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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术，别名云头术和仙鹤术，是
一种常见的药材，素有“北参南术”
之称。白术为什么称仙鹤术或云头
术呢？这里有个故事：传说南极仙境
有只仙鹤，衔着一支药草想把它带
到人间，种植在最好的地方。仙鹤来
到了天目山上空，看到下界有一块
依山傍水向阳避风的盆地，便降落
下来，把口里衔着的药草种下去。仙
鹤日里除草松土浇水，夜里垂颈俯
首守护在旁。长年累月仙鹤竟化成
了一座小山，人称“鹤山”。

有一年，鹤山附近发生大瘟疫，
不少人染病在床。有一日，正是九月
重阳，秋高气爽，街头来了一位姑
娘，白衣白裙上绣朵朵菊花和点点
朱砂。她沿街叫卖白术，遇到病人就
免费发放。果然，这白术奇效无比。
有个药店老板见有利可图就全部买
下。人们摆脱了病魔，药店老板发了
一笔大财。但他贪得无厌，想起姑娘
临走时说家住鹤山便入山寻找，可
找来找去也找不着一户人家。第二
年重阳，那白姑娘又来卖白术。这一
次，老板百般殷勤，搬凳献茶。白姑
娘一坐定，老板娘偷偷地用针穿了
一根红线缝在姑娘衣裙上。白姑娘
回去时，老板带了一个伙计悄悄跟

去。白姑娘顺着荒芜的羊肠小道往
山上走，走着走着忽然不见了。老板
和伙计急忙满山寻找，在山岗找到
一株穿着红线的药草香味扑鼻。老
板大声叫喊伙计：“快！拿锄头来。”
谁知这一锄头下去，“啪”的一声，闪
出一道金光刺瞎老板的眼睛。那株
白术就无影无踪了。以后，再没有人
见到那白衣姑娘。白术，因治好许多
人的病被人们熟知，你若切开来看
一看，还有朱砂点和菊花般的云头
形状。为了纪念白姑娘和仙鹤，白术
也叫云头术和仙鹤术。

白术是菊科苍术属的一种，常采
其干燥根茎入药。白术性味“苦、甘，
温”，无毒。归脾、胃经。“苦”，主泄、燥
湿、坚阴之功；“甘”主补益、和中、调
和药性和缓急止痛。可健脾益气、燥
湿利水、止汗、安胎，用于脾虚食少、
腹胀泄泻、痰饮眩悸、水肿、自汗、胎
动不安。《本草汇言》云：白术，乃扶植
脾胃、散湿除痹、消食除痞之要药也。
脾虚不健，术能补之，胃虚不纳，术能
助之。

除了药用价值之外，白术也是
家庭食疗的常备之品。俗话说“药补
不如食补”。白术营养全面、无毒副
作用，长期服食可达益气、养血、扶

正、健脑、强身、抗衰老的目的，特别
是对中医认为的各种虚损症的调养
更具实用价值。白术性温和，功效较
多，一直以来在药膳中都有很好的
应用：例如白术羊肚汤用于治疗久
病虚弱、不思饮食、消渴、盗汗、泄泻
等病症；菖蒲白术酒用于温中健脾、
开胃消食，理气除积；白术苏叶猪肚
粥用于慢性鼻窦炎、慢性胃炎、消化
性溃疡的食疗；佛手白术蒸龟肉用
于肋间神经痛的食疗；三白灵芝茶
用于高血压患者；白术大枣饼用于
内科泻泄、脂肪肝的食疗；白术糖用
于小儿流涎；白术金樱子粥用于小
儿遗尿；白术山药扁豆粥用于小儿
泄泻；白术还可制成抗癌茶等等。综
上，白术不仅有益于疾病的治疗，常
食还可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身体素质
和生活质量。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

医师）

脊柱疾病呈年轻化趋势
彰尚周 文/图

为何说白术药用食疗两相宜？
王红蕊

在广州市番禺执信中学附属小学操场上，3784名学生一起

跳起“足脊健康操”，刷新了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项最新针对195个国家和地
区、覆盖超过300种疾病和伤害的
科学分析结果显示，如今中国人比
25年前更加长寿。然而，这一生命
进展却因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与高血
压、高盐饮食及吸烟相关的严重健
康挑战而备受威胁。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
梁晓峰教授表示：“我们应该对国
人寿命的延长感到自豪。”在中
国，心脑血管疾病是头号杀手，
2015年导致逾380万人死亡；第二
位和第三位致死因素是肿瘤和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

从全球来看，随着撒哈拉南部非
洲的几个国家，从人体免疫缺陷病
毒/艾滋病而导致的高死亡率中复苏
过来，全球预期寿命在1980年到2015
年间，由62岁增长到近72岁。儿童死
亡率迅速下降，与传染病相关的疾病
死亡率也迅速下降，但每个国家都有
其特定的挑战和进步。
“发展可以促进健康但并非决

定因素。”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和
评估研究所主任说。他说，目前很
多国家在诸多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
进步，但仍能看到包括美国在内的
一些发达国家的健康状况，仍远不
及它们应有的发展程度。

国人寿命增长但仍面临挑战
程 多

一项最新调查发现，8.6%的居民不能保证
每天都吃早餐。贫困农村居民不能保证每天吃
早餐的比例最高，其次为大城市居民。而从年
龄段分布来看，12.2%的12至17岁人群不能保
证每天都吃早餐，比例最高；其次是18至44岁
人群，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每天吃早餐比例最
高。总体来说，我国居民早餐营养质量普遍偏
低，儿童、女性、贫困地区需重点关注。

在近日举办的“中国营养传播大会暨
2016安利纽崔莱营养中国行启动仪式”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所长丁
钢指出，健康要从吃好早餐开始，不少上班
族因为早上时间紧而长期不吃早餐，这种做
法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对身体
损害很大。

研究显示，长期不吃早餐会增加肥胖、
高血脂症和糖尿病的患病风险，让胃病、胆

结石等疾病缠身，还会影响认知能力、学习
成绩和脑力工作能力，容易加速衰老。

目前，虽然人们对早餐越来越重视，但多
数人的早餐并未达标。丁钢表示，一顿营养早
餐应具备5个条件，即有淀粉类食物、优质蛋白
质类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维生素C的果蔬、
坚果和健康的烹饪方式。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长杨月欣说，“吃饱”对
今天的大多数国人来说已不是问题，“吃好”才
是现在的新追求。新版膳食指南有6条核心条
目，分别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吃动平衡，健
康体重；多吃蔬果、奶类、大豆；适量吃鱼、禽、
蛋、瘦肉；少盐少油，控糖限酒；杜绝浪费，兴新
食尚。新膳食指南建议，大家吃动平衡，最好
每天行走6000步。

专家呼吁，传播营养知识、让每个人
“吃好”，除了个人参与外，各行业都该行动
起来。

在中国，很少有人将脊柱健康问题和青少年联系在一
起。最近的筛查显示，广州7个区共查出7000余名学生疑
似脊柱侧弯，大约每百人就有5人确诊。可见中国青少年脊
椎问题已经相当突出，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这些脊椎不
健康的孩子症状不明显或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而没能及时治
疗，在他们成年后极有可能产生严重的脊椎疾病。

近日，世界卫生组织康复合作中心主任、中山大学附属
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黄东锋表示，因长期伏案工作或低
头玩电子产品，原本高发于中老年人的足部与脊柱问题，已
呈现出年轻化趋势。更可怕的是，这些问题正在日渐侵蚀孩
子们的健康，尤其是学业负担较重的学生们。此外，错误的
坐姿、缺少户外运动、过重的书包，都给学生足脊带来很大
负担。

面对日益严峻的足脊健康威胁，黄东锋说，学生们应
坚持做“足脊健康操”。这套操通过简单的动作，可帮助青
少年预防足脊问题。日常生活中通过加强体育锻炼和保持
良好的身体姿态等，来预防脊柱类疾病的发生。

足脊健康顾问方伟筠表示，每天10分钟的健康操，针
对性地重复练习每个动作，就可以消除足脊疲劳，希望通
过简单的动作预防足脊问题的出现，帮助青少年形体健康
发育。

黄东锋建议，合理的书包设计要从几个方面考虑：一
是书包背板的凹槽设计，为背部提供无压空间，减少行动
时书包撞击脊柱的机会；二是书包盆骨位置设有卸力腰
带，将肩膀压力分散到盆骨位置；三是书包内重心内板设
计，能让重物紧靠背部，帮助腰部挺直。

健康中国共同倡议书发布

本报电（苏文娟）“迎接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媒体
沟通会暨健康促进与媒体责任论坛”近日在京召开。国家
卫计委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环球时报等联合发起
“健康中国?共同行动”倡议，呼吁社会各界人士积极参
与、全民发力，共同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实现人人享有
健康而努力。

与会者认为，推进全民健康，不能仅凭一己之力；实
现全面小康，不只是某个行业之事，媒体有责任整合力
量，共同为健康中国传播正能量。

听力行业开启合作新模式

本报电（曲桂林）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所与瑞士索诺
瓦听力集团近日在京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并为合作基
地揭牌。

据介绍，此次全球战略合作协议不仅涉及科研学术，
还包括教育培训以及普及听力保健知识，提高大众听力保
健意识，旨在提高中国听力领域科研学术水平、培养行业
人才、造福中国听障人士。目前，双方正在开发适合中国
人的听力解决方案，特别关注优化中国老年人听力问题。

“蓝光行动”呼唤全社会重视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近日发起了“蓝光行
动”，即在全国各地的标志性建筑上点亮蓝光，以唤起
全社会对糖尿病的重视，同时，各地专家也集中开展
公众教育。据了解，这是目前全球最大规模的糖尿病
公众教育活动，全国百余城市点亮蓝灯，发放15万份
预防手册，高危人群风险评估表10万份……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上海交通大
学第六人民医院教授贾伟平说，中国糖尿病患者人数
约占全球糖尿病患病总人数的 1/4，未诊断率高达
60%。许多患者确诊时已出现严重并发症。因此，注重
筛查对改变糖尿病病程，降低并发症风险至关重要，
而并发症筛查则是糖尿病管理的核心环节。

“糖尿病防控专家共识”出台

为加强糖尿病防控，国家卫计委疾控局组织开展
了中国糖尿病防控策略研究，并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
了《中国糖尿病防控专家共识》，建议加强公共政策与
立法，营造健康支持环境，将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控纳
入《基本医疗卫生法》，用好居民健康档案和各类体检
信息，针对糖尿病前期人群和血糖正常性高危人群开
展分层干预和管理等。

北京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郭立新说，糖尿病可防可控，关键在于早防早
治。健康的生活方式能有效预防糖尿病，早发现、早
干预和规范治疗，可以减少和延缓并发症的发生，降
低疾病负担，提高生活质量。糖尿病防控应明确政
府、社会、专业机构、家庭和个人在糖尿病防控中的
责任，实施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管理，以此降低民

众糖尿病发病风险。
一项调查发现，很多人误认为糖尿病没有太多明

显症状，无需过度关注。专家指出，该病的并发症非
常严重。在很多国家，糖尿病都是导致失明、心脑血
管疾病、肾功能衰竭和下肢截肢的首要原因。研究显示，
健康的生活方式，可预防或延缓七成糖尿病的发生。

百种药物研究应对糖尿病

近日，《以药物创新应对糖尿病的挑战》报告发布，
报告揭示了目前中国糖尿病严峻的形势和沉重负担，同
时提出，加强药物创新、提升药品可及性，对改善患者生
活质量、减轻社会和个人负担的多重积极意义。
“当前有很多制药企业致力于糖尿病药物的研发，

2016年在研产品数量超过170个。在药物更有效和更方
便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减少副作用，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方向。糖尿病目前虽然还无法治愈，但最新药物在
减少糖尿病死亡率和严重并发症方面取得了明显进
展”，勃林格殷格翰大中华区医学副总裁何恒励博士
说，我们最终努力的目标是满足患者对个性化治疗方
案的需求，使他们能够摆脱疾病的束缚，像正常人一
样生活。

赛诺菲中国医学事务部负责人骆天红博士表示，2
型糖尿病作为一种进展性疾病，许多最初对控制患者
血糖有效的药物，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作用，
因此，需要通过使用新药或替代疗法来控制血糖。当
这种情况发生时，患者获取其他治疗药物的途径至关
重要，如果糖尿病本身控制得好，并发症越少，患者
花费的总费用就会减少。

美国的一项研究显示，当自付比例增加一倍时，
患者用药的依从性将下降25%。在中国，由于自付费用
的负担增加而导致的依从性下降问题，预计会造成同

样的结果。所以，在应对糖尿病等慢病挑战方面，需
各界共同行动起来，不仅要不断开发创新药物，也要
确保患者对这些治疗手段的可及性和依从性。中国外
商投资企业协会药品研制和开发行业委员会执行总裁
狄思杰说，在《“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已
明确提出解决“公平可及”问题，强化对生命不同阶
段主要健康问题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有效干预，那将惠
及全人群、覆盖全生命周期，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
康。政府已经行动起来，作为制药行业则要更加专注
于创新，以不断满足糖尿病防控的需求。

专家呼吁，加强对糖尿病的早期诊治，以阻止糖
尿病所带来的并发症对患者及家庭和社会的沉重影响。

压题图：北京是2016蓝光行动的主场地，在高大

威严的永定门城楼点亮战胜糖尿病的希望之光。

在医学领域，35岁以上首次妊娠的
妇女或受孕时34岁以上的妇女算作高龄
孕产妇。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母亲来
说，高龄孕产妇都容易因自身情况加剧
健康风险。根据全国卫生统计公报，在
全国孕产妇主要死因构成中，出血症居
于首位。

近日，北京和睦家医院与美国休斯
敦卫理公会医院全球医疗服务中心召开
国际医疗研讨会，中美两国专家对高龄
孕产妇及女性健康问题等展开讨论。

据北京和睦家医院妇产科主任刘光
三介绍，自1999年起，医院在业内率先
提出了VBAC的概念，即剖宫产后自然
分娩——帮助以前经历过剖腹产的女
性，在再次怀孕分娩时，可选择再次剖
腹产或尝试自然生产，也就是人们常说
的剖腹产后再顺产。到 2015 年底，
VBAC在该院成功率在91%以上。

刘光三说，VBAC技术在安全性上
独具优势，不仅可以减少对孕妇的伤
害，降低孕妇今后再次分娩的风险，同
时还可减低剖宫产率，利于产后恢复，
达成患者愿望。在美国，剖宫产后自然
分娩的成功率在60%至80%之间。一次剖
宫产不等于永远剖宫产，VBAC技术打
破了以前人们的错误认知壁垒。
“全面二孩”政策放开后，一些有过

剖宫产史的孕产妇，如果二次怀孕，发
生子宫破裂、前置胎盘等情况的几率会
增加，这些异常情形极大增加了危及孕产妇生命的风险。
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专家表示，妇科手术领域微创手术将
成未来趋势，医院将充分利用这些新技术理念，为患者带
来更优质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医疗服务。

据国际糖尿病联合会统计，2015年

全球糖尿病人数高达4.15亿，平均每11

名成年人中就有1名糖尿病患者。预计

到2040年，患病人数将达到6.42亿人。

糖尿病是中国第一大慢性病，其患病率

为9.7%，患者人数近亿，并呈快速增长

趋势。目前，糖尿病已成为全球严重的

公共卫生隐患。在2016年世界糖尿病日

之际，国际糖尿病联盟西太平洋区候任

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纪立农教授指

出，面对糖尿病在全球流行趋势日益严

重，如何阻止其发生发展是当务之急。

中国打响糖尿病阻击战
本报记者 喻京英 文/图

图为北京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办的“2016北京

联合国糖尿病日义诊筛查大型公益活动”中，一位市

民正在进行血糖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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