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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刚进病房，我就看到一位老
人坐在病床上，双手抱胸，眼睛斜斜地看着
人。她正嚷嚷着自己没病，为啥送她到医
院，责问女儿是否要抛弃自己。

旁边一个 40 多岁的女子，劝说患者不
要再吵闹，旁边还有其他患者。我纳闷：这
是什么孩子呀，怎么母亲都生病了，脾气还
那么大呢？

问病情时，老人不配合，女儿不耐烦地
劝母亲：“大夫跟你说话呢，你好好说。”我
又心里嘀咕：她已经得痴呆了，还能配合
吗？你为什么不早点儿带她到医院呢？

问诊结束，路过会客厅时，我看到坐在
沙发上的女儿正抹眼泪。这时，女儿看见我
经过，赶紧站起来问：“妈妈的情绪好点儿
没？”看着她关切的眼神，我有些意外，重
新打量这个比我大几岁的女儿，回答说：

“好点儿了，不过照料痴呆患者需要耐心和
爱心，不能操之过急。”

这一提不要紧，打开了女儿的话匣子，
把多年的委屈一股脑儿地说给我听。

早在 2009 年的时候，女儿就发现母亲

记性不好，丢三落四，只是觉得母亲年纪大
了，记性不好是很正常的现象，也没在意。
后来，女儿发现母亲越来越像个小孩儿：经
常出门找不到家，一言不合就哭闹，不让女
儿去上班，担心女儿不要自己，频繁给上班
的女儿打电话，导致女儿不能全身心投入工
作，遂辞职在家陪母亲。

在与母亲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女儿渐渐
发现母亲的许多怪异表现，特别是夜幕降临
时，母亲精神抖擞，几乎每天晚上都把女儿
折腾到深夜。

日复一日，女儿的睡眠时间越来越少，情
绪也变得越来越差，终于不能忍受母亲如此

折磨自己，于是带着母亲辗转多家医院，先后
被诊断为精神障碍、睡眠障碍和阿尔茨海默
病。医生给母亲开了促智、抗精神和催眠的药
物。这些药物一开始还有点儿效果，后来渐渐
就不行了，母亲夜间仍大吵大闹不睡觉。

“每天晚上看着夜空中的星星，心里特
别痛苦，祈求上天能帮帮我。”女儿说到这
儿哽咽起来，“我知道她已经不记得我了，
因为她经常叫我妈妈，但我依然爱着她，即
便未来的路很渺茫，我也一定会坚持下去。”

送走女儿的一刹那，我觉得好惭愧。女
儿的肺腑之言、红红的眼眶，萦绕在我的耳
边、眼前。我感觉之前的想法太狭隘了。换

作是我，我能做得更好吗？我也有老母亲，
因为骨关节炎常常说腿疼，可是因为工作、
家庭、孩子等，我关心过母亲多少呢？

眼前这个做女儿的给我这个做医生的深
深地上了一课，让我在病房里找到了最真实
的亲情，让我走进患者家属的心田，体会她
们的经历，感受她们的感动。此刻我的心
里，早已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第二天查房，女儿坐在老人床边的小凳
上，可能因为曾在我面前暴露过脆弱的一
面，看到我是羞涩的表情，十分客气。目光
交汇，仿佛昨天我们已经互换了彼此的秘
密，成了知心的朋友。

看到老人，我心里觉得那就是我妈妈，很
亲切，很想去关心。我当着老人的面，狠狠地
夸奖了她的女儿，说她很幸福，有这么好的女
儿陪伴，鼓励老人热爱生活，国家那么强大，
医学那么发达，老人一定能长命百岁。

我笨拙的语言给了母女俩信心，女儿拿
出小本子给我看。那上面准确地记下了老人
的入睡时间、醒来时间、夜间起床次数等。
现在，老人的脸色好转了，女儿的情绪也没
那么急了，还哄着老人说：“妈妈你看，这
医院多好啊，这些医生多有耐心啊，等我们
体检完就回家啊。”

老人笑了，女儿笑了，我也笑了。这是
她们母女俩久违的笑容，让我真正体会到她
们的不易和坚韧。

医 生 啊 ， 对 待 患 者 要 “ 笃 于 情 ， 则
视之犹己”，看病时“皆如至亲之想，亦不
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古代
名医的这些话，值得我们用整个职业生涯
实践。

（作者为北京老年医院精神心理二科主
治医师）

笃于情，则视之犹己
胡月青

平行病历▶▶▶

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日前，国
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加强
中药标准管理，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
的中药标准管理体系，推动中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组织制定了

《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自 2025
年1月1日起施行。

国家药监局在相关解读文章中表
示，新时代发展中医药，尤其是在如
何做好守正创新，如何推动中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等方面需要有新思路、新
举措。在中药标准管理过程中，需要
将“最严谨的标准”要求贯穿中药标
准管理全链条，同时做好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标
准管理体系，成为中药标准管理的重
要课题。因此，《中药标准管理专门
规定》的制定和发布，对于加强中药
标准管理，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
点的标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药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使用
的药品，中药标准的研究、制定和管
理必须充分考虑到中药的自身特点。
在《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起草过
程中，将遵循中医药理论、尊重中医
药传统、体现中药特色作为必须把握
的根本原则。

一是强调中药材标准的研究和制
定，应注重对传统质量评价方法进行
研究和传承，鼓励对道地药材的品质
特征进行系统评价和研究。

二是强调中药饮片标准的研究和
制定，应当注重传统炮制经验的研究
和传承，重点关注炮制过程及炮制终

点的判定，对具有“减毒增效”以及
“生熟异治”特点的中药饮片，应当
建立针对性质量控制方法，科学合理
设置质量控制项目。

三是强调中成药标准的研究和制
定，应当根据功能主治、“君臣佐
使”等组方规律及临床使用情况，科
学合理设置质量控制项目。

四是强调中药配方颗粒标准的研
究和制定，应当重点关注中药配方颗
粒 与 传 统 汤 剂 基 本 质 量 属 性 的 一
致性。

中药标准形成机制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中药标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为进一步优化中药标准形成机制，

《中药标准管理专门规定》 积极探索
中药标准监管新举措，引入新的工作
机制。

一是引入竞争机制，对中药国家
标准制修订实施课题管理，各相关单
位可公开申报，择优确定标准课题承
担单位。二是全面深化公开机制，强
调标准提高课题立项信息、起草单
位、样品信息、研究草案甚至审核专
家及审核意见的对外公开，确保标准
工作公开、公平、公正。三是进一步
强化鼓励机制。《中药标准管理专门
规定》严格落实《关于进一步加强中
药科学监管促进中药传承创新发展的
若干措施》的有关要求，将企业和社
会第三方直接申请修订中药国家标准
纳入药品标准形成机制。四是构建中
药标准快速修订机制，要求制定相关
配套文件，加快相关品种的中药标准
修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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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宁电（记者庞革平） 第二
届广西区直单位中药 （壮瑶药） 药膳
大赛日前在南宁闭幕。本次大赛是广
西中药 （壮瑶药） 药膳文化推广的一
次盛会，为参赛选手提供了展示技能
的广阔平台。大赛以“传承中医国
粹，弘扬药膳文化”为主题，比赛内
容包括理论知识竞赛和实际操作竞赛
两个部分，广西共有 45 支区直队
伍共逐桂冠。

各参赛队伍经过激烈比拼，最
终广西中医药大学参赛队，广西职
业技术学院、桂林大野领御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参赛队，广西二轻
技师学院参赛队荣获团体一等奖，

11 名参赛选手荣获个人一等奖。获
得最具人气药膳奖的是鸡骨草煲麻
鸭、黄精淮山烧黄鳝、鸡汤灵芝油
茶、羊肉冷拼、元气驻颜茶、石斛
养生白油茶、石斛田七功夫汤、瑶
家竹香山珍汤、香薷罗汉饮、参芪
如梦饮。

本次大赛基于广西中药资源特色

优势和示范基地优势，充分结合“桂
十味”、31味区域特色药材等各类药
材运用于药膳制作，探索中药 （壮瑶
药） 药膳食疗推广应用，深度发挥中
药 （壮瑶药） 药膳食疗在养生保健疗
疾中的特色优势，促进中医药康养事
业的蓬勃发展，让药膳食疗更好地服
务人民健康。

广西举办中药（壮瑶药）药膳大赛

不久前，在江苏省如皋市城南街道桃北村卫生室里的“中医阁”内，中
医师洪俊正在为患者抓取中药。 徐 慧摄 （人民视觉）

日前，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龙扬镇中药材种植基地，药农在田间管理
中药材菊花。 程伟如摄 （人民视觉）

日前，在安徽省亳州市谯城区龙扬镇中药材种植基地，药农在田间管理
中药材菊花。 程伟如摄 （人民视觉）

为进一步提高近视防控和诊疗
的规范化水平，推动和加强我国近
视防治工作，国家卫健委组织对
2018 年印发的 《近视防治指南》 进
行修订，形成了 《近视防治指南

（2024 年版）》，日前正式发布。对
此，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组长王宁
利进行了解读。

记者：为什么要修订 《近视防
治指南》？

王宁利：为指导科学、规范开
展 儿 童 青 少 年 的 近 视 防 治 工 作 ，
2018 年 6 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 《近
视防治指南》。6年以来，全国各级
医疗卫生机构、近视防控专业技术
人员等根据指南内容积极开展近视
的防治工作，落实指南内容。

目前，随着国内外近视研究的
进展，众多大队列、大人群、高级
别循证医学证据出现，近视防治技
术和措施不断发展，有必要对 2018
年版本 《近视防治指南》 进行更新
和完善，体现新形势下儿童青少年
近视防治的新技术和新措施。本
次，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组织全国
防盲技术指导组结合国内外最新的
学术研究进展对 《近视防治指南》
进行修订，形成了 《近视防治指南

（2024年版）》。
记者：为什么近视既要重视防

控又要重视治疗？
王宁利：儿童青少年近视的预

防和控制，对于降低近视的发病率
和减少高度近视的发生有重要作
用，同时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目前
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已成为我
国不可逆性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
之一。

因此，近视不仅要预防和控
制，针对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
及并发症的治疗也应引起各级医疗
卫生机构的重视，既要提升近视的
防控能力，加强近视的科学防控，
又要对病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及
并发症及时实施干预措施，减少致
残致盲。

综上，本指南不仅涵盖了近视
的预防和控制措施，也涵盖了对病
理性近视相关眼底病变及并发症的
治疗。在开展近视防治服务的过程
中，各级医疗机构要严格遵守相关
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临床路
径、药品说明书等，确保医疗质量
和安全。

记者：为什么要重视远视储备
的保护？

王宁利：远视储备是用来监测
屈光度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表
明，与年龄对应的远视储备是近视
发生的最佳预测指标，如小学一年
级时远视储备已消耗完，其在小学
阶段极易发展为近视。由于儿童青

少年过早、过多地近距离用眼，导
致远视储备低于其年龄对应的标准
范围，即远视储备不足。为保护远
视储备，应当把近视防控前移到学
龄前儿童，在学龄前应定期接受儿
童眼保健及屈光筛查，增加户外活
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负荷等，
使远视储备保持在正常范围。

需要强调的是，远视储备如果
超过相应年龄的上限，则应注意儿
童是否患有远视眼。此外，在儿童
眼球发育过程中，视力和屈光度的
发育是相互匹配的。如果远视储备
在正常范围内，还应关注儿童的视
力情况。

记者：为什么要强调儿童青少
年的户外活动？

王宁利：户外活动可以有效防
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首先要保障户
外活动的时间量，每天户外活动时
间不少于 2 小时。不仅在学校要多
进行课间户外活动，而且放学后和
周末在家庭主导、家长或监护人参
与下积极带孩子到户外活动，从而
达到每日户外活动的时间目标。研
究表明，户外活动防控近视的作用
与暴露时间和光照强度有关，因此
为更好发挥近视防控的作用应强调
到户外进行活动。目前学生群体近
视等多种疾病或健康问题，具有普
遍的公共卫生影响因素，因此从学
生常见病多病共防角度，倡导不仅
单纯在户外还应进行活动，既能强
身健体又可对多种疾病达到防控的
目的。

记者：为什么将指南第四部分
“单纯性近视的矫正措施”更新为
“近视的矫正和控制”？

王宁利：单纯性近视者不仅需
要采用合适的方式矫正获得清晰的

远视力，对于儿童青少年采用有效
的干预措施控制近视进展的速度，
避免近视度数过快增长也十分重
要。因此，本指南第四部分进一步
明确了近视的矫正和控制措施，旨
在指导医疗卫生机构、近视防控专
业技术人员等为儿童青少年选择适
合的方式。

需要注意，近视矫正手术是通
过手术方式改变眼的屈光度，术后
近视患者眼底的结构并未发生改
变，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由于眼
轴拉长多伴有眼底的病变，这些眼
底病理性改变依然存在，并没有从
根本上治愈近视。因此，术后仍要
像术前一样注意用眼卫生，有眼底
改变的近视者，依然需要定期检查
眼底。此外，角膜塑形镜和多焦软
镜等器械及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都
是控制近视进展的措施，使用后也
不能从根本上治愈近视。

记者：为什么要重视高度近视
的相关眼病？

王宁利：高度近视由于眼轴增
长引起的眼球形态和结构的改变，
易进展为病理性近视，进而可导致
多种眼部并发症。病理性近视相关
眼底病变已成为我国不可逆性致盲
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引起的眼
部并发症包括后巩膜葡萄肿、脉络
膜新生血管、周边视网膜血管异
常、黄斑萎缩、黄斑劈裂、黄斑裂
孔、视网膜脉络膜萎缩、视网膜裂
孔、孔源性视网膜脱离等眼底疾
病，青光眼、白内障、斜视等眼部
疾病的风险也显著增加。因此，高
度近视患者应在医生的帮助下，保
护视力的同时，更应防控相关的眼
部并发症，尽量减少致残致盲的
风险。

专家解读《近视防治指南（2024年版）》

近视要防又要治
本报记者 熊 建

大健康观察▶▶▶

近年来，广西壮族自治区
贺州市税务部门紧紧围绕壮瑶
医药产业发展需求，通过调研
走访，在建设中草药种植基
地、培育中药材大品种、推动
中药新药研发等方面精准发
力，整理相关税费优惠政策台
账，“量身定制”税费优惠政
策清单，为壮瑶药发展“强筋
健骨”。

图为贺州市税务部门工作
人员走访某中草药材种植有限
公司，为企业解决中草药材种
植面临的涉税问题。

冯良程摄

近年来，国家卫健委大力推动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工作。

首先是加强规划引领，推动将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纳入“十
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和中国儿童发
展纲要。

再者，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充
分利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等多种形
式，重点宣传预防近视要从小从早
做起、每天日间户外活动不少于 2
小时、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分年龄
段限制视频类电子产品使用、每天
坚持做眼保健操等科学知识。

还有，重点推动近视预防关口
前移。规范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
力检查服务，聚焦婴儿期、幼儿

期、学龄前期，在不同阶段开展不
同检查，在 24 月龄、36 月龄和 4、
5、6岁时开展屈光筛查，检查儿童
的“远视储备量”。

最后，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加强
眼科专业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开
展中西部地区县级儿童保健人员培
训，强化基层人才队伍的建设。

经过不懈努力，儿童青少年近
视防控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全国
0-6岁儿童眼保健和视力检查覆盖
率达到了 95.1%，2022 年我国儿童
青少年总体近视率、6岁儿童近视
率分别是51.9%、12.7%，与2018年
相比分别下降了 1.7 和 1.8 个百分
点，呈现向好改善态势。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取得积极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