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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中西医并
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近年来，随着
健康中国战略和中医药法的实施，中医药
文化和中医药相关产业迎来了发展良机。

如今，中医药发展进入新阶段。在政
策利好迭出、产业发展加速的同时，中医
药新业态也在茁壮成长，传统的中医药文
化插上飞翔的翅膀，在海外落地生根。

新制度助力发展

今年 7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
法》正式实施，成为中医药事业规范、健
康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中医药法明确中医
药事业是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在中医诊所、中医医师准入、中药
管理等多个方面对现有制度进行了改革创
新。

近年来，中国相继发布《中医药发展
规划纲要 （2016-2030）》《中医药“一带
一路”发展规划》《中医药发展“十三
五”规划》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中医药逐
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
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随着中医药产业和文化的发展，国民
对中医药的认知不断深入，对中医药相关
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日前介绍，目前中国中
药产业以每年 20％的速度递增，2016年，
中药工业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8600亿元，占全国医药工业的近1/3。
根据规划，到 2020 年，中国将实现

人人基本享有中医药服务的目标，这对于
中医药服务的发展规模和水平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业内人士分析，中国目前正从人
才、诊所等层面开放中医市场，鼓励社会
办医，完善覆盖城乡的中医服务网络。在
人才方面，中医医师资格的取得由过去的
考试变为考核，取消学历限制，拓宽了来
源渠道；在诊所方面，中医诊所由许可管
理改为备案管理，开诊所花费的时间大幅
缩短，为中医诊所的壮大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随着中医药服务的开放，
监督与管理举措也在加强。无论是诊所监
管还是中药质量安全，都被提到了前所未
有的高度。

新业态层出不穷

有了“中医云”，每个人都可以拥有
自己的中医健康数据；有了中医APP，只
要手机下单，煎好的中药就送到了家……
传统中医药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让中华
瑰宝焕发出新的活力。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了关于
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
指导意见，从深化中医医疗与互联网融
合、发展中医养生保健互联网服务等方面
绘制了“互联网+中医药”发展路线图。

未来，“互联网+中医药”的硕果将体

现在诸多方面——智能化的中医药医疗服
务，将人工智能、生物特征识别等技术运
用其中，将中医医嘱延伸到网络之上；

“智慧药房”的建设将便利中药煎煮、药
品配送、用药咨询等服务；中医健康云成
为集健康体检、体质辨识、健康评估等诸
多功能于一体的智能终端，实现中医健康
数据的采集、管理、应用和评估；大数据
研究平台将整合患者就诊、中药材生产和
贸易、药物研发等方面的数据，突破中医
药健康大数据应用的重点、难点和关键性
技术问题……

中国中医药信息研究会会长吴刚说，当
前中医药文化建设处于难得的发展机遇期。
新媒体快速发展以及新旧媒体融合发展，不
仅丰富了中医药文化传播的平台和途径，也
为加强中医药文化体验感提供了技术支撑。

事实上，不只是互联网，中医药还与
养老、旅游、食品、体育等融合形成新业
态，中医养生游、体医融合等新领域正在
进入发展黄金期。

新标准落地生根

随着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对外交流合
作，中医药在全球的传播与应用越来越广
泛。

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中药类产品
出口总额达 34.26 亿美元，中医药已传播
至全球 183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逐渐融

入国际医疗体系。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日前发布

《国际中医药糖尿病诊疗指南》，为海外中
医师提供糖尿病诊疗建议，为中医国内标
准向国际标准升级转化作出榜样。目前，
中国医学者已制定了7项国际标准。

——近日，北京同仁堂首家位于瑞士
的中医门店在日内瓦开业。该门店提供针
灸、推拿、拔罐、耳针等中医诊疗以及保
健养生等服务，颇受当地市民和中外游客
的关注。目前，同仁堂在全球 26 个国家
和地区开设了130余家门店。

——2016年，圣彼得堡中医院在俄罗
斯开业。1年多来，中医院采用针灸方式
治疗病人 3000 余人次、病种 80 余种，治
愈了一些西医所不及的病症，在当地获得
了良好口碑。

中医药“走出去”，步伐加快、成果
不断。不过，要让“墙内开花”的中医药
香飘海外，离不开中医药的“自强”。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政策法规与监督司
副司长杨荣臣说，“我们不仅要将中医药
标准化，还要成为中医药标准的制定者，
才能牢牢掌握中医药发展的主动权”。

专家指出，中医药走出去需强化质量
控制、完善相关标准建设，进一步研究相
关科学机制和作用机理。用中医语言讲好

“中国故事”，推动中医药国际化标准在国
外“落地生根”，通过传统医药打造“健
康命运共同体”，是中医药发展的新要求。

健康中国“进行曲”⑥

中医药事业

传统瑰宝绽放新光芒
本报记者 刘 峣

近来，《绝地求生》《王者荣耀》 等
游戏风靡青少年。打游戏尤其是手机游
戏，自然少不了低头、久坐。为了获取
更高的“段位”或者成功“吃鸡”，有人
甚至不惜以身体为代价，耗费大量时间
在游戏之中。

前不久，广州一名 29 岁的小伙子玩
近 18 个小时游戏，引发四肢瘫痪。而如
此耸人听闻的消息并非个例：有大三学
生连续两天两夜玩游戏，突发脑溢血猝
死；21 岁女孩连续打游戏七八个小时，
右眼失明……

游戏虽好玩，沉迷易伤身。解决游
戏引发的健康问题，既要靠“说教”，也
离不开自律。

熬夜带来健康隐患

26 岁的小张是一名金融分析师，下
班后，他通常会约几个朋友组队玩游
戏，有时一玩就是四五个小时。“坐得时
间太久了，有时会觉得不舒服。眼睛
酸，腰也有点疼。”小张说，虽然偶有不
适，但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就算玩
得疯一些也无妨。

小刘是一名大三学生，平日里热衷
于各种网络游戏，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和
队友打游戏到凌晨。时间长了，发觉身
体不如从前。“这两天醒来时感觉头疼，
就觉得有点不太妙了。”小刘说，看到一

些长时间游戏导致猝死的新闻，他和朋
友们都感到有点害怕。可一想到游戏带
来的诱惑与刺激，对健康的顾虑就抛之
脑后了。

当然，为了防止青少年沉迷，大部
分游戏都有针对性地设置了防沉迷系
统，在游戏达到一定时长之后，禁止未
成年人继续上线游戏。但依然有很多未
成年人借助虚假身份信息等方式，绕过
防沉迷系统的监控。

年轻并不是熬夜的资本，很多疾病
就是平时的“不在意”造成的。熬夜玩
游戏会带来很多健康隐患，最显著的就
是睡眠方面的影响。科学研究表明，无
论年轻与否，熬夜都会影响体内生物
钟，加大患各类疾病的风险。

适可而止保护颈椎

近日，一篇名为 《连续熬夜身体发
生惊人变化》 的帖子在互联网上引起热
议。一名 17 岁的美国高中生连续 11 天
不睡觉，想测试身体会产生哪些变化。
结果显示，第二天他的眼睛停止了聚
焦，随后丧失了通过触摸鉴别事物的能
力；第三天，他变得焦躁且笨拙；实验
结束时，他已经不能集中注意力，短期
记忆力也出现问题，变得偏执且出现幻
觉。

研究显示，连续熬夜造成的危害因

人而异，有些人可能会产生轻微的心理
问题，有些人则会出现激素分泌失衡、
疾病甚至死亡。

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引发的颈椎疾病
也不容忽视。如今，使用手机的青少年
越来越多，很多人年纪轻轻就患上了颈
椎病等“老年病”。

游戏虽有趣，但也应适可而止，年
轻人尤其要从小保护自己的颈椎。医生
建议，低头看手机时，每半个小时应起
身活动一次。如果出现颈部疼痛、四肢
麻木，尤其是手的麻木或者抓东西不
稳，应尽快到医院就诊。

回归现实享受健康

虚拟世界的游戏固然令人爱不释
手，现实世界的“游戏”同样精彩纷
呈。青少年在手指忙碌的同时，也应当
多参加体育活动，锻炼身体，享受全身
运动带来的快乐。

在天气晴朗的冬日里，放下手机、
走出家门，约上几个朋友到球场打打羽
毛球，不仅能拉伸颈部，也是一种不错
的休闲方式。冰雪运动越来越火，在游
戏之余，不妨走进冰场雪地，舒展久坐
的身体，亲身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此
外，也可以和家人朋友一起爬山，登高
望远，放松酸痛的双眼。

如果已经感到颈部酸痛，除了按揉

颈部外，还可以配合颈部拉伸动作，如
头颈旋转、头颈侧屈等；如果久坐之后
感到腰部不适，可以做一下背起，以拉
伸腰背部肌肉，增强肌肉力量。

青少年正处于身心成长的关键时
期，游戏只是日常生活的调剂，莫让长
时间的沉迷游戏成为日后健康的隐患，
别让方寸之间的屏幕局限认知世界的视
野。

劳逸结合方能“求生” 身心强壮才是“王者”

莫让过度游戏误了少年郎
焦子越

中国学生营养改善研讨会举行
本报电（记者刘峣） 第五届中国学生营养改善研讨

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营养与健康所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世界粮食计
划署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的营养专家、基层教育和卫
生工作者以及致力于学生营养改善的社会组织、企业及
媒体代表等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亿滋国际基金会就
双方长期合作的“亿滋希望厨房”项目进行了经验分享。该项
目致力于通过为农村贫困地区学校配备标准化厨房设备，改
善农村学生的营养与健康。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309个亿滋
希望厨房和50个美味菜园，近20万农村学生因此受益。

在北京市延庆区张山营镇石京龙滑雪场内，张山营镇海
坨滑雪队在接受瑞士教练的专业训练。这支“乡村”滑雪队共
有18名成员，主要成员都来自滑雪场周边的村庄，成员的平
均“雪龄”都超过10年。训练结束后，队员们打算到附近的中
小学开展志愿活动，推动冰雪运动在青少年中普及。

新华社记者 徐子鉴摄

“乡村”滑雪队“乡村”滑雪队

用“洗脑”广告把自己
吹上天的“神药”，近来引来
争议、跌下神坛。

日 前 ， 一 篇 科 普 文 章
《一 年 狂 卖 7.5 亿 的 洗 脑 神
药，请放过中国老人！》掀起
了舆论风暴。“治白内障，要
选对药，选好药，选莎普爱
思”，这则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的 广 告 ， 让 许 多 老 年 人 相
信，只靠滴眼药水就能预防
和治疗白内障。然而，医学
界的共识是，治疗白内障的唯
一方法就是手术。莎普爱思的
广告，很容易误导老年人，使
其延误治疗，甚至导致失明。

用“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来形容准确用药的重要性一点
也不为过。可身处“疯狂广告”
的“轰炸区”，老百姓想保持一
双“慧眼”却越来越难。为了达
到卖药的目的，使用虚假、夸大
或误导的广告词，把自己吹上
天，莎普爱思不是独一家。据报
道，2016年有16家药企广告费
破亿，广告费占营收至少1/10，
远远超出研发投入。

销量可以“吹”出来，药效
却“吹”不出来。在如此重要的
领域不能保持诚信，这些药企
是从哪里来的胆量？

一是人们“一吹就信”。对
疾病和手术的恐惧是人性的弱
点，外加“就医难”的大环境，

“能吃药治好就不开刀，能去药
店解决就不上医院”是大多数
人的选择。医药广告正是利用
了人们对疾病的恐惧和怕麻
烦心理，请来名人、专家背书，
推销自己的产品。有媒体形
容，这是医药行业“传承百年的营销套路”。这些
广告常常通过各种方式加剧消费者的焦虑，制造
不安全感。这样一来，目标人群自然容易上钩。

二是监管“假装闭眼”。一盒药背后的利益
关系之复杂，远超业外人士想象。近些年，从
中小型药企到惠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制药巨
头相继爆出行贿丑闻，说明在利益集团的围
猎、糖衣炮弹的围攻下，卫生、药监等政府部
门和医师、药师队伍中总有经不住诱惑、应声
倒下之人。对此，国家应该加大打击力度，扎
紧制度的笼子，让行贿受贿者付出惨重代价，
才会让人心有戚戚焉。

三是商家“钱如潮涌”。这种近乎洗脑式的宣
传带来的效益十分可观。2011年至2016年，通过
广告轰炸，莎普爱思的营收从 4.09 亿元增加至
9.79亿元，净利润从 0.68亿元增加至 2.76亿元。
疯狂广告，简单粗暴又有效，企业管理者为之

“心动”，起而效仿。久而久之，劣币驱逐良币，
大环境越来越不堪。

在巨大商业利益的驱动下，想要让虚假医
药广告彻底消失，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一方

面，公众健康知识和科学
素养亟待普及和提高，另
一方面，医药广告监管需
要建立可持续的机制。不
过，值得欣慰的是，每一
次 的 媒 体 曝 光 和 舆 论 风
暴，对各方来说都是经验
教训，都是促进行业健康
发展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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