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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0 月 30 日，刘敏如获得
中国“国医大师”荣誉称号，成为
中国首位女性“国医大师”。

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医人

1951 年，18 岁的刘敏如考入华
西大学医学院 （现四川大学医学
院） 西南委托班专科，是新中国成
立后，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领域培
养出来的第一代中医人。她聪颖好
学，苦研善悟，深得卓雨农、唐伯
渊、王渭川等中医妇科巨擘的真
传；她融汇中西，师古不泥古，创
新中医妇科理论，是中医界难得的
医、教、研、管的复合型人才，也
是当代中医女科系承上启下的传承
人代表之一；她在中医妇科学术研
究、临床、教学等多方面都取得了
卓越成就，特别是在中医女子生理
学术研究领域，更有独到建树。

被患者亲切称为“刘婆婆”

刘敏如特别关爱患者，凡是求
诊于刘敏如的患者，都会感动于她
的和蔼、细腻，她的许多患者都亲
切地称她为“刘婆婆”。

“患者的心理变化和情绪状况，
在疾病的形成、发展演变过程中乃
至康复进度及预后，都有着很大影
响。”刘敏如说，《医宗金鉴·妇科心
法要诀》 中云：“妇人从人不转主，

病多忧忿郁伤情。”可见，情志致病在
妇科疾病里很常见，因此，释除患者
的不良情绪，可使治疗事半功倍。

她说，中医的诊疗方式最有利
于结合现代医学模式，综合治病治
人、身心并调，重视患者的心理，
了解发病过程及诱因，正是“治病
必求于本”与“审症求因”的体
现。正是因为爱患者，如今年逾八
旬的刘敏如，仍然经常在临床一线
为患者把脉问诊。

当 年 刘 敏 如 还 是 一 名 医 学 生
时，因为朋友关系，她为一名 90 多
岁、常年咳痰的老人看病。诊断后
她给老人开了一付中药，开完药方
后，刘敏如将其交给同学看，“老师
都不敢开的汤药，你敢开？”同学的
话让刘敏如心里一沉，因为她当时
刚学方剂没多久，这付药的配方又
很复杂，确实有风险。之后，刘敏
如又返回老人家中，仔细斟酌之后
在药里又加了一味药。半个月后，
老人的女儿告诉刘敏如，老人吃了
她开的药后，吐了半痰盂浓痰，病
情一下就减轻了许多。之后，家人
按照药方又给老人抓了半个月的
药，现在老人已经能去茶馆喝茶了。

“岁月不饶人传承时限紧”

刘敏如认为，作为中医人，应
具备的知识结构首先是中医的“通
才”，然后才能有“专才”，即先有

宽厚的通科基础，才有专科特色。
刘敏如尤其擅长妇科常见病及疑难
杂症的治疗。她诊治病证以基本病
机为纲，注重补肾与调理气血，调
治与预防并重。如气阴双补治疗妇
科出血，通补兼治重症痛经，补肾
通络诊治不孕，补泻兼施、内外同
治外阴白色病损，五脏并治经断前
后诸证，一方多用治疗妇科湿热症
等，组方用药具有鲜明特色。

在荣获“国医大师”称号后刘
敏如常说：“岁月不饶人，传承时限
紧。”为此，作为传统中医的传承
人，她努力创新传承模式，她首先

要求学生践行中国传统文化，做事
先做人，修养人品、学品、医品；
其次在学术上，她要求学生“能解
决中医学术上的某些特殊问题，能
进行学术创新，并能超越前人带动
后人”。

近年来，耄耋之年的刘敏如克
服种种困难，穿梭于京川粤港澳之
间，有针对性地参加有关中医药论
坛及中医药学术会议，发出学术声
音，发表学术见解，扩大传承范
围，改善了传承的局限性。她用实
际行动实现着“爱我中华、兴我国
医、正本清源、传承创新”的理念。

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腰椎疾病患者已突破 2
亿，其中15.2%为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临床上，涉
及各行各业的人群，几乎都发生过腰部不适，包
括腰肌劳损或腰椎间盘突出等症。首都医科大学
三博脑科医院疼痛科主任顾柯表示，在当今这个
患腰椎病就像得感冒一样平常的时代，不仅腰椎
疾病成为常态，年轻化更是来势汹汹，不论你是
天天上课的学生，还是每天端坐电脑前的上班
族，腰椎病令人不得不防。

腰疼腿麻需留心

十几岁的少年患上腰肌劳损，20出头的白领
和七八十岁的老人同样深受腰椎疼痛困扰……社
会上的各种压力在不知不觉中把人们的“腰”压
出了毛病，其中比较多见的就是腰椎病。

腰背部是人体用力最多的部位，为人体提供
支持并保护脊柱，其中，腰椎间盘位于腰椎椎体
之间，对腰椎椎体起支撑、连接和缓冲作用。腰
椎间盘中间是髓核，其 85%是水分。随着年龄不
断增长，髓核水分会不断减少，弹性降低，腰椎
灵活度也越来越差。人们常说的腰痛，其实是腰
椎间盘这个零部件用久了，出现了问题，而腿麻
则有可能是髓核在椎间盘内的位置发生了变化，
挤压到了相邻的神经根。

腰椎间盘是一个软骨纤维环，像弹簧一样有
弹性，内部盛满果冻状髓核。由于不断运动，椎

间盘逐渐老化脱水、僵化变硬，受挤压后变形或
表现出微裂口，内部果冻状髓核渗出，硬化结
痂，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物，压迫到神经或者脊
椎，引起各种颈椎痛、坐骨神经痛等。

微创能治腰椎病

近日，由顾柯领衔的首都医科大学三博脑科
医院医疗团队，采用等离子射频联合臭氧髓核消
融术，成功治疗了多名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该疗
法创伤小、治疗时间短，安全性高，不破坏骨的
基本结构，将腰椎间盘突出等腰椎疾病的治疗带
入微创时代。

事实上，腰椎疾病可能导致极为严重的后
果。如患者在出现腰背部疼痛、下肢疼痛、麻木
及感觉异常等早期症状，不去医院检查，也不做
任何治疗的话，随着病情的发展，突出的椎间盘
可能造成脊髓、神经受到压迫，到这时患者就可
能出现行走障碍甚至肌肉瘫痪、大小便失禁等症
状。专家指出，腰椎间盘突出发展到一定程度，
必须进行骨科手术治疗。

传统骨科手术治疗后可以明显缓解患者疼
痛，提高其生活质量，但在手术操作过程中风险
较大，如果术中操作不慎，可能导致血管破裂而
发生低血容量休克，或因脊髓损伤而导致身体相
应支配区域功能损伤，出现功能障碍等情况，同
时，手术本身创伤较大，易破坏脊柱固有的稳定。

近年来，以低温等离子射频联合臭氧髓核消
融术，是腰椎间盘突出相关疾病领域发展起来的
一种新型治疗手段。与传统手术相比，这种新型
治疗手段具有传统手术所不具备的优点，如创伤
小、不破坏骨的基本结构、瘢痕组织形成减少、
术后恢复快等。

久坐不动是成因

导致腰椎间盘退行性改变的主要原因是长期
慢性积累性劳损，除去职业原因、疾病或外力伤
害所引起，由于自身保健意识不强，平时生活中
发生习惯性用错腰的情况更不在少数。

久坐不动，加上姿势不正确，是导致腰椎疾
病的主要成因之一。研究表明，人体在前倾20度
坐着时，腰椎间盘内的压力最大，而这正是伏案
工作时经常保持的姿势。正确的坐姿应是上身挺
直、收腹，久坐者最好每隔40分钟左右活动一下
身体，如扩胸、后仰、向上牵拉等。另外，腰椎
间盘突出患者建议坐有腰托的坐椅，此时腰椎前
凸接近直立位置，负荷也相对较小。那些久站一
族应尽量避免穿高跟鞋，以免身体重心前移；同
时挺胸收腹，保持身体直立；若需长时间保持弯
腰或腰部前倾，可用双上肢支撑上身重量，减轻
腰部负荷；如已经被腰酸背痛所折磨，还应检查
讲台或柜台高度是否合适，一般应配合自己的身
高，站立时高度与髋部持平为宜。

北医三院庆祝建院60年

本报电（王 丽）“2018中国医院创新发展峰会暨北医三院建院60周年学
术研讨会”日前在京举行。

据了解，本次大会以医院创新发展作为11个分论坛的主要内容，话题涵
盖医疗卫生行业前沿和热点，内容涉及患者安全、创新医疗、质量服务提
升、中国临床医学教育、医院经济管理与业财融合等广泛内容。60年来，北
医三院培养了两院院士、973首席科学家、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国家卫健委突
出贡献专家等一批顶尖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科研突破和创新转化成果。

药企合作聚焦肿瘤治疗

本报电（葛梦玲） 百洋医药与默沙东 （中国） 近日宣布，双方达成合作
伙伴关系，将共同发挥在肿瘤治疗领域的优势，探索有效的肿瘤患者全程疾
病管理，推进肿瘤免疫治疗的临床应用。

据介绍，百洋肿瘤智能化治疗整体解决方案与默沙东的肿瘤免疫治疗方
案的结合，将为肿瘤患者诊疗模式带来新的形式和更精准的诊疗。

中法合作“健康医路行”

本报电 （张鸿茹） 全球领先的药企赛诺菲近日宣布，在中国启动全新
“健康医路行”项目。赛诺菲将创新药品、疫苗及领先的疾病管理模式带入基
层，提升中国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

据介绍，“健康医路行”预计在2018年第四季度覆盖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成都、重庆、西安等 7个城市，举办各类培训活动 1700余场，深入近
2000家社区与县域医院，助力超过1500名基层医疗机构管理者和3万名基层
医生，面向至少6000名社区居民开展健康教育活动。

随着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当前，国产肿瘤微创医疗器械迎来了创新发
展的关键时期，加强医、研、企协同作战成为关键一环，让临床医生参与到
手术器械的设计中，将加快科技创新的速度和质量。在近日举办的中国肿瘤
微创科技研发与应用专家研讨会上，多位专家表示，精准医学时代的到来，
肿瘤治疗更趋向微创、高效和个体化，并逐步成为肿瘤治疗的主流方向。微
创治疗已深入于全身各个不同的组织器官，与外科手术、放化疗等有机结
合，越来越多的肿瘤病人从中获益，也给肿瘤微创器械发展带来了利好空间。

与会专家表示，国产医疗器械行业已经进入到第二个迅猛发展期。在政
策支持和技术引领下，高端国产医疗器械替代进口同类产品将按下快捷键，
性价比高的中国制造将对国际大品牌在全球范围发起更有力的挑战。面对多
重利好，临床医生也应参与到手术器械的设计中，这是加强医研企协同作战
关键的一环。

据介绍，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年发文明确国家重点扶持的十大产业，其中在
健康产业的分支高端医疗器械中，共有6大类医疗器械将重点扶持。在国家经
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医疗器械产业作为实体经济的重点领域，将得到重点支持。

中国癌症基金会理事长赵平建议，除了资金的投入，加快医疗产品的审
批流程是当务之急。在加快审批的前提下，制定明确的审批原则以及审批标
准，才有望实现“管而不死、放而不乱”。

专家强调，优化科技创新资源配置，采取产学研结合、技术创新联盟等
形式，按照共建共享原则，选择在人才、学科和资源等方面优势单位，建设
和培育一批创新医疗器械平台，是未来国产肿瘤器械创新科技发力的关键。

5招防腰椎间盘突出

适当睡硬板床：使脊柱能保持自然生理曲度，腰部肌肉处在休息状态，
腰椎也轻松无负担。

腰腿不受凉：养成良好的饮食起居习惯，呵护腰腿不受凉，爱惜自己不
过劳。

蹲下取重物：应该先蹲下拿到重物，然后慢慢起身，尽量做到不弯腰。
站如松坐如钟：既不久坐，也不久站；站或坐都要端正，胸部挺起，腰

部平直。
姿势多变化：同一姿势不应保持太久，适当进行原地活动或腰背部活

动，解除肌肉疲劳。

巾帼“国医大师”养成记
本报记者 喻京英

腰椎疾病不得不防
钱宇阳 喻京英

腰椎疾病不得不防腰椎疾病不得不防
钱宇阳钱宇阳 喻京英喻京英

在近日举行的“2018 中国国际肝胆外科论坛暨首届华人器官移植大会”
上，包括海峡两岸和美、日、法等国的 30 余名肝胆外科领域顶级专家，以

“肝胆胰疾病的精准外科治疗与器官移植”为主题，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交
流和前沿探讨。

据介绍，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董家鸿院士团队经过多年努力创新，在国际
上首次提出“精准外科”理念，创立了精准肝胆外科模式，确立了病灶清
除、脏器保护、损伤控制三要素并重的系统化干预策略，构建了以可视化、
可量化和可控化为特征的外科技术系列，破解了肝胆外科手术中定位、定
量、定构和精控的难题，从而提升了复杂肝胆病的外科治疗效果。

多年来，董家鸿多次受邀在重要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专题演讲和手术演
示，现场推介其团队创建的精准外科理论、精准肝胆外科模式和技术体系。
现代肝脏外科之父、欧洲外科学会创会主席享利·比斯谬特教授评价该体系时
说：“我们在做精准手术，但董家鸿教授是在国际上提出精准外科——这一划
时代理念的第一人。”美国移植学会主席、纽约长老会医院肝病和器官移植中
心主任让·埃蒙教授对此评价道：“过去世界各地都来美国学习肝胆外科技
术，现在中国的肝胆外科技术已超越我们，应该向中国同行学习了。”他们决
定派送肝胆外科和肝病内科两名医师到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进修。哈佛大学基
思·黎里莫教授也对中国肝胆外科技术给予高度赞赏，他认为“目前，在体外
肝切除等复杂肝胆外科技术上，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的技术经验，毫无
争议地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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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精准外科理论获国际赞誉
韩冬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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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颤仪布点逾两百城市

本报电（宋邦俊） 近日，美年健康的除颤仪设备网点在百度、支付宝、
腾讯等地图平台全面上线。有需要的患者能够随时通过地图找到设备，为心
脏骤停患者争取宝贵抢救时间，提升救活几率。目前在全国 200 余座城市、
400余家体检中心配备了除颤仪 （AED）。

据了解，发生心脏骤停后，黄金救治时间为 4分钟，其中除 CPR （人工
心肺复苏） 之外，除颤仪也是救命利器之一，其成功率远高于CPR。因此除
颤仪分布范围越广、布点数量越多、群众知晓度越高，挽回心脏骤停患者生
命的几率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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