抓起，从娃娃抓
起，助力乡村振兴和全民健康，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这
样，可以为健康中国、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
保障。

总之，中医药是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具有
独特理论和技术方法的医学体系，
要实现中医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复
兴，根基在孩子，让中医药文化知
识进校园、进教材、进课堂，是中医
复兴的重要抓手，既彰显了教育理
念的理性回归，又阐释了传统文化
的传承发展路径，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
神、河南省中医药强省建设大会精
神，进一步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
扬中医药文化，只有从学生抓起，
把中医药文化融入其生命成长过
程的教育体系，才能固本强基。通
过中医药文化进课堂这一载体，以
春风化雨式的引导和教育，植入中
医药文化基因，使孩子们成为拥有
中国心、饱含中医情、身心健康的新
时代合格人才。

有平台可依靠，有经验可推
广，有书籍可参考。庞国明希望相
关建议和经验能成为中医药文化
传播的重要抓手，赋能中医药服务
能力提升，助力中医药事业的振兴
发展。

（本报综合整理）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理事长庞国明说：
“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增强青少年中
医药文化健康素养的一项重要举措。这可以有效提升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增强学生对中医药
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更好地弘扬中医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