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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公立医疗机构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互认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印在古籍上，今人
很难想象，老祖宗竟然给我们留下那么多
保健良方，比如陈芥菜卤。

话说明代常州天宁寺，有许多大缸，
缸中放着芥菜，经过日晒夜露，使芥菜霉
变，长出绿色的霉毛来，长三四寸。僧人
将缸密封，埋入泥土之中，要等到十年之
后方能开缸应用。经过这么长的时日，缸
中芥菜已经完全化为水，连长长的霉毛都
不见了，这就是陈芥菜卤。

寺庙僧人用这种陈芥菜卤干啥呢？治
病，专治高热病症，如小儿“肺风痰喘”

（小儿肺炎） 以及化脓性呼吸系统疾病。这
一点，已为医界所证实。比如，清代医家
顾元交撰写的 《本草汇笺》 中说：“治肺
痈，用百年芥菜卤久窨地中者，饮数匙立
效。其义以芥菜辛温，得盐水久窨之气，
变为辛寒，辛寒散痰热，芥菜主通肺也。”

这几句不好懂？沪上名医陈存仁（1908年—1990年） 在他的 《被
忽视的发明》一书中说，这就是中国早期发明的“青霉素”啊。

也就是说，在青霉素1928年被英国科学家弗莱明发现前，这种
名为“陈芥菜卤”的中药在古代中国各地的大寺院中，就被广泛用
于赠贫济病了，其发酵制作与青霉菌的培养过程极为相似。

陈存仁在书中记载这件事，不是为了和西医争“发明权”以抬
高中医身价。被誉为“中医才子”的陈存仁对西医十分赞佩：“我也赞
美西方医学能开脑，能换肾，还能换心。这种情况的确是西方医学
的莫大成就。”之所以用中西对照的方法，以中国药物的发明这一自
然科学论题为主线，来证实西方医药上的若干重大发明与中医药有千
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说清楚中医在世界医学史上所作的巨大贡献和
所处的重要地位，是因为“我们不能妄自菲薄，以为中医药不合科学；
相反，我们应奋起直追，搜索我们祖先的发明，作出新的贡献”。

为达到这一目的，陈存仁从古籍的中梳理出大量“泽被后世”
的发明，分门别类，旁征博引，用轻松的笔调，一一写出。

比如讲中国麻醉剂时，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华佗麻沸散外，陈
存仁从 《外科准绳》《玉堂闲话》《石室秘录》《资蒙医经》 等书中，
找到了5段中医麻醉的文献记载。由于他本人就是名医，因此，能从
药理角度进行比较分析：“曼陀罗花，向来用作植物性麻醉药……后
人发现麻醉力最强的是曼陀罗花子……近世中医外科手术上用到麻
醉剂，都以曼陀罗花子为主要药物。日本人也认为曼陀罗花子的麻
醉效力不会引起副作用，因此日本有名的外科专家华冈青洲着意研
究，已有成就。”

更有意思的是，在略显严肃地讲述完古籍上的麻醉方法后，陈
存仁把视线投向了民间文学，引用扬州评话大家王少堂讲述“武松十
字坡打店”遇见孙二娘下蒙汗药一节，作为插曲。看似旁逸斜出，其
实是把中医药的发展放置在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将常人难以想
到的丰富的社会层面、文化价值揭示出来，让人读后回味不已。

就这样，《被忽视的发明》 把老祖宗在优生学、药物学、生理
学、荷尔蒙疗法、消毒防腐法、免疫疗法、物理疗法、针灸疗法、
伤科与推拿术、病理解剖学、养生学、化学疗法等领域留下来的宝
贝们，一一检视，拂去尘埃，放出了耀眼夺目的光彩。

当过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的丁惠康，早年在德国柏林大学进修
医学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时，除了论文之外还要经过口试。考
试委员是一个汉学家，问了他一个问题：“深呼吸的发明是起源于中
国，你知道发明者是何人？”

丁惠康对于外国医学史熟得很，但对中国医学上的发明一无所
知，竟然答不出这个问题，结果面试不及格，要再读半年，重行
面试。

为此，小丁急急乎写信询问父亲丁福保。丁福保是中国近代著
名藏书家、医学家，他回信说：“这是发明于庄子，古称吐纳。”到
重行考试时，那个考试委员又问了他3个问题，包括之前他答不出的
深呼吸问题。丁惠康就根据父亲的说法，答说：“深呼吸发明于庄
子。”于是考试通过，博士学位证书到手。

“一入三伏，上蒸下煮。”7月15日是入伏第一天，意
味着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正式开始。

入伏前后，全国各医疗机构启动三伏贴贴敷服务。
三伏贴是否人人都能用？怎么贴最有效？贴三伏贴有哪
些注意事项？对此，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多
位专家进行了解答。

2024年“加长版三伏天”来临

三伏贴开贴，这些事项要了解
本报记者 王美华

据新华社广州电 （记者徐弘
毅） 记者近日从广州市卫生健康
委获悉，广州市检验检查结果互
认平台近日全面启用，实现了市
内公立医疗机构全覆盖，患者在不
同医疗机构就诊，不必重复进行检
验检查。

近年来，广州市卫生健康委搭
建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对接各
级各类医疗机构的医院信息管理系
统，实现检验检查结果信息平台预
存、系统推送、调阅提醒、共享互
认和监督管理。

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介绍，患
者就诊时，互认平台会通过医生工
作站自动提醒医生有可互认项目，可

供调阅查看。当次诊疗过程，医生
开具检验检查项目符合互认要求
的，系统会进行重复检验检查提醒，
提升互认工作的便捷性、有效性。

目前，广州已有287家医疗机
构接入检验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其
中广州市内的省部属、市属大型三
级医院全部接入，公立医疗机构实
现全覆盖。同时，该平台与广东省
内其他地市接入省级互认平台的医
疗机构也实现互认共享。

截至今年5月底，广州市检验
检查结果互认平台已纳入255项医
学检查项目、1181 项医学检验项
目，实现全市检验检查结果信息调
阅提醒、可信互认和监督管理。

扶阳祛寒，“冬病夏治”
正当时

入伏第一天早上8时许，北京中
医医院呼吸科、耳鼻咽喉科、儿科等
门诊迎来不少前来贴三伏贴的患者。
记者在呼吸科诊室看到，医生仔细询
问一位老年患者的情况后，麻利地将
3个大小相同、带有药剂的圆形穴贴
分别贴在患者的 3 处穴位上。“我年
年都来贴三伏贴，感觉效果挺好。”
79 岁的李先生说，他有支气管炎的
老毛病，一到冬天支气管炎容易发
作，咳嗽得厉害，自从贴了三伏贴，
他的咳嗽明显减少了。

“三伏贴是中医传统疗法中一种
特殊的穴位贴敷法，源于其独特的

‘冬病夏治’理念。”北京中医医院副
院长杨国旺介绍，“冬病夏治”是我
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特色，中医认为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三伏天是一
年中最炎热的时期，此时人体阳气旺
盛，经络通达，气血充沛，利用这一
有利时机将三伏贴敷贴于特定穴位，
能最大限度地祛风散寒，补益人体阳
气，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预防旧病
复发或减轻其症状，达到防治冬季易
发疾病的目的。

什么是“冬病”？杨国旺介绍，
“冬病”一般指冬天容易发作或加重
的疾病，中医学上根据“冬季易发
病，夏天易缓解”和“感寒加重，遇
暖减轻”的特点，将这类疾病统称为

“冬病”。“冬病”最多见于呼吸系统
疾病，如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喘、慢性阻塞性肺病、慢性鼻炎、慢
性咽炎、反复感冒等。由于人体肺脏
通过鼻、气道与自然界直接相通，外
界空气的冷暖、燥湿等环境变化直接
影响着肺脏功能。一旦得了肺病，肺
脏的防御功能降低，鼻、气道、肺泡
等肺系组织不能耐受环境空气温度、
湿度的变化，就很容易出现咳、痰、
喘等呼吸症状，所以呼吸系统的疾病
在冬病中最为常见。

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贴三伏贴？
“三伏贴有特定的适用人群，并

不是所有人群都适合，它也不能包治
百病。”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
医师孟广松提醒，贴敷前应让专业的
中医医生辨明患者体质和疾病性质，
判断能否进行贴敷。三伏贴适用于秋
冬季易发作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及过
敏性鼻炎患者，也适用于小儿、老人

（60岁以上） 体虚易感冒、反复咳喘
（呼吸道感染） 者。同时，需符合中
医辨证属阳虚为主，或寒热错杂以寒
为主的患者。

“三伏贴不是‘万能贴’，它也有
禁忌人群。”北京中医医院耳鼻咽喉

科副主任医师韩金帅提醒，对于各种
发热性疾病，多种感染性疾病的发热
期及活动性肺结核者，咳吐黄色浓
痰、咯血或易出现口腔溃疡等内火较
重者，贴敷部位的皮肤有创伤、溃
疡、感染者，对敷贴药物或敷料成分
过敏者，妊娠期妇女、皮肤过敏、瘢
痕体质者，不建议进行三伏贴贴敷治
疗，或在医生指导下应用。

“需要注意的是，‘冬病夏治’不
能替代其他治疗。”杨国旺提醒，正
在接受相关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在进行

“冬病夏治”期间不能盲目减药、停
药，以免导致疾病加重。

趁热打“贴”，年轻人青
睐中医养生

据介绍，今年的三伏天是7月15
日至 8 月 23 日，共计 40 天，按每 10
天为一伏计，共有4个“伏”。

“今年的三伏天有 4 个伏，属于
‘加长版’。”杨国旺介绍，相应的，
今年一包完整的三伏贴共有4份，每
份包含3贴。贴敷时间为每伏任何连
续 3 天均可，每天 1 次，每次贴敷 3
个穴位，成年人每次贴敷 6 至 8 小
时，每伏间隔 7 天。根据个体差异，
贴敷时间也可以做适当调整。

贴三伏贴时，常有人出现贴漏的
情况，这时该怎么办？“如果错过一
两贴没关系，后续补上就行。”杨国
旺说，不过三伏贴讲究时令性，建议
最好每伏连续贴敷三贴。

据介绍，在“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中医传统理论指导下，北京中医医院
荟萃多位名老中医经验，研制防治慢
性咳喘疾病的外用三伏贴“温阳化痰
穴贴”，其基本药物组成为炒白芥子、
细辛、百部、白芷、醋五味子、冰片，可
常温下保存，用时除去衬纸和边胶，直
接敷贴即可。截至目前，“温阳化痰穴
贴”已经连续 13 年作为北京市“冬病
夏治三伏贴”专项工作指定用药，为
全市700余家医疗机构提供服务。

贴了三伏贴，什么时候能看到效果？
“很多人关心，贴了三伏贴后，

作用是否很快能显现？由于三伏贴属
于‘冬病夏治’，这就决定了它的效
果呈现往往具有延后性。”杨国旺介
绍，多年的临床观察及研究发现，连
续3年以上使用三伏贴的效果较为显
著。因此，中医一般建议三伏贴最好
连续贴 3 年，以保证治疗的连续性，
对调整机体免疫力、减轻病症等能发
挥更好的效果。

在北京中医医院三伏贴诊区，记
者看到候诊者里有不少年轻的面孔。

“我这是第二年来贴三伏贴了，我有
过敏性鼻炎，去年贴完感觉有缓解，
今年就继续来贴。”28 岁的陈女士
说，她和一些朋友分享了自己的经
历，有的朋友也决定试试三伏贴。

“自夏至开放‘三伏贴’服务预
约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有近4万人通
过线上预约。我们做过统计，贴三伏
贴从人群分布来说，以前更多集中在

中老年人、儿童群体，现在年轻人的
占比越来越高。”杨国旺表示，随着
生活方式的变化，年轻人在身体调养
方面有了更高的需求，越来越重视养
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
中医药调理身体、选择中药代茶饮
等，“看到这些现象我们很欣喜，这
意味着传统中医药正受到大家的认
可，我国博大精深的中医文化会得到
进一步弘扬。”

取穴需准，自行贴敷不
建议

从网上买三伏贴自行贴敷靠谱吗？
“自行在网上购买三伏贴时，需

认准外包装上是否含有‘药准字’或
‘药制字’。此外，如果有夸大功效的
宣传，比如声称可以治疗各类疾病

的，需引起警惕。”孟广松提醒，三
伏贴本身是一种药物，贴三伏贴是一
种医疗行为，任何药物的使用都建议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以保证安全。
尤其是首次贴敷的患者，来院之后医
生会先给患者做一个评估，根据自身
的体质、症状来选择穴位。对于呼吸
系统疾病，三伏贴只需在天突、膻
中、大椎、肺俞、膏肓这5个穴位中
选择 3 个进行贴敷即可，一般需要医
生根据患者状况进行确定，而有的穴
位好找，有的不太好找准，需要医生进
行专业指导。网上购买的三伏贴可能
也有教程，但自行贴敷未必能找准穴
位。因此，建议大家第一次贴敷还是
争取到医院，听从专业医生的建议。

对儿童和老年人群体，贴敷三伏
贴有哪些注意事项？

北京中医医院儿科主任李敏介
绍，儿童使用三伏贴有年龄限制，一般
需要2岁以后开始；为避免过敏，儿童
一般只需贴 2—4 小时。若贴敷过程
中发现孩子皮肤特别痒，起了皮疹，可
能是出现了过敏，就应当暂停贴敷。
如果只是皮肤表面轻微发红，属于正
常的药物反应，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

李敏建议，家长第一次带孩子到
医院贴敷时，建议贴完后先不着急回
家，可在医院多待一段时间进行观
察，如果有特殊情况可以在院内得到
专业处理。此外，贴敷当天应避免带
孩子去游泳，避免吃冷饮，饮食不能
过于油腻。

对于老人，杨国旺介绍，老年人
容易合并慢性基础疾病，例如糖尿
病、周围神经病变、心脑血管病变
等，特别是血糖控制不理想、皮肤对
疼痛刺激不敏感的患者，一旦出现皮
肤起疱或破溃，如果护理不当，容易
继发皮肤感染或伤口愈合困难，因此
这类人群应该在医师指导下和家人陪
护下进行治疗，同时建议适当缩短贴
敷时间，或根据具体病情慎 （禁） 用
穴位贴敷。慢性病患者需要谨遵医嘱
用药，不能因为贴敷有疗效而擅自停
用原本使用的药物。

三伏贴贴敷注意事项

1. 小儿、久病、体弱、消
瘦者，贴敷时间宜短，并应在贴
敷期间密切注意有无不良反应。

2. 贴敷期间，避免电扇、
空调直吹，以免影响药物吸收。

3. 贴敷期间，饮食不要过
分油腻，也勿贪凉，宜清淡饮
食，慎食海鲜、牛羊肉等。

4. 贴敷时不要做剧烈运
动，以有氧轻运动为佳，推荐八
段锦运动，注意防暑。

5. 三伏贴白天贴敷最佳，
注意皮肤反应，如局部出现痒、
痛、起泡等剧烈不适反应，可提
前去除膏药，并咨询医生。

6. 敷贴后当天可以洗温水
澡，清水洗净即可，观察穴贴部位
的反应。

7. 贴敷期间，注意避免衣服药
贴部位染色，可选择深色类上衣。

8. 贴敷期间有其他不适情
况，建议及时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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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为入伏首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洛舍镇卫生院护士在给村民贴
三伏贴。 赵 宁摄 （人民视觉）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健康中国
奋发有为

健康视线

夏日篮球赛
拼搏展风采
夏日篮球赛
拼搏展风采

近 日 ，四 川 省 华 蓥 市
2024年夏季篮球联赛在蓥城
红岩公园开赛，来自全市8支
青年队、7支中年队参赛。赛
场上，球员们精神饱满，斗志
昂扬，以精湛的球技和默契
的配合，赢得了观众的阵阵
掌声。

图为两支球队在场上进
行激烈角逐。

邱海鹰摄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