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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板块亮相京交会

本报电（张 敏） 2018中国 （北京） 国际服务贸易交
易“健康医疗服务板块”近日精彩亮相。

本次活动以助力“一带一路”医疗服务为主题，内
容涵盖高端医疗、慢病管理、医疗保险、辅助生殖、健
康旅游、医养结合、互联网+健康医疗、大数据等多方
面，受到国内外健康行业的高度关注。

据 2018年屈光性白内障手术新进展国际会议公布的
数据显示，我国 60 岁至 89 岁人群白内障发病率约为
80%，90岁以上人群白内障发病率高达90%以上，是老年
健康的一大杀手。在近日举行的“关注白内障，用爱护
光明”活动上，中华医学会眼科分会白内障学组成员施
玉英表示，白内障是全球首位致盲性眼病，关系到老年
人 的 晚 年 生 活 质 量 。《“ 十 三 五 ” 全 国 眼 健 康 规 划

（2016-2020年）》 提出，我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到
2020年底将达到2000例以上。为此，北京首大耳鼻喉医
院和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联合发起成立了首大眼耳鼻喉
爱老公益基金，基金将用于眼部健康义诊筛查进社区、
眼部免费检查进医院等惠民活动。

施玉英说，中国眼病致盲的原因中，白内障占比最
高，其次为青光眼，而目前眼科医生人数少、技术经验
丰富的精英人才稀缺，也加剧了眼底疾病问题的严峻性。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于白内障的认知仍有不少误
区。北京首大耳鼻喉医院眼科主任王宇提醒，白内障目
前仍无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术是目前唯一的治疗手段，
除了视力进行性减退外，老花眼突然好转也是白内障的
信号，白内障会产生严重的并发症，包括青光眼、色素
膜炎等，甚至引起眼球萎缩等眼病，导致永久性失明。
另外，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衰退，可能同时患有多种眼
病，一般情况下，老年人应该3个月至半年到眼科做一次
眼部健康检查。

《国民手机用眼行为大数据报告》 近日在北京发
布，调查数据让人震撼。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7.53 亿，
占比达到97.5%。参与调查的数万名网友，平均每天看电
子屏时长近6个小时，占全天时间的24%；每天使用手机
的次数达 108次，即一天 24小时中，每 13分钟就会使用
一次手机。95%以上的人都有不良手机用眼习惯。

爱尔眼科角膜病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爱尔眼科学
院博士生导师李绍伟教授表示，伴随着使用手机的频
率、使用时长高涨，随之而来的是五花八门的用眼恶
习，其中在交通工具上使用手机的占比达到 79%，以不
正确的姿势 （躺着或趴着等） 使用手机的达 66%，在黑
暗环境中使用手机、在强光下使用手机的人数也不少。

李绍伟说，大量近距离工作和频繁使用手机，改变
了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和用眼方式，其危害是不可估量
的。伴随“指尖生活”的盛行，中老年易患的白内障、
老年黄斑变性，中青年易患的青光眼、干眼症，以及青
少年易患的近视、斜弱视等正在快速增加并明显呈年轻
化趋势。

李绍伟提醒，在手机盛行的时代，“指尖上的生活”
成为一种流行，很多人的用眼负荷日益加重，定期进行
眼健康检查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青少年，每半年就需
要进行一次眼健康检查，及早发现眼睛问题，及时进行
矫正。眼健康检查要到正规的眼科医疗机构进行。另
外，青少年要加强户外活动，养成正确的读写坐姿，掌
握科学的读写方法以保护视力。

拜耳公司近日在北京宣布，该公司生产的艾力雅
（阿柏西普眼内注射溶液） 两个新适应症药品在中国获批
上市，分别用于治疗成人糖尿病性黄斑水肿 （DME） 和
成人新生血管 （湿性） 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 （AMD）。

数据显示，中国有超过 1 亿人患有糖尿病，而糖尿
病性黄斑水肿 （DME） 是造成糖尿病患者失明的主要原
因，在糖尿病人群中的发病率为7.6%。著名眼底病专家

黎晓新教授表示，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是一种慢性、
进展性视力损害性疾病，也是导致老年患者视力不可逆
性损伤的主要原因，而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
AMD患病人数亦会有不断升高的趋势。

据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眼底病学组组
长许迅教授介绍，黄斑是人体正常的眼底结构，是眼底视
网膜最重要的部位，起到精细视觉的作用，包括光觉、形

觉和色觉。而DME和AMD最重要的病因是脉络膜新生
血管生成和黄斑水肿，造成患者视力严重下降或者致
盲，最终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心理健康。

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
科医师分会副会长陈有信教授表示，抗血管内皮细胞生
长因子 （VEGF） 药物所针对的就是这些因子，通过注
射药物，可抑制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与其受体的结
合，从而抑制脉络膜新生血管的生长，达到恢复正常的
视网膜结构和功能的作用。阿柏西普眼内注射溶液，显
示出很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抗 VEGF药物已经成为欧美
DME和 AMD患者首选治疗方法之一。作为全球首个完
全人源化的融合蛋白艾力雅的作用时间更长，具有更持
久的疗效，目前，全球已有 100 多个国家批准艾力雅用
于多种眼底疾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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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研究国际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电（杨 佳 付冬红） 北大医学临床研究国际高
峰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国内外专家汇聚一堂，共谋临床
研究发展。

据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所长方伟岗教授介绍，10年
前中国临床研究与国际相比差距很大，关键是缺乏一个
平台来支撑、支持并引导，2008年北大医学临床研究所
应运而生。经过 10年发展，临床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远超
预期。2017年，该研究所已正式获批成为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监管科学卓越中心。

《黄帝内经》 早已指出，人体的毒
素有内源性及外源性两种。外源之毒主
要包括六淫邪气，时疫疠气及虫兽之毒。
内源之毒则有寒毒、湿毒、热毒、燥毒、瘀
毒以及进入人体的药毒。对我们的身体
产生不良作用的物质都可以统称为“毒”。

正常情况下，人体本身具备一定的
解毒、排毒能力，中医称这种解毒能力
为“升清降浊”，从而达到身体状态的平
衡。但当毒素超出了人体自身的解毒、
排毒能力范畴，或人体的五脏功能减
退，排毒系统出现故障时就易导致内毒
蓄积。毒素一旦蓄积，就好比定时炸
弹，导致人体早衰及各种疾病发生。这
就启示我们排毒养生的重要性。

在几千年的医学发展过程中，中医
积累了丰富的排毒、解毒保健经验值得
继承、发扬和推广。中医最为常用的治
法是汗、吐、下、和、温、清、消、补
八法。其中大家对“汗、吐、下”三法
最为熟知。汗法：是通过发汗以祛除外
邪的治疗方法。发汗是祛除体表毒素最

为便利的办法，可谓因势利导。皮肤是
人体最大排毒器官，毒邪在表，通过运
动或服用排解毒邪的药汤发汗将毒素排
出体外。通常着凉感冒发热可服用姜汤
后覆被发汗，发热可解。早在夏、商、
周时代，盛行温泉沐浴，实质上就是在
清洁皮肤的基础上，促进皮肤血液循
环，通过发汗来排毒。吐法：是通过引
起呕吐祛除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用于
治疗痰涎、宿食或毒物停留在胸膈之
上，而病情急剧、实邪壅塞的病证。催
吐给患者造成的痛苦较大，现代医学已
将其改良为洗胃、吸痰等方法。下法：
是通过泻下大小便以祛除毒邪的一种治
疗方法。用于治疗实邪积滞肠胃，大便
秘结不通的里实病证。人体慢性中毒学
说的创始人是俄国的梅尼契可夫教授，
他因为这个学说的提出，获得了诺贝尔
医学奖。他说：“大肠积聚的食物腐败之
后，形成有害物质，引起自身中毒，于
是发生疾病和衰老的现象”，主张排除宿
便。下法是最为直接的排毒解毒方法。

下法涵盖通大便和利尿。服用通便的药
物或食物，可加速肠蠕动，减少肠内容
物滞留的时间，促进粪便排出从而清除
毒素。利尿对于水湿毒邪者最为有效，平
素喜食厚味，易生湿化浊，水湿内停，痰饮
渐生，日久成毒。利尿可减轻肢体水肿，
使潴留在体内组织间的有害物质清除体
外。著名医家张从正提出“陈莝去而肠胃
洁，癥瘕尽而荣卫昌”。汉代王充在 《论
衡》 中指出：“欲得长生，肠中常清，欲
得不死，肠中无滓。”肠中的残渣、浊物
要及时不断地给予清理，排出体外，才
不会“留毒不散”，保证机体的正常生理
功能。和法：是通过和解或调和作用以
消除病邪的一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邪
在少阳或脏腑失调的症证。清法：是通
过清解热邪的作用以祛除里热病邪的一
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热在气分、热在
营血以及热在脏腑等病证。消法：是通
过消导和散结的作用，对气、血、痰、
食、水、虫等所结成的有形之邪，使之
渐消缓散的一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食

积、痞块等病证。温法：是通过温中散
寒、回阳救逆等作用，使寒去阳复的一
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中焦虚寒、亡阳
厥逆、寒凝经脉等里寒病证。补法：是
通过补益人体气血阴阳的不足，增强机
体抗病能力的一种治疗方法。用于治疗
人体的气虚、血虚、阴虚、阳虚等各种
虚弱病证。以上几种方法是中医排毒解
毒的重要方法。

中医博大精深，除以上方法外，还
有五脏排毒、十二时辰排毒、体质排
毒、中药排毒及经络排毒等等。加强排
毒观念，及时清扫自体的毒素，这样才
能身轻无病，才能延年益寿。但是个别
商家为了自己的利益乱用“排毒，解
毒”字眼，标榜排毒概念，推销自己的
产品盈利。其所说的排毒并非中医理论
里的排毒。大家一定要仔细甄别。排毒
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日常合理
的饮食、健康的生活方式、规律的作息
时间，愉悦的情绪体验。

（作者系北京朝阳中医医院医师）

相对于药物的固有属性——“药物副作用”而言，
针灸算得上是一种绿色疗法。出于养生的目的，一些人
尤其是中老年人认为，既然是绿色疗法就可以“经常扎”，
甚至“天天扎”。事实上，这样针灸并不能产生想象中的治
疗效果“无限叠加”，身体也不会因此更加获益。

科学针灸确有养生之效

针灸疗法在我国历史悠久。据文献记载，新石器时
代首先出现了针刺疗法。那时，人类制造出种类较多且
较为精细的石器，这才有了适合医用的砭石。砭石是一
种锐利的石块，它作为针具的前身，算是最早的医疗工
具，主要被用来破开痈肿、排脓放血，或用以刺激身体
的某些部位以消除病痛。

现在针刺疗法使用的不锈钢针，就是在古代砭石、
石针、骨针、竹针等原始针具的基础上，历经铜针、金
针等不同阶段发展而来。而灸法是指通过对身体某一部
位进行固定的温热刺激，来治疗疾病。

针灸学是中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瑰
宝，它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经络、腧穴及刺灸方法，
探讨运用针灸防治疾病规律的一门学科，包括经络、腧穴、
针灸方法、临床治疗、针灸医经医籍、实验针灸等学问。针
灸具有疏通经络、调和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除了是一种
治疗疾病的手段，也有一定的养生作用。

通过针灸，可以刺激穴位、经络，调动人体内在的
抗病能力，达到防治疾病的目的。其中，针刺疗法必须
由具备专业资质的医务人员操作，不能由无资质人员或

患者本人实施。相对而言，灸法的要求没有这么高，而
且相对安全、便于操作。在遵医嘱的情况下，人们可根
据身体状况和季节特点选取不同穴位，如足三里、关
元、气海、神阙等穴位进行保健灸法，用点揉、按摩等
方式取得温补阳气的效果。比如，为改善脾胃功能，可
以每天按压或艾灸足三里穴；睡眠有问题可每天适度点
揉神门穴，睡前搓涌泉穴、按压照海穴、揉揉耳穴等，
有助于改善睡眠。

常常针灸≠效果最大化

生活中有不少人认为，扎针灸的次数越多、时间越
长，效果越好。然而，临床实践中发现，长时间、不间
断地针灸刺激或持续多日的针灸治疗，并不能保证针灸
效果的“无限叠加”。

多数情况下，如慢性疼痛、火针治疗、月经病、周
围神经病等，有适当的治疗间隔是必要的，这样有助于
患者的“针刺得气”，从而起到扶正祛病的作用。所谓

“针刺得气”是指在针刺穴位后，经过手法操作或较长时
间的留针，使患者出现酸、麻、胀、重等感觉，行针者
则觉得针下沉紧。这种针感产生的程度及其持续时间的
长短，往往和疗效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有一部分疾病如急性的疼痛、实性的呃逆
（俗称“打嗝”）、外感咳嗽、急性泄泻、突发性耳聋
等，建议由专业针灸大夫天天针刺，甚至每天两到三
次，以便有效缓解症状，恢复健康。

除此以外，不建议人们出于养生目的盲目“经常

扎”“天天扎”，应根据不同的疾病性质来选择合适的针
灸疗程，使针灸作用最大化。

针灸前后有讲究

针灸是一门精细化的诊疗方法，在针灸前和针灸后
要注意一些安全事项，否则不但达不到疗效，还可能危
及健康。

不能在过饥、过饱、过劳或醉酒的状态下进行针
灸。针灸前要保持轻松的心情，避免情绪过度紧张，尽
量不化妆、刮舌苔、喷香水，以防影响医生对身体状况
的正确判断。特别是要在针灸前去一次卫生间，避免针
灸后留针 （指进针后将针置于穴位内不动，以加强针感
和针刺的持续作用，一般停留一二十分钟） 出现不适，
或针灸腹部时对膀胱产生刺激。

针灸后要注意皮肤清洁，不需要专门进行皮肤消
毒，只要不接触脏水、油污等不干净的东西即可，以避
免针眼感染。同时，不可立即洗澡、洗头、接触冷水、
外出吹风或吹空调，否则患者可能出现类似外感症状

（外感风寒、外感风热、外感暑湿） 或针眼局部轻微感染
等。另外，患者还要进行充分的休息。

需要说明的是，针刺治疗是将针灸针刺入穴位或病
变处而起作用的，针灸从业者除掌握针灸相关理论外，
还要求有一定的解剖知识基础，尤其是对一些危险部位
的解剖结构要了然于心。因此，建议患者前往正规的医
院了解自己是否适合针灸疗法，并由专业人员实施针
灸，以免带来不良后果。 （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

出针后少量出血属正常

近几十年来，国内学者围绕针灸开展了系统科学的研
究，除了骨关节疾病以外，针灸对血管类疾病、神经类疾
病、慢性胃肠疾病、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
以及美容减肥和部分皮肤疾病都有显著治疗效果。

但一些人对于针灸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不正确的看法。
“针刺穴位不应出血”是最普遍的误区。

临床上，一些患者认为针刺不应出血。若看到出针后
出血了，患者尤其是初次针灸的人会感到害怕，认为“没
扎好”。实际上毛细血管遍布全身，针刺入穴位后，有时
穴位下的毛细血管也会被刺破。若出针后皮肤有少量出
血、局部小范围淤青均属正常，不会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

影响。对于“出血”来说，在中医疗法中并非禁忌，比如
一些热病、淤滞类疾病还会用到放血疗法。所以，患者不
必对针刺部位少量出血过度紧张，用干棉球按压片刻即可
止血。

“扎针会使人体漏气，尤其是老年人、久病的人不适
合扎针”，这也是另一个常见误区。日常所说漏气的

“气”和中医理论所提到的“气”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
体不是像气球那样，有个小口，里面的气就会漏光。

所谓人体里面的“气”，在中医理论里指的是“正
气”，是人体的正常功能和脏腑器官的机能。医者通过相
关的穴位组合并使用适当的针刺手法，可以补充人体所
需，增强人体的脏腑功能。这就是针灸里所说的“补
气”，也就是扶助人体的“正气”。针灸临床治病的原则是

“实则泻之，虚则补之”，不会出现所谓的“漏气”。

有事没事扎针灸有事没事扎针灸？？

别这样养生别这样养生
李李 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