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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男科论坛暨首届中国
男科主任高峰会上，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主委、北
医三院生殖中心男科主任姜辉教授强调，随着社会经
济发展、观念进步和新二胎政策的实施，广大男同胞
对于生殖健康的认识水平也不断提高，这也为男科学
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无论是国家、制药企
业，还是医院或药店等药品销售终端，都要一如既往
地将严把药品质量作为其最核心的价值。

姜辉说，在所有涉及到药品质量、伪劣药或假药
的报道中，被提及最多、涉猎最广且大众知晓率最高
的当属“伟哥”。 实际上，“伟哥”在中国是治疗男性
勃起功能障碍 （ED，又称阳痿） 一线治疗药物的别
称，是由美国辉瑞公司首创研发、生产销售的西地那
非 （万艾可）。

姜辉表示，男性勃起功能障碍巨大的治疗需求，
以及万艾可知名品牌和市场可观的销量，也为追逐利
润的不法份子造假、仿冒提供了范本。因此，提醒公
众尤其是男性勃起功能障碍患者，要寻求正规途径接
受治疗和购买药品，警惕假药、仿冒药品给健康带来
威胁。

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将举行

本报电（王圆圆） 首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
会”将于11月中旬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将有百余多
家投资机构、医药上市公司、医药创新企业和机构参
加。

据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介绍，本
次大会以“推动社会资本与创新结合，提高医药产业
创新能力”为主题，聚焦并探讨我国医药行业的政
策、新药研发的趋势以及医药领域的投资等议题。旨
在通过搭建投资界与医药创新之间沟通联系的桥梁，
激励医药行业创新发展。

“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颁奖

本报电（韩冬野）“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颁
奖典礼近日在贵阳市举行。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
主任廖秦平、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郭成秀等25位妇
产科医师获此殊荣。

“妇产科好医生·林巧稚杯”以我国妇产科奠基人林
巧稚教授的名字命名，是国内妇产科领域的最高荣誉。
获奖者从全国20万余妇产科优秀医生中推选产生，旨在
奖励为中国妇产科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妇产科工作者。

《2016企业健康福利调查》结
果近日在京发布。调查结果显
示，企业提供的健康福利项目与
员工预期存在较大差距，健身类
需求最为旺盛，同时也是目前企
业关注和提供最多的内容。

据了解，逾 2000 家企事业单
位的逾万名员工参与了此次调
查，在受访的1万余名员工中，约
七成在100人以上的大中型公司工
作，48%为办公室文职人员，24%
为一线生产人员，15%为销售人
员，95%的员工年龄在40岁以下。

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员工健
康和慢病风险因素现状不容乐
观，仅有 34%的员工没有确诊的
各类疾病和健康问题；36%的员工
存在两项以上确诊疾病或健康问
题；最显著的健康问题是睡眠问
题、高血压、颈椎病和高血脂。

据悉，今年七八月间，非营
利机构上海拓新健康促进中心发
起本次调研。该中心理事长王瑞
指出，本次调查有 3 个重要发现：
一是企业员工确诊疾病和健康问
题堪忧；二是企业提供的健康福
利项目与员工预期存在较大差距；三是企业慢病风险
因素现状不容乐观，干预空间较大。

中国疾控中心慢病中心主任王临虹强调，在中
国，每5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患有慢性病，超过5.8亿人
具有一种以上与慢性病相关的风险因素。而健康的企
业文化有助于帮助年轻员工群体潜移默化地养成健康
生活方式，改变未来慢病发展趋势。企业是健康生活
方式在工作场所推进和展开的重要环节，企业在员工
健康福利项目上大有可为，国家也应鼓励和引导企业
决策者关注员工健康，为员工个人、企业发展和“健
康中国”助力。“秋风秋雨愁煞人”，秋凉以后，日照变短，人的情绪

难免消沉低落。加上自然界草木枯萎，花叶凋落，往往使
人触景生情，多愁善感，特别是一些老人，退休独居在
家，常会引发凄凉、垂暮之感，产生忧郁、悲伤等情绪变
化。一些常年在室内工作的人，尤其是体质较弱或极少参
加体育锻炼的脑力劳动者，以及平素对寒冷比较敏感的
人，比一般人更易感染“秋愁”。

人们在秋天，尤其要注意精神调养，设法改善种种不
良心境，提高对不良刺激的耐受性。避免不良情绪的干
扰，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宁心安神，静心养气，保持良
好的心态，稳定自己的情绪，逐渐适应气候的变化。二要
多接受有益的光照，在外要多晒太阳，在室内可用模拟太
阳光谱的“全光谱”灯泡代替白炽灯等“不全光谱”灯
泡。三要多接触大自然，经常处身于自然环境之中。四要
多进行户外活动，多参加一些文体活动，或登高远足，或
水中泛舟，或琴棋书画，或养花垂钓，或闻曲起舞，使秋
愁在愉悦之中悄然而去。

从前，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
有位郎中，他总是很热心地为人治
病。有一天，郎中外出给乡亲治病
未归，可家里又来了许多求医的
人。郎中妻子一看这么多人等着丈
夫看病，而他一时又回不来，心里
很着急。郎中妻子便暗自琢磨，平
时丈夫给人看病，就是把那些草药
一包一包地往外发放，我何不替他
包点草药把这些求医的人打发了
呢？她忽然想起在灶前的地上放了
一大堆草棍，拿起来咬上一口，觉
得甘甜怡人。于是，她就把这些小
棍子切成小片，用纸一包一包地包
好，发给了那些病人说：“这是我
家郎中留下的药，你们赶快拿回去
煎水喝吧。”过了些日子，几个病
愈的人特地登门答谢郎中，说吃了
他留下的药，病就好了。草药郎中
一听就愣住了，而他的妻子却心中
有数，赶忙把他拉到一边， 小声
对他如此描述了一番，他才恍然大

悟。草药郎中又急忙询问那几个人
的病情，方知他们分别患了咽喉疼
痛、咳嗽气喘之病。此后，草药
郎中便在治疗咽喉肿痛和咳嗽气喘
之时，均使用这种草药。由于该药
味道甘甜，郎中便把它称作“甘
草”，并一直沿用至今。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甘草的由
来，但它的作用可远不止这些。甘
草是中药中的重量级品种，是一种
补益中草药。药用部位是根及根
茎，性平味甘，气微，甜味特殊；
归心、肺、脾、胃经，无毒；可益
气补中、缓急止痛、润肺止咳、泻
火解毒、调和诸药。主治倦怠食
少、肌瘦面黄、心悸气短、腹痛便
溏、四肢挛急疼痛、脏躁、咳嗽气
喘、咽喉肿痛、痈疮肿痛、小儿胎
毒及药物、食物中毒。《本草正》
中记载：“甘草得中和之性，有调
补之功，故毒药得之解其毒，刚要
得之和其性，表药得之助其外，下
药得之缓其速。其可随气药入气，
随血药入血，无往不可，故称国
老。唯中满者勿加，恐其作胀，速
下者勿入，恐其缓功，不可不知
也。”

现代药理学研究也同样发现甘
草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具有抗

炎、抗溃疡、抗氧化、抗病毒、抗
肿瘤等诸多方面的生理活性。甘草
酸是很理想的自由基清除剂，其有
效成分的抗氧化活性越来越受到人
们的重视。目前临床上的许多疾病
如心血管病、炎症、肿瘤、衰老等的
发生，都与氧化作用有关。甘草可
以帮助机体清除因感染产生的自由
基，加速肺胸部感染后的康复，提高
哮喘患者肺部营养的供给，伤寒、感
冒、流行性感冒均可服用。

甘草还有类似肾上腺皮质激素
样作用，可抑制因组胺引起的胃酸
分泌过多，缓解胃肠平滑肌痉挛。
甘草里含有甘草素，它有助于平衡
女性体内的激素含量，调节机体免
疫功能，抗心律失常，常用来治疗
随更年期而来的各种症状。甘草也
是很好的天然防腐剂，已应用到医
药、保健品、食品以及化妆品等各
个领域。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
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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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秋后，秋季的干燥已经略显苗
头。为了给您秋季食疗养生增添美味色
彩，特推荐7款健康美食。

梨 梨具有润燥消风、镇咳止喘、
清心降火的作用，可以缓解“秋燥”。
但生梨性凉，老年人不宜一次吃得过
多。脾胃较弱的人，也可以做成冰糖炖
梨水，亦是一种很好的食用方法。

大枣 大枣具有宁心安神、益智健
脑、增强食欲、抗过敏、提高免疫力的

作用，亦可防治高血压、骨质疏松和贫
血，是老年人秋季的补养佳品。

百合 百合味甘、性微寒，归心、
肺经，具有养阴润肺、清心安神、止咳
止血的功效。适用于阴虚久咳、惊悸、
失眠、多梦、精神恍惚等症状。

菊花 菊花可疏风平肝、清心除

烦、祛燥润喉、生津明目，解酒毒，对
感冒、头痛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老年人秋季可适当饮用菊花茶，达到祛
火润肺的保养目的。

红薯 红薯被评价为餐桌上的最佳
食物，它具有预防癌症、防止便秘、减
肥的功效，常吃红薯可以延年益寿。

核桃 核桃是补脑的最佳食品，亦
是补肾固精、温肺定喘的食疗品，对肾
虚、尿频、咳嗽等症有很好疗效。老年
人常吃核桃，能够头脑清晰、耳聪目
明。

板栗 栗子有百果之王的美称，既
可以补脾健胃，又能够补肾强筋，还具
有活血止血作用。在秋季，每天吃几颗
栗子，有利于补养元气，强壮肾精。

（徐成文）

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入秋后入秋后，，随着气候的变随着气候的变
化化，，人体可产生诸多不适人体可产生诸多不适，，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秋
燥燥、、秋乏秋乏、、秋愁三大主症秋愁三大主症，，对此对此，，人们应该采取必人们应该采取必
要措施要措施，，积极应对积极应对。。

杏林寻宝
——中华传统医药漫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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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主任廖秦平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产科主任廖秦平 （（中中））

燥为秋天的主气，其中初秋有夏日之
余热，天气晴暖而干燥，燥与温热结合，
称为温燥。深秋有近冬之寒气，久晴无
雨，气候干燥，天气逐渐转凉，燥与寒结
合，称为凉燥。燥邪为患有两大特点，一
是燥邪干涩，易伤津液。二是燥易伤肺。

入秋后，可根据气候变化，按照“减
辛增酸”的原则，通过饮食对秋燥进行调
治，主要是多进食含水分多的水果、蔬
菜。防治温燥可选梨、葡萄、猕猴桃、甘
蔗、荸荠、番茄、萝卜、百合。防治凉燥
可选柿子、石榴、广柑、苹果、白果、核
桃、胡萝卜等。此时，应少吃辣椒、花
椒、胡椒以及葱、姜等辛辣食物，尤忌如
麻辣火锅之类大辛大热之品，以防助

“燥”为虐，化热生火，加重秋燥。

入秋之后，天气渐凉，人体
开始进行自我调整，各种生理功
能渐趋平衡，但炎夏造成的消耗
一时未能完全补偿，于是，不少
人感到浑身疲软无力，精神疲
惫，倦怠，睡意连绵，呵欠不
断，食欲增强，却又不易消化。
这种现象在民间被称为“秋乏”。

缓解“秋乏”，首先应从生活
起居上进行调整。夏天晚睡早
起，秋凉后应改为早睡早起，注
意不要熬夜，切忌过劳。

其次，在饮食上可适当补充优
质蛋白质，补偿夏日的消耗。但注
意不要大量食用难以消化的肉食，
以免影响脾胃功能。芡实富有营

养，且兼具养胃之功，民间素有“秋
藕最补人”之说，这些都可适当食
用。还可多喝些茶、咖啡以醒神。
秋凉后，应少食生冷及性味寒凉之
品，以免损伤脾胃，加重“秋乏”。

再次，秋高气爽是锻炼身体的
大好时机，可开展一些诸如太极
拳、慢跑步、广播操、冷水浴等体育

健身活动。这样，既能增强体质，
又有助于消除“秋乏”。

此外，中医认为，“秋乏”是一
种脾胃虚弱、中气不足的表现，对
于体质虚弱、年老多病者，一时“秋
乏”不能解除，可适当服用补中益
气丸、六君子丸、香砂养胃丸等中
药，进行辅助治疗。

秋愁
调适心情 拥抱身心

你可知道甘草的神奇作用吗？
王红蕊

这是清代书法家、官至凤阳知府的杨沂孙自题
居室联。从内容上看，此联大概作于致仕退隐之后。

上联说眼里有余闲，即“余暇”之时。在联
作者看来，余闲之时应用来作什么呢？或“登
山”远眺，或“临水”畅怀，或与益友饮酒赋
诗，到野外山水之间寻求精神上的消遣，以扩大
视野，陶冶情操。这里的“觞咏”，语本晋·王羲
之《兰亭集序》：“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宋·范成大 《观禊帖有感》 诗之一：“兰亭一觞
咏，感慨乃如许。”后以“觞咏”谓饮酒赋诗之
意。联作者的“余闲”过得是够惬意的。他之所
以闲，是因为不同他人那样熙来攘往，追逐名
利。而是“闲世人之所忙”，也“忙世人之所
闲。”清作家张潮曾言：“人莫乐于闲，非无所事
事之谓也。闲则能读书，闲则能游名胜，闲则能
交益友，闲则能饮酒，闲则能著书，天下之乐，
孰大于是。”这一段精彩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联
所抒发的休闲观。

下联说身外无长物，没有多的奢华的东西。
仅有粗布衣服、素淡饮食和琴书而己，表明他生
活简朴，为官清廉。这里的“琴书”，指琴和书
籍。多为文人雅士清高生涯常伴之物。汉·刘歆
《遂初赋》：“玩琴书以条畅兮，考性命之变态。”
三国·魏·嵇康《赠兄秀才入军》：“琴诗自乐……
怡志养神。”“弹琴咏诗，聊以忘忧。”

下联显现了联作者自甘淡泊，自得其乐的高
雅志趣和风格。

联语上、下联末句，各连续并列三个词组
——登山、临水、觞咏；布衣、素食、琴书。既
反映了用“列品”方式组句的艺术，读来韵味充
盈，使读者有想象空间；也给人们以养生智慧和
健身方式的启迪。 熊经浴 辑注

眼里有余闲登山临水觞咏
身外无长物布衣素食琴书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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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治疗规范治疗 警惕假药警惕假药
吴吴 东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