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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资 讯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医 说 新 语

据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约有 2000多万短暂性脑缺
血发作患者，至少 700 万卒中患者， HR-NICE （高危非
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 人群占到所有缺血性脑血管事
件的 51.23%。可见，我国高危非致残性缺血性脑血管事件
的人群庞大，防控任务繁重。中国卒中学会常务副会长、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教授在近日
启动的 HR-NICE 综合管理项目活动上表示，目前中国脑
血管病的防治现状很严峻，因此，一方面我们要建立覆盖
全国的脑卒中防控体系，针对高危人群做好疾病预防和筛
查工作；另一方面，找准防控成本效益最高的目标人群进
行定向干预，是卒中防控的重点也是难点，也是最大程度
降低脑血管病危害和疾病负担的关键。

王拥军说，HR-NICE 综合管理项目首次提出：将包
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轻型卒中在内的高危非致残性缺血
性脑血管疾病人群作为我国脑血管病防控最佳窗口。项目
聚焦卒中全病程管理，旨在改善治疗不规范和药物治疗依
从性差等诸多问题，从而为中国打开一条有效的脑血管治
疗路径。

王拥军强调，从治疗效果、成本、依从性等方面综合评估
后，确定把 HR-NICE 人群作为重要的防治人群，针对这部
分人群采取积极的防控措施，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非致
残性脑血管病中，低危患者病情稳定，一般不会发生大卒中
事件；而高危患者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复发成为严重的致残性
卒中。对于 HR-NICE 人群如果能够尽早进行药物干预并
做好长期随访工作，可以大大降低卒中复发率和死亡率，是
综合防治成本和治疗效果的最佳选择。

防控脑卒中要有重点
找准最佳人群实施定向干预

樱 子

最近，一则“上海产妇盖棉被‘捂月子’中暑
身亡”的新闻，在网上疯传。关于坐月子，我国民间
有很多习俗和规矩，比如一个月不能洗头、不能碰凉
水、不能吃盐、不能受风、不能喝水、不能吃青菜水果，
要吃红糖等。有些年轻的产妇看着外国人潇潇洒洒
坐月子总是羡慕嫉妒恨，可是刚想“举为中用”就招来
长辈们的告诫和呵斥。专家表示，产妇产后保养十分
重要，但不当的“坐月子”方式可能会对产妇健康造成
危害。我国与国外的产妇坐月子的方式各有优缺点，
应该取长补短，达到最佳效果。

西方人没有“坐月子”的概念

今年 5 月，英国凯特王妃产下小公主后不到 10
小时就出现在公众面前，接受大家的欢呼。当日伦
敦气温只有 10 摄氏度，产后的凯特王妃光着双腿、
露着胳膊、踩着高跟鞋就这么出来了！

其实，凯特不坐月子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生
下乔治小王子第二天，她也是穿着短袖在室外与媒
体见面。在一直强调“坐月子”重要性的中国人看
来，凯特这样在室外吹风、站立，样样都是错，以
后肯定落下“月子病”。但也有人认为，凯特这是给
大家做出“不用坐月子”的示范。

“从西医的角度来说，没有‘坐月子’的说
法。”朝阳妇幼保健院郭郡大夫很肯定，“外国人完
全没有这个概念，生完孩子后该做啥还是做啥，在
饮食上也不会很挑剔。西方人认为生娃娃是很自然
的事情”。

但是，郭郡表示，产后孕妇的身体代谢比普通
人旺盛，平时纳凉时不要对着风直吹，空调开放也
要控制好温度，不应太低，否则易感冒。洗澡洗头
时最好不要选择盆浴，以防细菌趁机侵入身体导致
创面感染。“无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生完宝宝之
后都要注意饮食习惯，尤其要注重饮食营养的均衡
搭配，产后将其调整到正常的状态。”

中外都重视产褥期

“好好坐月子，否则以后老了就后悔。”在中
国，几乎每个产妇都会听到长辈类似的叮嘱。

其实“月子”只是一个通俗概念，它的医学术
语叫“产褥期”，一般指从胎盘娩出至产妇全身各器
官恢复至妊娠前状态，一般为6周。

中医认为：坐月子适合中国女性体质。“‘坐月
子’并非空穴来风，中医里‘坐月子’之说也非无
稽之谈，中国人与西方人体质不同，因此，不能完
全用西方人的生活观点套用在中国人身上。”中医名
医馆妇科主任医师冯慧丽表示，“坐月子”主要是中
国、印度等国家才有的传统，在许多西方国家，并
没有产妇“坐月子”的传统。“在这件事情上，并没
有对错。中西方人体质不同，中国产妇坐月子，并
不是没有道理的。”

冯慧丽解释说，产妇产后气血亏虚，易感受风湿
寒邪。风寒湿滞留在关节、肌肤及脏器表面，易导致
产后风湿、产后恶露不尽及产后各种疾病，如腰痛、胃
病等。所以，中医提倡产后要坐月子，要捂。

西医也坦言“坐月子”有依据。郭郡解释说，
10 月怀胎之后，母体的身体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
不光是生理系统上有变化，血液系统和消化系统都

会随着妊娠的过程而改变。普遍认为生完宝
宝后的一两个月时间是身体恢复到妊娠前状
态的重要时期，这是中国人提倡“坐月子”

的原因之一。

月子不是“坐”出来的

凯特王妃产后第二天就下床走路，跟随威廉王
子出院回家。可是根据中国民间的一些“坐月子”
习俗，产妇在生完小孩的一个月内要“闭门不出，
坐床不起”。

“这是大家理解有误区，中医中所说的‘坐月
子’可不是‘坐’出来的。”冯慧丽说，在中医理论
中，绝对没有关于产妇在“坐月子”期间“闭门不
出，坐床不起”这样的说法，相反的，对于顺产产
妇，医生提倡生完小孩尽早下床走动，进行适量的
运动。“这样有助于产妇体内淤血的排除，肠胃蠕
动，帮助身体机能恢复。”

其实无论中西医，都提倡科学坐月子。对于夏
季产妇“坐月子”，专家们建议产后头三天，新生儿所
需母乳量不多，产妇可以不用吃得太多，可以适当喝
一些鲫鱼汤促进体内淤血排除。随着时间的增加，孩
子所需的母乳量增多，可增加营养。“一般而言，一天
两个鸡蛋，能够满足产妇对蛋白质的需求。”

“平时在家里，要注意通风散热，要多吃新鲜的蔬
菜、水果。”冯慧丽表示，夏季天气炎热，不宜穿得太
厚，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下地走动，进行适当锻
炼。“对于奶水不够的妈妈，可以多吃一些流质食物。”

坐月子无需太多“清规戒律”

在中国传统的“坐月子”文化中，夹杂很多“清规
戒律”，比如忌口、忌洗澡、忌洗头等等，而西方人在

“产褥期”并没有这种讲究，甚至是与之相反的。
清规戒律的形成可能与过去的生活条件艰苦有

关，比如以前洗澡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冬天没有
暖气，洗澡、洗头无法及时保暖，很容易造成产妇
感冒。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老一辈口中的“清规
戒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年轻妈妈抛弃。“不仅年

轻的父母，现在当外婆和奶奶的，也开始更理性地
对待这些‘清规戒律’了。”郭郡认为，坐月子传统
不可弃，但要讲究科学坐月子。“比如，产褥期是
6—8 周左右，恶露才会完全消失，产妇的子宫恢复
到孕前大小。值得注意的是，产后6周内应避免重体
力劳动，以防子宫脱垂。”

专家还强调，产妇从产后第3天开始，就可以练
习产后操，加强盆底肌肉训练和腹肌运动。等坐完

“月子”（42天） 身体恢复后还可多游泳，有针对性
地锻炼腹部肌肉。

链接▶▶▶
坐月子饮食应营养均衡
传统的月子习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是流传

下来后有些意思被曲解了，才导致产妇坐月子成了
一种煎熬。在饮食上，传统习俗认为坐月子就要尽
可能多吃肉、蛋类，少吃蔬菜水果。深圳远东医疗
月子养护馆中医医生张克表示，这其实是个误区。
过多的动物性食物摄入，使绝大多数产妇蛋白质、
脂肪摄入过量，加重脾胃和肾的负担，还使得维生
素和矿物质的摄入减少，导致营养不均衡，增加便
秘、痔疮的发生，甚至还会影响乳汁中维生素和矿
物质的含量，进而影响婴儿的生长发育。

张克提醒，外国妇女没有坐月子的习惯，也许
是因为体质不同，但中国妇女是必须要坐月子的。
无数例子表明，产褥期间落下的疾病可能终身不
愈。“采用科学的中医调理方法，完全可以使一个女
性坐完月子变得更加健康，更加美丽。”

烧烫伤是因热力（火焰、灼热的气体、液体或
固体）、电能、化学物质、放射线等作用于人体而引
起的一种局部或全身急性损伤性疾病。在古代，
一般以火烧和汤烫者居多，故又称为水火烫伤、汤
泼火伤、火烧疮、汤火疮、火疮等。随着现代科学
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化学烧伤、放射性烧伤、电击
伤等。

祖国医学早在晋代《肘后方》中就有“烫火灼
伤用年久石灰敷之，或加油调”和“猪脂煎柳白皮
成膏”外敷的记载。

现代医学认为，高温可直接造成局部组织细
胞损害，发生变质、坏死、甚至炭化。大面积严重
烧伤可引起全身性变化，早期可因大量体液丢失
和剧烈疼痛引起休克。在体液回收期和焦痂脱落
期，细菌感染可引起脓毒败血症。创面修复愈合
可形成大量瘢痕或形成顽固性溃疡。

中医认为，烧烫伤主要是因火毒炽盛，伤津耗
液，损伤阳气，致气阴两伤。或因火毒侵入营血，
内攻脏腑，导致脏腑失和，阴阳平衡失调，重者可
致死亡。治疗则应以清热、解毒、滋阴为主，严重
者需回阳救逆、凉血清营治疗。

外用药物治疗，对于 I度、浅Ⅱ度、深Ⅱ度
烫伤，主要以保护皮肤为主，用各种油质敷料覆
盖创面表面，促进烧伤创面的愈合。严重烧伤需
要控制感染、保护创面、切痂植皮、防治并发症
等。

有条件者，超过 1%的烫伤都应该就医；而

烫 伤 面 积 成 人 达 15% ～20% 、 小 孩 与 老 人 达
10%～15%，可能会危及生命，一定要尽快送医
院治疗。此外，I度烫伤可自行治疗，浅Ⅱ度最好
由专科医生治疗，深Ⅱ度必需由专科医生治疗。

自制中药
⑴生大黄、黄柏、黄芩、生地榆各等分，研细末

和匀，加少许冰片，混入白凡士林，搅至均匀为度，
外用。

⑵将熟蛋黄放在锅内炒，至蛋黄油渗出时压
挤取油。一个鸡蛋黄可出油 5～8毫升，用蛋黄油
外涂。

⑶枯矾 15 克、花椒 30 克，炒至黄褐色时研成
细末，再加冰片3克混匀，用麻油调涂。

有水疱的伤面可剪破水疱，外涂中药，每日一
次，上盖敷料，直至结痂。

近日，发表在《美国转化医学杂志》上的两篇最新科研结
果表明，脉冲电磁场能促进心肌梗死和下肢缺血大鼠受损细
胞及组织的再生。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
老年医学科主任医师段俊丽及其研究团队研究的成果。

在近日“创新技术开拓呵护血管健康”专家研讨会上，段
俊丽表示，两项研究均揭示了脉冲电磁场——这种物理性促
血管新生疗法的机理及有效性。“促血管新生疗法目的是建
立缺血部位的侧支循环，通俗点说，一是让血管再生，好比直
接修条‘新路’，二是唤醒平时‘休眠’的血管，让平时用不着
的‘小路’派上用场，最终在机体发生缺血时，挽救濒临死亡
的细胞或组织。”

在针对心肌梗死的动物试验中，研究发现，“生命核”脉
冲电磁场可能通过促进心肌梗死边缘区的血管新生、抑制心
肌梗死边缘区的细胞凋亡等机理，改善大鼠心肌梗死后心脏
的功能。

此外，研究还发现“生命核”脉冲电磁场对下肢缺血大鼠
的治疗作用。结果表明，脉冲电磁场有望成为下肢严重缺血
患者的潜在治疗手段，它可显著加速伤口愈合，降低坏疽发
生率，促进血管新生。

两项研究中使用的实验材料是获得美国 FDA、欧盟 CE
准入许可的中国二类医疗器械——“生命核”，它通过将数码
移动生物科技与再生医疗跨界融合，成功模拟再现机体再生
修复信号，能够向大脑发出求助信号，从而启动再生修复系
统，对受损的血管进行自我修复。

针对上述科研成果，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心血管病医院
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认为，段俊丽带领的科研团队在
细胞及动物研究层面，通过科学
的实验设计，严谨的科研理念，
揭示了脉冲电磁场对心肌梗死
和下肢缺血的有效性，为治疗此
类疾病提供了新的路径。

张澍说，人体是一个非常复
杂且智慧的系统，通过自身的再
生能力，或许有望找到新型的治
疗技术，延缓机体衰老或病变的
进程。面对目前中国的第一大病
——心脑血管疾病，不仅需要积
极倡导预防的理念，使疾病的关
口下移，关口前移，还要勇于探索
具有可及性、实用性、方便性的科
技手段。

有关数据显示，以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癌症和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为主的慢病，造成全球大于 60%的死亡。
而我国，因慢病导致的死亡已占到全国总死亡的 85%，占
全国疾病负担的 70%。在近日启动的“关注慢病健康中
国”慢病综合管理项目活动上，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
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刘克玲表示，我国慢病已成井喷式的
状态，是我们应该迫切关注的问题。应该将控制慢病危险
因素作为干预重点，以健康教育、健康促进和患者管理作
为主要手段，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构建慢病社会化
防控体系。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基金管理部部长周魁庆说，“关注慢
病 健康中国”慢病综合管理项目是以《中国慢性病防治工
作规划 （2012-2015年）》 为参考，通过慢病教育和筛查，
提高高危人群的筛查率、治疗率、管控率和达标率，最终
实现慢病健康管理。在这个项目中，慢病教育可到达十几
个省市的300余家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现全方位、
多角度、深层次的立体覆盖。不仅如此，项目还将针对全
国人群进行大规模的慢病筛查和测评，利用移动 APP记录
和监测患者数据，用以辅助临床实践，实现慢病管理的数
字化、智能化和人性化管理。

此外，该项目还将借鉴智慧医疗模式，以患者需求为
本，运用互联网手段搭建慢病管理及医患沟通平台。

脉冲电磁场可促血管新生
马淑燕 王静宇

肠道菌群健康地图研究启动
本报电（雨晴）“中国人肠道菌群健康地图”研究近日启

动。
该课题由中国社科院、中国疾控中心和山东凤凰生物研

究院共同发起，将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不同
生活条件人群的菌群研究，找出差异，呈现出针对中国人体
的肠道菌群“大数据”，完成“中国人肠道菌群健康地图”绘
制工作，为发挥复合微生态制剂在慢病防治中的靶向作用提
供大数据，寻找和挑选符合或适应中国各地区和各种人群的
菌株，开发最适合中国人的复合微生态制剂。

“健康减重十万斤”活动举办

北京顺义区近日开展“全民总动员健康减重十万斤”活
动，发出“一年内减重十万斤”的倡议，希望每一个顺义人
都能关注自身健康体重。

据2014年监测数据表明，顺义区18岁以上成年人超重率
为 37.6%，肥胖率为 26.6%，超重肥胖合计高达 64.2%。为此，
顺义区政府出台2014年至2020年慢病防控规划，对慢病实施
综合防控，同时从注重疾病诊疗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
变，保障群众身体健康。 李 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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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慢病 教育为主
文 心

烧烫伤后，如何用中医药治疗
杨博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