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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人们对身高水平的要求有了明显提升，一项调查
显示，超七成国人依然对自己的身高不满意。在近日举行的

“迪巧·身高促进计划”公益项目活动上，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常
务理事、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小儿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委
员蒋竞雄表示，每年3至5月是身体长高的黄金季节，及早进行
身高管理，可以避免孩子一生遗憾。

蒋竞雄说，不管是如今的“高富帅”还是旧时的“堂堂七
尺男儿”，都道出了国人潜意识里对身高的追求。为人父母者都
希望孩子身材高挑，奈何受遗传基因的影响，如果父母身材矮
小，其子女长高的机会仿佛成了做梦。其实，及早对身高进行
科学管理和干预，长高并不是梦。研究发现，每年3至5月是儿
童加速生长期，明显高于其他季节。

蒋竞雄表示，身高管理对于大多数家长来说还是新鲜词汇，但
在国外已被广泛认可。在美国，59%的孩子在6至10岁就开始接受
身高管理。很多家长认为，青春期是孩子长个的关键时间，因此只
关注青春期。其实，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进行身高管理才更有效。

蒋竞雄说，身高促进的主要方法有两种，即促进身高生长
速度和延缓骨龄生长速度。在促进身高生长速度方面，家长可
以在饮食、睡眠、运动、情绪方面着手，适当补充营养素效果
更佳。对于延缓骨龄生长速度，可以采取合理饮食、控制体
重，中医中药和抑制剂等方法。蒋竞雄强调，无论采取哪种方
法进行身高管理，都需要结合孩子期望身高的缺口、期望身高
与遗传身高的关系、孩子的年龄等多种因素综合考量。但需明
确的是，只要及时干预，孩子的“注定身高”就有被打破的可
能。目前，最科学获悉孩子身高发育趋势和推算孩子未来身高
的方法还是检测骨龄。

乳腺癌已成为中国女性发病率最高的癌症病种之一，每年
新发乳腺癌病例约为25万例，其增长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
倍，而且呈现年轻化趋势。在近日举行的首届“中国乳腺癌全
程、全方位管理首席专家论坛”上，来自国内50余位跨领域专
家宣布，将构建全球首个“乳腺癌健康管理联盟”。围绕国内乳
腺癌诊疗现状，并结合“健康中国”战略所提出的“大健康”
理念。与会专家表示，乳腺癌治疗目前已迈入建立以患者为中
心的“全程、全方位管理”跨学科管理模式的全新阶段，并就

“联盟”未来的工作目标及细则展开研讨，共同布局中国肿瘤与
乳腺癌领域的健康未来。

“乳腺癌治疗全程、全方位管理”，是指覆盖乳腺癌的早期
预防、筛查及诊疗 （包括手术、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再
到预后恢复的纵贯全过程的治疗模式），同时推行“单病种、跨
学科”构建由乳腺癌直接或间接导致的心血管管理、骨安全管
理、精神健康管理、内分泌管理等横向跨领域的健康管理模式。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内科主任徐兵河教授表示，乳腺
癌治疗和管理应从单一关注“疾病”本身转化为关怀“人”，针
对乳腺癌，构建急慢分治的全程全方位健康管理体系，未来应
面向患者、患者家属乃至乳腺癌高危人群开展广泛的宣传和教
育，加强患者的治疗依从性管理，并以“治未病”理念提前预
防并管理乳腺癌患者在手术及其他辅助性治疗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骨折风险、心血管事件风险以及精神健康状态、心理干预
等，帮助患者预防相关风险的发生，改善预后效果，提高患者
生存质量。

纵观现代癌症的治愈历史，从癌症早期筛查、癌症手术到
癌症的系统治疗。从中可以发现，乳腺癌在实体肿瘤发展过程
中占有重要地位，百余年来，对于乳腺癌的治愈，实际上就代
表着癌症的发展历程。尽管到了21世纪，仍有不少人认为癌症
是不可治愈的，但全世界的医学专家一直在努力构建癌症患者
的可治愈未来。

中医认为关元穴为元阴元阳之气闭藏之门户，
又名丹田，是统摄元气之所。关元穴是小肠的募
穴，小肠之气结聚此穴，有培元固本、补益下焦之
功。它为先天之气海，是养生吐纳吸气凝神的地
方。古人称为人身元阴元阳交关之处；老子称之为

“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关元穴位于脐下 3寸处，一般人常用的手指比

量法，即四指相并为3寸。关元穴归属于任脉，同
时也作为足三阴经即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足
厥阴肝经及任脉的交汇处，是人体功效最强大的补
穴之一。此穴还因其强大的补益功效，而被称为

“千年野山参”。人参已经很补了，野人参更是大
补，而千年野山参是大补中的大补。

用艾灸关元能使命门真火充盛，小肠吸收功能
增加，既补气又补血，主诸虚百损。肾气禀受于先
天，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原动力。而此原动力，在人
出生后，需要由小肠不断地吸收营养来充养，以继
续发挥作用，这就是灸关元穴以后天补先天的道
理。持续灸关元，可起到暖丹田、壮元阳、补肾
精、益骨髓的疗效，所以是保健强身长寿穴。

用此穴还可以断生死：用指头按穴，如果指下
感到无力空空，离手时，穴凹无弹力，胸下坚硬如

石头，表明患者
大限已到，活不
久矣

关元穴还可
以治疗男女不孕
不育。关元穴是
男子藏精，女子
藏血之处。明·张景岳的《类经图翼》中记载：“主
治积冷，诸虚百损，脐下绞痛渐入阴中，冷气入
腹，少腹奔豚，夜梦遗精，白浊，五淋，七疝，溲
血，小便赤涩，遗沥，转胞不得溺，妇人带下瘕
聚，经水不通不妊，或妊娠下血，或产后恶露不
止，或血冷月经断绝。一云但是积冷虚乏皆宜灸
……治阴证伤寒及小便多，妇人赤白带下，俱当灸
此。” 每天灸或按摩关元穴30分钟，可治疗妇科炎
症、月经不调、赤白带下、宫寒不孕、痛经闭经、
子宫脱垂；对男性的前列腺炎、阳痿、小便频数亦
很有效。

关元穴还可以改善失眠。失眠在中医理论中，
大部分由于心肾不交所致。心在五行中属火，火性
炎上。肾在五行里属水，水性延下。正常情况下，
肾水能引导心火往下走，心火能温暖肾水往上营养
人体。但由于工作的劳累，压力的增加，或生活的
不规律，导致心火下不来，肾水上不去，而致心肾
不交，出现心悸失眠。每晚灸关元穴二十分钟，可
以补肾水，清心火，以治疗失眠。

关元穴因为是小肠募穴，所以用治小肠各种疾
病。小肠是人体最大的消化器官，有大量的消化
酶，以帮助营养的充分吸收。这些酶在一定温度下
才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当体内有寒尤其是下焦虚
冷的时候，小肠里面的温度亦下降，这时，消化酶
的工作能力必然下降，势必造成营养吸收和转换的
质量降低。灸关元穴其实就是提高小肠的温度，赶
走寒气，促进消化酶正常工作。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及早进行身高管理
马 克

乳癌治疗开启全方位管理
朝 文

每当我们说健康体检和健康管理，不少人还停留在
传统医疗的概念上，即检查、看病、吃药、治疗，甚至
有人觉得，体检就是医院的套路，用来“没病找病”，最
后的目的就是开药买药。所以，很多人内心对体检不重
视甚至排斥。

据慈铭体检集团总裁韩小红介绍，健康体检是以健
康为中心的身体检查。卫生部2009年曾颁布 《健康体检
管理暂行规定》，提出“健康体检是指通过医学手段和方
法对受检者进行身体检查，了解受检者健康状况、早期
发现疾病线索和健康隐患的诊疗行为。”

韩小红说，在中国，每年约有3.5亿人接受体检，很
多人虽然年年体检，却未能发现身体健康隐患，如肺
癌、肝癌等，这些疾病早期没有明显症状，普通体检很
难发现。而且普通常规体检侧重点在体格检查、传染性
疾病等方面，发现癌症的几率很低，即使发现，大多也
是中晚期。只有深度体检才是发现早期癌症的有效措
施，并且有效地降低漏诊和误诊率。

深度体检按照个人的实际情况，从个人体征及长期
的健康状况，进行全面有选择的健康体检。为避免“过
度体检”，医生通常会根据体检者的健康情况进行有针对
性的检测。通过深度体检可以对身体进行全面检查，从
而获取全面健康信息，作出健康状况评估。当体检者了
解了全面健康状况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自我保健和调
理，就是所谓的健康管理，这样才能达到预防疾病，保
持健康的目的。

健康体检是检查、发现健康隐患，给你建议，帮助
你改变不健康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从而远离疾病，避
免吃药或者其他治疗。

据统计，中国近七成财智人士存在亚健康隐患。他
们是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高发人群，这些疾
病一旦确诊，大多已是晚期，治愈机会渺茫。财智人群
是创造价值、创造财富的关键人群，然而，如果不打理
自己的健康，财富也必将大打折扣。

传传承中医国粹承中医国粹

匠心匠心““炼炼””就好膏就好膏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喻京英喻京英

关元穴有何后天补先天功效？
王红蕊

多地接种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多地接种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

可用于婴儿的13价肺炎球菌多糖结合疫苗近日起在中国多
地开始接种。中华医学会公共卫生分会名誉主任委员曾光表
示，初生至2岁间的儿童因缺乏相应抗体，是感染肺炎球菌性疾
病的高危群体，而且更易得侵袭性肺炎球菌性疾病。13价肺炎
球菌多糖结合疫苗的上市对保护婴幼儿免受疫苗血清型侵袭性
肺炎球菌疾病侵害有重要意义。 珏 晓摄

选择体检类型因人而异
张 敏

选择体检类型因人而异
张 敏

中医药一直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之瑰宝、打开中
华文明宝库的钥匙。在“健康中国”的国家战略下，
中医药发展要传承，更要创新，而作为其特色疗法之
一的中药膏方，如何紧跟时代步伐，做到与时俱进、
包容并蓄，膏方在临床施治中，有哪些宝贵经验值得
分享？膏方治未病的保健理念如何能造福更多人群？

在近日举行的传承中医国粹座谈会上，与会专家
学者对此展开了热烈讨论。

现代人离不了中医养生

膏方历史悠久，起于汉唐，在《皇帝内经》中就有关
于膏剂的记载。唐以前称膏者，有内服也有外用，作用
以治疗为主；称煎者多作内服，除用于治疗外，亦已作为
药饵补剂用于养生。在我国的中医药学上，凝聚着深邃
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
践经验。然而，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关于中医的质疑
声越来越多。中医是否会毁在中药上？中医是否会被
西医取而代之，使其退出现代医疗舞台……

面对种种质疑声，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应禄教授并
不认。“我不仅对中医很‘友好’，还很尊重中医，喜
欢中医。事实在这儿摆着，中国人几千年活下来，没
有中医行吗？”他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副院长
史大卓认为，在传统阴阳辩证思想的基础上，中医经
过两千多年历代医家反复实践，由实践形成了一定的
规律和规范，在历代控制相关疾病的斗争中积累了有
效方法，“中医是一个发展的科学，也不是一个故步自
封的学科，也不是止步不前的医疗手段。”提及中医药
的未来发展，史大卓表示，继承、发展、创新，3 个
方面缺一不可。保护和弘扬传统中医，必须避免中医
成为“博物馆医学”。

事实上，很多现代医疗保健知识，在中医古书中就
有体现，只是常为现代人所忽视。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
学院营养与食品系主任马冠生介绍，《黄帝内经》是最早
的膳食指南，一方面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做了非常多的宣
传，但是传统的中医理论、养生保健知识和理论没有得
到很好的提升和宣传，这也是现代学者在进行科普时面
临的一个挑战。“最新版膳食指南中，很多最基本的东西
还是没有离开《黄帝内经》，比如谷类为主、食物多样，吃
动平衡等，都能找到当年很多基础的痕迹。”

膏滋方类中药需求旺盛

近年来，人们对膏方养生的认知进一步提高，越
来越多的人将其作为追求健康的时尚之选，膏方，这
颗中国古老养生文化中的璀璨明珠，也逐渐成为现代
人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标志，同时成为远销海外的女性
养生圣品。

膏方之所以“墙里开花墙外香”，主要得益于中医药
在国外受到的广泛认可。据中华中医药学会国际交流
部主任孙永章介绍，目前，中医药已传播到 183 个国家
和地区，遍布世界各地的中医诊所大概有10万余家，境
外从业人员就有30多万之众。孙永章说：“我从事中华
中医药学会国际部工作的 10 年，发现世界不同地区对
中医药的需求各不相同，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包括阿拉
伯地区，对膏方或滋补类的中医药需求非常旺盛。”

膏方的走俏和膏方的品质、功效密不可分。据中
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首席健康科普专家温长路介
绍，膏就是雨水对土壤的恩泽作用，中医的膏方就是
润泽人体的流膏，膏方的应用范围很广，古今大量实
践证明，它的适应症有多方面，一是健康调理，二是
安养心神，三是提高性功能，四是抗衰老和延年益
寿，五是美容保健，六是调治妇儿内科、风湿及骨关

节疾病和肿瘤等。比如旗黄膏。据湖北省中医院原院
长陈如泉介绍，女性几乎都要经历月经、胎孕、生产
和哺乳等过程，女性以血为主，以血为本，以血用
事，旗黄膏针对女性的生理特点，从养血、滋血、补
血为主，把女性的特点和生理作用保持得更旺盛。

匠心手艺汲取古法传承

中医熬膏不易，要熬出真正的好膏，绝对是个技
术活儿，也是一个良心活儿。

以旗黄膏为例，从小铜锅到不锈钢锅再到通山无
菌车间，始终坚持古法手工。跟以往通过机器控温、
流水线加工的做法不同，古法熬膏的繁复工艺，旗黄
膏就是经过12小时的浸渍，3道提取，4次浓缩，48小
时化胶，武火 3 次，文火收膏，历经选、制、洗、
泡、煎、秘、滤、收等 8道工序，最大程度保留了传
统熬膏工艺的精髓。

湖北中医院药剂师吕柳荫认为，中医的精髓要继
承，但不能把中医的博大精深当做噱头去作秀，弄个
炉子搞个铜锅在大街上熬。在他看来，这样做的结果
只能是适得其反。

真正的好膏是嗅之无焦味、无异味，而有淡淡的
药香，没有糖的结晶析出。膏滋的品质与熬膏人本领
的大小密切相关。温长路表示，在中药的应用史上，
膏方从皇家、富家、进补家的药单上逐渐进入寻常百
姓。但必须要注意的是，既不能把膏方当做万能药，
也不能把膏方错误地当成是可有可无的小甜膏、无关
痛痒的食疗物，或者是百病能用的万金油。膏方仅是
中药制剂中的一种剂型，吃膏方也只是众多治疗方法
中的一种选择，必须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温长路特别
提醒，卖膏方要做良心药，介绍膏方要说良心话，只
有这样，中医学才能向前进步，膏方业才能健康发展。

外用膏剂 即今骨伤科、外科常用的软膏及硬膏
药，古代称为“薄贴”，常用于外科疮疡疾患或风寒痹
痛等症，其效甚佳。

内服膏剂 是将饮片再三煎熬，去渣浓缩，加冰
糖或蜂蜜收膏，可长期服用。滋补药多采用膏剂，故
又称膏滋药，有滋补强身、抗衰延年、治病的作用。

中美合作共同应对慢病挑战

本报电（农月枫） 中国医院协会、美国驻华使馆及美中医
疗卫生合作项目近日联合在京举办中美患者日活动。本次活动
以“合作创新应对慢病”为主题，中美双方探讨了在应对慢病
管理方面，如何实现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以帮助更多的患者
获得更完善的疾病管理。

与会者表示，中美两国在医疗卫生领域面临着一些共同的
挑战。在慢病的防治和管理方面，两国政府在过往的合作中已
经取得了一些进展。美中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将是中国美国商会
下一个独立的公私合作项目，旨在加强中美两国在医疗卫生领
域的长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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