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杯冬日养生茶饮，一

张放了垫子的座椅，一个免

费的充电插头……当人们走

进医院，看到这样的服务细

节，总会倍感温暖。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

等四部门发布《医学人文关

怀 提 升 行 动 方 案（2024—

2027 年）》，旨在加强医学人

文关怀，改善医患沟通，增进

医患互信，构建和谐医患关

系，助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

量发展。

当前，人民群众对卫生

健康事业提出了新要求，不

但要求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更希望不得病、少得病，看病

更舒心、服务更体贴。医学

人文关怀是人文关怀在医疗

领域的具体体现，以对患者

的关怀、尊重为目标，体现着

医学对生命的态度。作为患

者，往往承受着生理和心理

的双重痛苦。医疗技术只能

缓解躯体上的痛苦，而医学

人文关怀却能缓解精神上的

痛苦。医疗技术和人文关怀

是医学的两翼，缺一不可。

提升医学人文关怀，需

要坚持以患者为中心，将医

学人文教育贯穿医学生培养

全过程和医务人员职业全周

期。看病不是修理机器，不

能“见病不见人”。医生既要

有一个科学脑，又要有一颗

慈悲心。眼里看的是病，心

里装的是人。面对患者，医

务人员要主动沟通病情和治

疗方案，回应疑问和关切，不

断改善治疗效果，让患者感

受到人文关怀。例如，被誉

为“万婴之母”的妇产科专家

林巧稚在查房时，总要拉拉

产妇的手，或者擦擦汗水、掖

掖被角，一启齿、一举手、一

投足，无不体现着深切的爱，

传递着一种人文的力量。“中

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有

很多暖心的“小动作”：冬天

出诊，总是先把手搓热、把听

诊器焐热，然后再去接触患

者的身体；查房时，总是上前

拉着患者的手拍一拍，有时

还用自己的额头贴着患者的

额头试体温。医学是有温度

的，这种温度体现在医生对患者的悲悯和同情之上。如果

没有对患者的关爱，不能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即便技术再

精湛，也不会赢得患者的尊敬。只有具备深厚的人文情怀，

才能成为人民需要的好医生。

提升医学人文关怀，需要创新服务理念、优化服务方

式，营造人文关怀就医环境。患者始终渴望得到悉心的照

护和关怀。因此，医疗卫生机构要将人文关怀融入患者诊

治全流程，急患者所急、想患者所想，努力为患者营造安全、

便利、温馨、舒适的就医环境，配备方便患者的各种设施和

设备，为老人、孕产妇、儿童及残疾人等特殊人群提供就医

便利。充分运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患者提供快捷

便利的就医体验，特别注重为老幼残孕等重点人群做好服

务。要通过科学管理分诊、优化安排出诊时间等，保证医患

有较充分的沟通交流时间。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要耐心

倾听患者陈述，建立良好的沟通渠道，拉近与患者的心理距

离。同时，要丰富医务社工服务内容，协助开展医患沟通，

提供诊疗、生活、法务、援助等支持服务。鼓励医务人员、医

学生及社会爱心人士等，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后为患者提

供志愿服务，充分发挥医务社工和志愿者在医患关系中的

桥梁和纽带作用。

人文精神是医学的灵魂。无论医疗技术如何发达，

都 无 法 替 代 人 文 关 怀 的 价 值 。 医 生 面 对 的 是 活 生 生 的

人，必须要有人文情怀。希望广大医务工作者传承医学

优良传统，弘扬崇高职业精神，修医德、行仁术，努力构建

和谐的医患关系，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医疗卫生

服务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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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温煦阳气、濡养阴血，才能维持四肢温暖。

四肢不温，难以回暖，与“郁”和“虚”有关。例如，阳气虚弱

者易受寒邪侵袭，肢体冷感明显，长居室内且活动少者更

甚；阴血不足者不能濡养四肢，导致血虚、手足寒凉；脾胃虚

弱者消化吸收差，易出现气血生化不足、四肢发冷。

冬季宜进行“日光浴”，背对阳光，温暖背部，温通膀胱

经气，30 分钟左右为宜，有助于肾中阳气升发。

采用中医外治疗法。艾灸合谷、关元、气海、足三里等

穴位，可以温经散寒，促进气血运行。背部膀胱经拔罐可以

疏经通络，调整阴阳平衡，激发气血运行，常用于气滞血瘀

所致的四肢不温。选用艾叶、红花、桂枝等中药煮水泡脚，

可以温经通络，改善手脚冰凉等症状。

适当食用牛肉、羊肉、生姜、大蒜等温热性食物，有助于

温煦机体阳气，散除寒气。食用黄芪、当归、红枣、桂圆等补

气血的食物，能促进气血濡养四肢。

有氧运动可促进血液循环，激发机体阳气生发。阳气

不足者，还可以尝试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传统养生功

法，导引四肢气血运行。

手脚冰凉怎么办
雷黄伟

当突然出现头晕时，多数人首

先考虑是不是出现血压升高、脑卒

中等。所以，头晕患者通常首选神

经内科就诊。但是，除了一些中枢

问题导致的头晕之外，还有一种最

常 见 的 外 周 性 眩 晕 ，这 就 是 耳

石症。

耳朵有两个同等重要的功能——听觉和

前庭觉。当后者出现问题，就可能导致眩晕

或头晕发生。耳石症也称为“良性阵发性位

置性眩晕”，是一种源于内耳的疾病，在老年

人群中的发病率更高。通常在翻身、坐起或

躺下时出现短暂的天旋地转症状，一般持续

时间在 1 分钟以内。眩晕随着头位变化可以

反复出现，并伴有恶心、呕吐。

耳石是人体耳内椭圆囊斑上的碳酸钙结

晶颗粒，是感受人体位置变化的结构。当各

种原因使它从原位脱落而游离在内耳其他位

置，就会在人体头位发生变化，出现耳石随着

重力的移动，刺激内耳平衡器官和神经，从而

发生眩晕。

耳石症的病因比较复杂，有些病理机制

尚不明确。它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耳石

的自然衰老脱落，也可以由于骨质疏松、钙代

谢异常等引起耳石脱落。所以，耳石症常见

于 40 岁以上的人群，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发

病率会进一步增加。还可能与外伤撞击、剧

烈运动有关，也可能继发于各种中耳、内耳疾

病，如中耳炎、梅尼埃病等。此外，由于过度

疲劳、睡眠不足等，也可能使内耳微环境改变

而发生耳石脱落。

耳 石 症 一 般 通 过 位 置 实 验

和眼震视图相结合的方法来诊

断。医生会根据不同体位是否

有诱发的特征性眼震来判断耳

石是否脱落，以及脱落发生的具

体位置，在排除其他疾病后做出

诊断。

耳石症具有自限的特点，大

部分患者可以自愈，但自愈的时

间长短不一，所以手法复位仍然是最简单且

行之有效的首选治疗方案。确诊后，医生会

根据不同的耳石异位类型，选用不同的手法

进行耳石复位治疗。若同时伴有其他疾病或

者复位治疗后仍有头晕不适，也可辅助药物

治疗。

（作者分别为北京医院耳鼻咽喉科主任

医师、主治医师）

头晕当心耳石症
王利一   黄静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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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 谢 哥 哥 给 了 我 第 二 次 生 命 。 病 好

后，我要下床出去玩……”近日，3 岁的宁宁

因患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接受了造血干细

胞移植。在她父母写给捐献者小肖的感谢

信中，表达了宁宁的心情。

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会导致骨髓造血

功能衰竭，病情进展迅速，死亡率很高，造血

干细胞移植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除了重

型再生障碍性贫血，造血干细胞还可以有效

治疗白血病、淋巴瘤等疾病。近年来，我国

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不断完善，不少医疗机

构具备了实施条件。同时，参与造血干细胞

无偿捐献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他们的大爱给

许多患者送去了生命的希望。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10 月 31 日，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资料库（以下简称“中华骨髓库”）累计库容

超 346 万人份，实现捐献 18749 例。

移植技术成熟，可治
疗多种疾病

“我想成为一名治疗血液病的医生，帮

助更多‘曾经的自己’。”在浙江大学医学院

攻读血液病学的硕士生小陈说。

“妈，我的右眼好像出了点问题。”12 年

前，还在上高中的小陈发现自己看不清黑板

上的字。母亲带他到医院检查，发现是右眼

底存在出血症状。随后，他又接受了骨髓穿

刺 检 查 ，最 终 被 确 诊 为 急 性 淋 巴 细 胞 白

血病。

在父母陪同下，小陈来到浙江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治疗。化疗后，小陈病情有

所好转，但不久后又复发了。幸运的是，小

陈在中华骨髓库配型成功，接受了非血缘造

血干细胞移植治疗。

两年后，小陈回到了校园，还参加了高

考，在填报志愿时选择了医学类专业。本科

毕业后，他又选择攻读血液病学方向的研究

生。“未来，我不仅可以治疗血液病患者，还

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他们。”

“造血干细胞是所有血细胞和免疫细胞

的起源细胞。”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血液科

主任蒋铁斌介绍，造血干细胞主要存在于人

体的骨髓中，具有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和归

巢（即定向迁移至造血组织器官）功能。它

不仅可以分化成熟为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

板，还可跨系统分化为多种组织器官的细

胞。由于血液系统中的红细胞、白细胞、血

小板等成熟细胞生命周期短，造血干细胞扮

演 着 补 充 血 液 系 统 各 种 成 熟 细 胞 的 重 要

角色。

“造血干细胞移植就是采集他人的造血

干细胞，移植到另一个人的体内，重建新的

造血系统。”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血液

科主任董秀娟解释，人们常说的骨髓移植，

医学上称为造血干细胞移植。实施移植前，

要对患者进行超大剂量化疗和免疫抑制预

处理。通过给捐献者注射动员剂，让骨髓里

面的造血干细胞释放到血液循环系统，然后

通过血细胞分离机将造血干细胞分离出来，

再输注到患者体内。

造 血 干 细 胞 移 植 可 以 治 疗 多 种 疾 病 。

蒋铁斌说，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治疗血液

病，如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淋巴瘤、多

发性骨髓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地中海

贫血等，还可以治疗一些非血液疾病，如部

分实体肿瘤、部分遗传病、自身免疫性疾病

等。对于部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治愈的唯一手段。

我国造血干细胞移植技术体系已经很

成熟，并处于世界前列。蒋铁斌介绍，湘雅

三医院每年实施的造血干细胞移植的病例

数超过 100 例。据不完全统计，我国造血干

细胞植入成功率超过 90%，一些大医院甚至

接近 100%。“植入成功后，康复情况与患者

疾病基本情况、供者干细胞质量、对移植物

抗宿主病控制、移植物抗肿瘤效应等情况相

关，但总体来说，治愈成功率还是大幅提高

了。”蒋铁斌说。

捐献过程安全，捐献
者不承担费用

“捐献造血干细胞，就像一次长时间的

献血。”

经过近 4 个小时的造血干细胞采集，捐

献者宋林的两条胳膊都酸了。插在两个胳

膊上的输血管被医生轻轻拔出后，坐在床上

的他伸了个大大的懒腰。采集自宋林的造

血干细胞将用来救治一名白血病女孩。

几个月前，宋林接到通知，他与一名白

血病患者初步配型成功。他决定去捐献造

血干细胞。

体检通过后，宋林在中华骨髓库地市工

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第二天，他就去

解放军空军特色医学中心打了一针动员剂。

之后，他回酒店休息。“打完针，该吃饭吃饭，

该睡觉睡觉，身体没啥反应，也没啥感觉。”

他说。

宋林连续打了 4 天动员剂，第五天，他就

去医院接受了造血干细胞采集。采集的过

程也比较简单，医生在宋林的两条胳膊上各

插了一根输血管，输血管连接在血细胞分离

机上。血细胞分离机将从一根输血管流出

来的血液分离出造血干细胞，其余的血液将

通过另一根输血管输回宋林体内。

“当听到小女孩手术成功后，我挺高兴

的。能救活一个小生命，感觉很自豪！”捐献

造血干细胞几天后，宋林的身体完全恢复

正常。

“ 捐 献 造 血 干 细 胞 不 会 对 身 体 造 成 损

伤。”蒋铁斌说，过去，由于技术限制，需要给

捐献者做骨髓穿刺手术才能采集骨髓里的

干细胞，会对捐献者身体造成损伤和心理压

力。如今，绝大部分造血干细胞采集可以通

过分离捐献者血液里的干细胞来实现，每次

只需采集 150 到 200 毫升，比献一次血的量

还少。

中华骨髓库管理中心副主任黄相刚介

绍 ，志 愿 者 在 捐 献 前 需 进 行 血 样 采 集 ，做

HLA（人类白细胞抗原）分型检测，数据被录

入中华骨髓库。需要做移植的患者由医生

提出配型需求，中华骨髓库帮助检索配型。

如果志愿者和患者的 HLA 高分辨分型确认

相合，志愿者体检合格后，就可以进入捐献

流程。捐献者不需要承担任何费用。

“捐献造血干细胞是大爱之举。”黄相刚

说，非血缘造血干细胞捐献与移植遵循自愿

无偿原则，体现对生命的尊重。每一位志愿

捐献者的捐献对象不特指某个人，而是超越

家庭甚至国界，面对全人群。供患双方无需

见面，保证供患双方有必要的空间隔离，双

方不发生任何联系。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
参与造血干细胞捐献

如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参与造血干细

胞捐献。中华骨髓库的数 据 显 示 ，2024 年

1—10 月累计实现捐献 2042 例（含境外捐献

14 例），比 2023 年提前 41 天突破 2000 例。

蒋铁斌说，如果没有造血干细胞移植，

这些患者病情最终会恶化，危及生命。捐献

造血干细胞能够拯救患者生命。

造 血 干 细 胞 需 要 配 型 成 功 才 能 移 植 。

董秀娟解释，就像输血需要配上正确的血

型，造血干细胞移植需要做 HLA 分型检测，

供患双方的 10 个等位基因，需要有 9 个基因

以上配型成功才能移植。不然，造血干细胞

植入患者体内，会出现严重排异反应，导致

移植失败。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依靠自己的亲属来

移植造血干细胞。蒋铁斌解释，根据遗传学

规律，一般而言，兄弟姐妹、父母可以作为造

血干细胞移植的供者。由于移植技术的进

步，现在旁系亲属也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但是，仍然有些患者没有合适的造血

干细胞捐献者做移植，需要寻找非血缘关系

的捐献者，向中华骨髓库提出配型需求。由

于配型成功率很低，很多患者只能等待。

2000 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血液科主任

黄晓军团队突破当时国际移植技术“禁区”，

完成了第一例半相合骨髓移植。随后，通过

持续 20 多年的努力，在 1 万例以上的临床基

础上，改变了世界医学半相合供者“不可应

用”的观念，形成了被国际同行认可的骨髓

移植“北京方案”。半相合骨髓移植即单倍

体相合移植，是指在骨髓干细胞半相合的情

况下，也能让患者接受移植的技术。也就是

说，在父母与子女之间、堂表亲之间移植，只

要求 HLA 配型部分相合。该技术为需要进

行骨髓移植但又找不到全相合配型的患者

提供了更多救治机会。2016 年，世界骨髓移

植协会正式命名这一由中国人原创的骨髓

移植技术体系为“北京方案”。目前，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血液科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单倍

体移植中心。

从全国范围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的需

求大于供给。“中华骨髓库里的志愿者数量

越大，患者配型成功率就越大。”董秀娟说。

如何加入中华骨髓库？中华骨髓库医

疗服务部协调员崔莉介绍，年龄在 18—45 周

岁，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符合无偿献血条

件的居民，都可以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

者。居民在各地无偿献血点向工作人员提

出申请，只需留取几毫升血样，就可以完成

登记手续。

“我们充分保障每个志愿者和捐献者的

权利。”捐献造血干细胞，都是建立在自愿的

基础上。登记为志愿捐献者后，中华骨髓库

会对志愿者的自愿性进行再确认，并严密保

护每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的个人资料。中

华骨髓库医疗服务部部长杜丹强调，为保障

捐献者健康，捐献前及捐献后半年都要进行

全面体检，定期随访，同时为每个捐献者定

制健康保险。

图①：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在运送造血

干细胞。 资料图片   
图②：中华骨髓库工作人员在对志愿捐

献者进行电话回访。   资料图片   
图③：在湖北襄阳市中心医院造血干细

胞采集室，3 名志愿捐献者正在进行造血干

细胞采集。 谢   勇摄（人民视觉）  

中华骨髓库累计库容超346万人份

造血干细胞捐献传递生命关爱
本报记者   申少铁

①

②

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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