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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医药博物馆事业是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发展中医药博物馆事业是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播，，推动推动

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路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明确提出““推进中医药博物推进中医药博物

馆事业发展馆事业发展”。”。

今年今年 33 月月，，中国科协命名中国科协命名 800800 个单位为个单位为 20212021——20252025 年年

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度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多家中医药博物馆榜上有名多家中医药博物馆榜上有名，，

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包括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

河北省石家庄市乐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等河北省石家庄市乐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等。。

近年来近年来，，中医药博物馆不断加强数字化建设中医药博物馆不断加强数字化建设，，聚焦科普聚焦科普

教育功能教育功能，，增加知识性增加知识性、、实践性和趣味性实践性和趣味性，，让中医药知识和让中医药知识和

文化文化““活活””起来起来。。近日近日，，记者走进多家中医药博物馆记者走进多家中医药博物馆，，探访其探访其

推动中医药知识文化科普教育的成果与心得推动中医药知识文化科普教育的成果与心得，，感受其为提感受其为提

高全民健康素养所做的探索和创新高全民健康素养所做的探索和创新。。

——编 者

发挥中医药博物馆发挥中医药博物馆科普教育的功能优势科普教育的功能优势

让中医药文化让中医药文化““活活””起来起来

“下图为哪种中药饮片？”“哪几味药材来

自同一种植物？”“易纵向撕裂，撕裂时有白色

粉尘飞出的药材是哪一种？”……今年 5 月，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举办第十三届中

药辨识大赛，线上线下吸引了校内外众多中医

药爱好者参与。

“很多学生学完中药鉴定学等课程，却没

有太多机会摸到药材。中药辨识大赛就是一

个很好的窗口。”博物馆中药部主任冯林敏说，

开展活动，突出博物馆的实践教育功能，可以

让学生掌握辨药本领，让大众了解中医药和传

统文化。

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中 医 药 博 物 馆 于 1990
年 9 月建成，馆藏丰富，是历史较为悠久的高

校中医药博物馆。博物馆不仅承担一些选修

课的教学任务，自 2009 年起，还陆续举办中

药辨识大赛、博物馆文化周、讲解大赛等品牌

活动。

“一味中药，从药用原植物、原动物到中药

材，再经炮制成为饮片，最后进入药房后煎药

使用，涉及诸多环节。比赛题目既要具备知识

性，也要有互动性和趣味性。”冯林敏说。

寓教于乐、以赛促学，还要有创新。冯林

敏和团队在内容和形式上下了不少功夫。在

中药辨识大赛线下比赛中，这样的创新随处可

见。“真伪鉴别”通过形色气味鉴别中药的真伪

优劣；“照方抓药”需要学生了解中药在百子柜

里的摆放规律、戥秤使用方法等，提高应用能

力。近年来，题目中还增加中医药文化等内

容，让参赛者开阔眼界。

走进博物馆中药综合展厅，近 600 种常用

中药、3000 多份中药标本依照《中药学》教材

和中药的功能主治一一陈列，中央展区还摆放

着百年陈皮、九朝贡胶等珍贵药材，全面服务

教学。中药饮片实训基地里，近 400 味中药饮

片置于透明标本瓶里展示，另有开放性标本供

学生辨识。

“无论是学习课程，还是准备辨识大赛，很

多同学都会来博物馆看中药标本和医史文物，

巩固知识。”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专业学生

孙凌逸说，“品牌活动的文化氛围也很浓厚，每

年的中药文化周可以参与博物馆寻宝、猜中医

药谜语等，像庙会一样，非常热闹。”

“北中医博物馆是立体直观的教科书，形

象生动的大讲堂，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来宾参

观的第一站。”工作三十余载，馆长卢颖不断感

受到变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医越

来越热，近年来到博物馆参观的人也越来越

多，最初是中小学生及社区老年人偏多，后来

各种社会群体和年轻人也不断增加。”

适应变化，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逐渐

增强。针对社区居民，博物馆开展了“药食同

源话健康”“药膳与养生膏滋”“保健灸及传统

艾条的制作”等健康养生课堂，每年走进社区

开展 10 余次活动。针对中小学生，则设计了

“我是小神农，中药我来尝”等更富有趣味性的

科普活动。

“博物馆在开展科普教育时，要围绕中医

药文化价值进行。”卢颖认为，“只有参与、体

验、互动，人们对中医药的了解才会深入。中

医药博物馆是人们了解中医药的理想阵地和

载体——看得见，摸得着，有实在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

突出教育功能，体验更丰富
本报记者 杨彦帆

撬开封层，灌入液体，封上瓶口……吉林

省中医药博物馆内，陈列展览部助理馆员樊

湘泽正在忙活。他面前是一株泡在罐子里的

北柴胡植株，叶子瘦窄青翠，上顶黄色小花。

“这是 4 年前的标本了，得定期补点保持液。

你看，它像不像刚摘下来的？”轻轻擦拭着罐

子，樊湘泽不无骄傲。

2013 年 9 月，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正式开

馆，现今馆藏中医药文物 3381 件，中药标本近

万件，其中不乏人参、紫杉、牦牛骨等特色珍稀

中药材。

如 何 做 好 展 示 与 保 护 ？ 以 往 植 物 标 本

多用蜡液封存，樊湘泽指了指一旁的柴胡蜡

液 标 本 ，成 品 和 夹 在 书 里 的 叶 子 有 相 似 之

处，形状扁平，脱水薄脆。“受植物性状、制作

技 法 等 因 素 影 响 ，有 些 几 十 年 的 老 标 本 ，突

然 掉 了 个 角 ，这 种 损 失 是 不 可 逆 的 。”樊 湘

泽说。

浸泡标本，能更好保留药材的原色原貌，

适合参观，也便于保存。2016 年，吉林省中医

药博物馆开始自行研究浸渍技术，醋酸铜、硫

酸铜、冰醋酸……工作人员一起下“笨功夫”，

以克为单位调整试剂，一分钟、一分钟计算比

较操作时间。为了不浪费中草药，起初，大家

捡树叶做实验。“一会儿这个蓝了，一会儿那

个灰了又黑了，啥色儿都有。”樊湘泽笑着说，

大家苦中作乐，经常互相鼓劲。

历时数月，溶液配比终于初步成功。“其

实，芦荟叶子肉多，仙人掌叶子刺尖，不同草药

需要的比例还有差异，但有了大方向，继续细

化就容易了。”樊湘泽回忆道。

“有了浸渍技术，我们的标本更立体，做

起科普也更形象。”北柴胡标本再向前，便是

大 叶 柴 胡 ，二 者 同 属 柴 胡 属 ，外 观 相 似 ，然

而 ，前 者 入 药 可 以 疏 肝 解 郁 ，后 者 却 有 毒

性。樊湘泽微微躬身用手一指，“这个角度，

能 很 清 楚 地 看 到 大 叶 柴 胡 比 北 柴 胡 的 叶 子

大且胖。”

为做好科普，每年初春、盛夏，博物馆的工

作人员都会到山上收集植株制成标本。“开花

的，结果的，变种的，我们搜集得越全，大家就

了解得越清楚。‘原本山川，极命草木’，这也是

中医药的魅力。”樊湘泽说。

“ 博 物 馆 的 科 普 功 能 ，不 止 于 玻 璃 展 台

内的藏品。”博物馆馆长张凌告诉记者，吉林

省 中 医 药 博 物 馆 将 每 月 第 三 周 的 周 六 设 为

主 题 开 放 日 ，参 观 讲 解 外 ，工 作 人 员 还 会 带

领 游 客 一 起 捏 大 山 楂 丸 、缝 草 药 香 包 ，鼓 励

游客随手拍中药。

疫情防控期间，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暂

不 对 外 开 放 ，张 凌 计 划 着 带 上 中 草 药 ，走 出

博物馆，将活动办进社区，“用生动、有趣、多

元 的 方 式 ，让 大 家 对 中 医 馆 藏 、中 药 文 化 更

有兴趣，也是博物馆的职责所在。”

吉林省中医药博物馆

做好馆藏保护，科普更形象
本报记者 刘以晴

手指轻轻滑动大屏，任意点开一张

图片，中药材的形状、颜色、功效便跃然

而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乐

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内，有一面面积

近 10 平 方 米 的 数 字 大 屏 ，“ 收 纳 ”了

12807 种药材的信息。

“小朋友，这是我们的药材魔墙。魔

墙上的每一幅小图都代表了一种药材，

常见的有枸杞、苍术、麦冬、葛根、香薷

……”大屏前，讲解员李欣悦一边介绍，

一边随机点开几张图片进行演示。

为传承中医药文化，乐仁堂投资集

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建立了河北省第

一家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的公益性科普

馆。2021 年 7 月，以“乐”“仁”为展示主题

的乐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正式开馆。

““科普馆共设置三个单元科普馆共设置三个单元，，从不同从不同

角度介绍中医药历史和健康知识角度介绍中医药历史和健康知识。。每每

个单元都设置了科技互动体验活动个单元都设置了科技互动体验活动，，通通

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大家在轻松愉快让大家在轻松愉快

的氛围中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的氛围中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乐乐

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馆长王鹏介绍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馆长王鹏介绍，，

设计之初设计之初，，乐仁堂便十分注重传统中医乐仁堂便十分注重传统中医

药 知 识 与 现 代 化 科 技 创 新 的 深 度 融药 知 识 与 现 代 化 科 技 创 新 的 深 度 融

合合。。依托高科技数字化设备依托高科技数字化设备，，科普内容科普内容

更有深度更有深度，，科普方式也更具趣味科普方式也更具趣味性性。。

模拟郎中开方抓药模拟郎中开方抓药、、参与穴位趣味参与穴位趣味

抢答抢答、、跟随屏幕练习五禽戏……目前跟随屏幕练习五禽戏……目前，，馆馆

内共设置了内共设置了 1010 余组多媒体互动屏幕余组多媒体互动屏幕。。

除 了 触 摸 屏 互 动除 了 触 摸 屏 互 动 ，，更 有 沉 浸 式 体更 有 沉 浸 式 体

验验。。在科普馆展厅东侧在科普馆展厅东侧，，一处从脚下延一处从脚下延

伸至墙面的数字屏幕格外亮眼伸至墙面的数字屏幕格外亮眼，，动感十动感十

足的足的 44DD 空间影院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空间影院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

足足。。以以““药谷探险药谷探险””为行动主线为行动主线，，空间影空间影

院共设有药谷院共设有药谷、、湖泊湖泊、、雪山雪山、、海底海底、、森林森林 55
个场景和个场景和 33 个采药互动游戏个采药互动游戏，，让人们身让人们身

临其境体验古人采药的艰辛临其境体验古人采药的艰辛。。

““小朋友们小朋友们，，盯紧屏幕盯紧屏幕，，穿过雪山和穿过雪山和

热带雨林热带雨林，，我们一起到药谷去探险吧我们一起到药谷去探险吧！”！”

李 欣 悦 话 音 刚 落李 欣 悦 话 音 刚 落 ，，数 字 屏 幕 中 的 画 面数 字 屏 幕 中 的 画 面

““嗖嗖””地一下动了起来地一下动了起来，，高山峡谷在眼前高山峡谷在眼前

““飘过飘过”，”，一棵棵鸡血藤从脚下一棵棵鸡血藤从脚下““钻出钻出”，”，抬抬

起脚轻轻一点起脚轻轻一点，，鸡血藤便鸡血藤便““踩踩””入囊中入囊中。。

小学生韩诗雯左脚一个小学生韩诗雯左脚一个，，右脚一个右脚一个，，不一不一

会儿就会儿就““踩踩””收完所有鸡血藤收完所有鸡血藤。。

““通过沉浸式体验的形式模拟采药通过沉浸式体验的形式模拟采药

过程过程，，孩子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药材生长孩子们不仅可以了解到药材生长

的环境的环境，，增长中医药知识增长中医药知识，，还可以更深刻还可以更深刻

地认识到中草药来之不易地认识到中草药来之不易。”。”李欣悦说李欣悦说。。

上图上图：：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乐 仁 堂 中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乐 仁 堂 中

医 药 健 康 科 普 馆 内医 药 健 康 科 普 馆 内 ，，小 学 生 在 学 习 铁小 学 生 在 学 习 铁

药碾使用方法药碾使用方法。。

梁子栋梁子栋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河北省乐仁堂中医河北省乐仁堂中医药健康科普馆药健康科普馆

借助科技互动借助科技互动，，观展更有趣观展更有趣
本报记者 邵玉姿

骨质疏松俗称“缺钙”。

钙是人体的一个重要元素，人

体内 90%以上的钙存在于骨骼和

牙齿中，还有少部分在血液以及软

组织中。骨骼中的钙使骨骼结实

而强壮，但骨骼里的钙含量并不是恒定不变

的，它与血液和软组织中的钙不断交换，达

成一个稳定的平衡。骨骼中的钙质如果丢

失过多，就可能引起骨质疏松。

出现哪些情况，要怀疑已出现骨质疏

松呢？

脆性骨折是骨质疏松比较常见和严重的

表现，也是治疗骨质疏松所针对的最重要目

标。脆性骨折就是在很轻微的动作后，比如

打喷嚏或是很轻微的外伤之后就出现了骨

折，比较常见的是脊椎的压缩骨折、前臂手腕

以及髋部的骨折。

骨质疏松还会出现其他症状，如不明原

因的全身疼痛，包括腰背部、四肢、颈肩等，尤

其在夜间较明显，且可能会伴随抽搐和夜汗

多等情况。老年女性随着年龄增长，身高逐

渐变矮、出现驼背，也要怀疑存在骨质疏松。

此外，如果体检时骨密度检测结果异常，

也要高度怀疑骨质疏松。骨密度检测中比较

重要的是骨密度测量值，其中 T 值是与健康

人进行比较的比值，而 Z 值是与同龄人进行

比较的比值。T 值>-1，是正常的骨密度；T
值在-2.5 和-1 之间，存在骨量减少的问题；T
值＜-2.5，就被认为存在骨质疏松。

大部分骨质疏松患者是原发性的，老年

人和绝经后女性是原发性骨质疏松的主要

人群。

人在进入老年期之后，骨代谢的平衡向

骨质丢失倾斜，特别是女性在绝经期后激素

代谢水平改变，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

但是也有一部分情况属于继发性骨质疏

松。如极度缺少活动和锻炼，不良的烟酒嗜

好等一些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都可能造成骨

质疏松；甲状旁腺功能亢进、过早的绝经/闭
经等内分泌系统疾病，也会导致骨质疏松；炎

性肠病、胰腺疾病和胃肠道功能吸收不良等

胃肠道疾病，会造成钙质的吸收异常。

预防骨质疏松就是要补钙吃药吗？并非

如此。其实，预防骨质疏松最重要的措施，是

调整生活方式。

首先，饮食上要均衡膳食、平衡

营养，每餐都要摄入必要的营养元

素，例如蛋白质、维生素和纤维素

等。如果有骨质疏松的风险，就要

更加注重牛奶等含钙丰富食品的摄

入。其次，最好能够有一定的户外

活动、接受日光照射，以利于钙质吸

收。第三，适量的活动锻炼有助于减少骨质

疏松的发生，但不能过量，否则适得其反，造

成劳损。第四，调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如戒

烟、戒酒，减少碳酸饮料、咖啡等摄入。

必须提醒大家，在服用一些特殊药物的

时候，要关注药品说明书上是否提示存在造

成骨质疏松的可能，必要时向开药医生咨询。

治疗骨质疏松通常是一个慢性和长期的

过程，因此在治疗过程中要定期监测，看看前

段时间治疗效果如何。一般骨密度检测一年

一次，最长不超过两年一次，以便于及时调整

抗骨质疏松药物，达到较好疗效。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预防骨质疏松不只是补钙
王 炜

慎起居 夏季自然界万物生长旺盛，起居也应随之作适

应性调节，如清晨早起，洗漱后宜在室外清净处多散散步，呼

吸新鲜空气，舒展全身阳气。

调精神 夏季养生要重精神调摄，学会保持精神安静、心

情 舒 畅 ，心 静 人 自 凉 。 这 样 能 达 到 护 养 阳 气 、阴 津 不 伤 的

目的。

睡午觉 夏季日长夜短，睡眠相对少，加之出汗多易疲

乏。适当午睡能养阴护阳，使大脑和全身得到放松，保持良好

的精神状态和体力。

巧运动 适量运动有助调畅气血、养护阳气。但运动不

能过于剧烈、大汗淋漓，最好选择太极拳、散步、慢跑等运动，

早晚运动为佳。

食清淡 以低脂、低盐、多维生素、清淡为主，宜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苦瓜、丝瓜、苦菜、芹菜等蔬菜宜多吃，既可促进

食欲，又能泄热排毒。

常补水 夏天气温高，不渴也要多喝白开水，或常吃西

瓜、梨之类水果，既可降温防暑，又能稀释血液防中风等。

勿贪凉 夏季，空调、电扇不宜开得过大过久，出汗后别

马上冲凉，否则易因体温骤降而引起“空调病”或伤风感冒。

不要在露天、过道处卧睡，否则会受凉发生头痛。夏季雨量增

多，雨后气温骤降时，要适当添衣以防暑湿感冒。

忌生冷 生冷之品易伤脾胃阳气，过量食用可能发生痉

挛性腹痛、腹泻、呕吐、头痛等。

多泡脚 用热水泡脚，既驱除全身的寒气，又解乏，使全

身舒缓放松，有利于养护阳气。

夏季养阳“三字经”
宗 易

国家卫健委近日印发《医

疗 机 构 门 诊 质 量 管 理 暂 行 规

定》，将散布在多个文件中对医

疗机构门诊质量管理的要求统

筹整合、修订完善，指导医疗机

构系统、规范地开展门诊质量

管理。可以说，《医疗机构门诊

质量管理暂行规定》的发布实

施，是医疗质量管理提升的一

个新里程碑，将有助于提升群

众的就医安全感和满意度。

以往去医院就诊遭遇的不

顺心，可能每个人都能说出几

条：收到通知几点到医院就诊，

结果按时到还得等上一个多小

时；第一次去一家医院，各种标

识不够明白，想找人咨询还得

排长队；APP 上约号，绑定信息

没有医保选项，到医院发现挂

的号看病得自费……更不用提

挂不上号的焦虑，约会诊的繁

琐。这些就医体验，不仅让不

少患者及家属对医疗机构门诊

的印象大打折扣，因为医院管

理粗放导致患者救治不及时等

问题，也常常成为医患纠纷的

诱因。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全 国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门诊诊疗人

次超过 30 亿。预约诊疗、多学

科（MDT）门诊、特需门诊等新

的服务形式日益增加，对加强

门 诊 质 量 管 理 的 需 求 越 来 越

高。提升门诊质量，已经成为

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

按照世卫组织质量工作小

组的意见，医疗服务质量包括

服务过程的有效与舒适性、资

源的利用效率、危险管理、患者

的满意程度等方面。为人民群

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

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医疗卫生

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

义。以管理促门诊质量提升，

将 进 一 步 提 升 居 民 的 健 康 水

平，促进健康中国目标的实现。

毋庸置疑，门诊质量最关键的是安全，尤其在急诊、门诊

手术等环节。当前，我国医疗机构门诊安全总体质量较为稳

定，但医疗机构依旧要加强管理，保障患者医疗安全。

提升门诊质量，要在提高门诊服务效率上下功夫。优化

院内科室布局、就诊流程设计、医生出诊排班、检查检验与复

诊衔接程序等，不仅能够减少患者等候时间，还能大大提升医

疗资源的运作效率，促进医院效益提升。

提升门诊质量，必须做到全体动员。门诊质量管理是一

门科学，涉及整个医院范围，涵盖所有领域和科室。大到多学

科会诊的安排，小到药盒上小小的服用提示，再到电梯运行安

排、座椅设置、卫生间的清洁消杀等后勤服务细节，都关系患

者就医体验，哪个环节懈怠，都会拉低门诊服务的总体质量。

因此，必须确保每个人都服从质量管理制度，同时按照院、科

两级责任制不断完善门诊质量管理体系，加强日常监督检查，

定期收集、分析、反馈门诊质量数据，推动门诊质量持续改进。

提升门诊质量，还要用好现代信息技术。北京一家医院

在对几年门诊大数据分析后，如今在预约挂号环节已能准确

估算出患者来院就诊时间。通常情况下，患者等候时间减少

到 10 分钟以内，人员聚集减少，诊区的秩序和环境有了明显

改善。在优化管理方面，现代信息技术还有很多应用场景，医

疗机构要主动借力，推动门诊质量管理再上台阶。

患者病症有轻重、情况各不同，对门诊质量的感受也千差

万别，质量改进没有终点。期待医疗机构严格执行管理规定

的相关要求，多换位思考，努力提升服务水平，进一步满足人

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不断提升就医者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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