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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首届全国名中医，全国知名
中医，第三、四、六批全国老中医药
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湖
北省中医大师、中医名师，陈如泉精
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受到了患者的
赞誉。今年已经 80 岁高龄的陈如泉，
依然每周两次在医院坐诊，为慕名而
来的患者问诊开方……

研发8种特效药

陈如泉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医、
中西医结合治疗甲状腺病、血液病和
方剂学。他出身中医，也遵循循证医
学。他始终认为，临床是检验中医理
论、继承和发展中医重要途径，要在
患者那儿找到研发的动力。

在临床治疗甲状腺疾病的过程
中，西药副作用大，常常会引发白细胞
指标异常、全身过敏、肝功能受损等问
题。对此，陈如泉潜心研究师傅——老
专家洪子云留下的手稿和笔记，结合
临床，经过几十年反复研究论证，创
新研发了复方甲亢片、消瘿甲亢片、
活血消瘿片、理气消瘿片等特色制
剂。 其中，复方甲亢片在治疗甲亢方
面总有效率接近 94%，临床疗效与毒
副反应等方面，均优于单纯中医与单
纯西医治疗效果。几年前，甲亢用药
出现全国缺货，复方甲亢片“挑”起
了重担，解决了不少患者的“断药”
问题。

为了分清甲状腺的性质，陈如泉
创造性地提出通过甲状腺彩超造影帮

助诊断，成为鉴别良性还是恶性疾病
的最佳手段，湖北省中医院成为湖北
首家提出使用彩超造影帮助诊断甲状
腺疾病的医院。

打着夹板上门诊

陈如泉上门诊从来都是提前半小
时到诊室，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医院
给他每次门诊限号。可是来找陈如泉
看病的患者有一些是从外省赶来，“他
们都是大老远跑来，能看的我都看。”
陈如泉常把这句话挂嘴边。一年下来
门诊病人超过 1万人次。“我们心疼陈
老，看他太累不忍心加号，可我们同
时也不想对不起患者，真是两难。”跟
随陈如泉多年的护士王华说。

2015 年 12 月，陈如泉被汽车刮
倒，造成左手肱骨骨折。因为怕耽误
两天后的门诊，他坚持拒绝手术治
疗，要求用保守疗法，打夹板上绷
带。门诊当天，陈如泉吊着手臂准时
开诊。这天也是再生障碍性贫血患者
刘冬云复诊的日子。他花了 40多万元
都没有治好的病，在陈如泉这里治疗
了大半年的时间就好了，而且第一次
来看病时没带够药钱，还是陈如泉教
授主动询问后垫钱帮他补齐了药费，
让他先拿药回去吃。这次复诊看到陈
如泉打着夹板上门诊，刘冬云眼含泪
光说：“祝福长命百岁是一句吉利话，
但作为患者，我真的希望陈老长命百
岁，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继续拥有一个
好医生！”

自建资料“图书馆”

为了可以随访门诊患者情况，提
醒他们复诊，同时方便教学和科研，从
2001 年 10 月 30 日开始，陈如泉自制了
第一份病历卡资料，病人是一名王姓
女士，患甲亢。到如今病历卡已积攒
了 5000多本，按照甲亢性心脏病、甲
亢性突眼、甲状腺结节等分门别类，
相当于一个甲状腺疾病的小图书馆。
当中有一些需要跟踪随访的病人，陈
老用本子另外登记备案，随访病人时
间最长的超过15年。

中医传承须后继有人。几十年来，
陈如泉通过“师带徒”、优秀人才培养和
临床带教等多种形式，培养了多批不同
层次、不同特长的后备人才。现任湖北
省中医院甲状腺科主任左新河，是国
家第一批“师带徒”大弟子，跟随陈

如泉多年，他感慨地说，25 年前，老
师组建了湖北省第一个甲状腺病的特
色专科门诊；2004年，老师又主持建立
全省唯一综合性的甲状腺病专科，运用
中医、中西医结合等方法为 1000 余患
者解除病痛；2013年，“陈氏中医瘿病学
术流派传承工作室”成为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首批唯一一个甲状腺疾病领域的
传承工作室；2016 年，78 岁的老师还
在积极组建甲状腺特色诊疗中心，旨
在形成系统的、全面的、医教研一体的
甲状腺疾病研究基地。

时至今日，湖北省中医院甲状腺
诊疗中心已经建成，拥有 3 个独立的
瘿病专科门诊、专病专科病房和国家
中医甲状腺病实验室，每年接诊 3 万
多名患者，发展了 20 多位学术传承
人，为学术研究和临床工作的开展提
供了保障。在陈如泉带领下，湖北省
中医院甲状腺科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爆发性心肌炎是最为凶险的心血管危重症之一，
常侵袭青壮年。因为该病的临床表现与感冒相似，所
以很多人最初都以为只是患上了感冒，即使发现了心
脏损害，其表现也与心肌梗死非常相似，极易漏诊、
误诊。临床中，相当一部分患者还没有诊断清楚就死
亡了。即便诊断清楚了，由于国际上缺乏对该病的深
入研究和认识，也没有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也导
致了该病的死亡率高达 50%以上。也正是因为这样，
攻克这一疾病，无论是对家庭还是社会都意义重大。

冬季是爆发性心肌炎发病较多的季节，有时候，
一场感冒就可能诱发，亟须引起重视。生活中，一旦
出现感冒症状，合并明显的乏力、气促、胸闷等症
状，应立即就诊，以免耽误病情。

爆发性心肌炎极易误诊漏诊

爆发性心肌炎是一种病毒感染引发的极其凶险的
心血管急危重症，也是心肌炎中最危重的类型。该病的
特点是起病急骤，患者随之很快会出现心脏衰竭或者严
重心律失常，并可伴有肺、肝脏、肾脏等多个脏器功能衰
竭。该病在短时间内就会产生爆发性的心脏损害，且不
能及时代偿心肺功能。

由于爆发性心肌炎发病时很像感冒，表现为发
热、乏力、不思饮食等不适，之后会出现心脏受损的
表现，表现为气短或胸闷、胸痛，且心电图酷似心
梗，因此经常会被误诊为心梗。直到现在，业内普遍
认为爆发性心肌炎的发病率不高甚至极其罕见，国内
也仅有个例报道。

事实上，这其中部分原因是人们对爆发性心肌炎
的认识不足，使得漏诊和误诊频现，相当一部分患者没
能得到正确诊断。如果误诊为心梗，这两种疾病是完全
不同的救治程序，后果不堪设想。加之该病患者病情发

展迅速，很多患者还没能诊断清楚就已经死亡，而死亡
患者多数也没有再进行进一步检查，也就是进行尸
检，因此无法判断是否为爆发性心肌炎所致。所以，
爆发性心肌炎的实际发病率可能被严重低估。在同济
医院，每年的确诊人数在50例至60例，由此推测，我
国每年发病人数不少于2万至3万例。

50岁以下青壮年是高发人群

爆发性心肌炎的病因包括病毒感染性、自身免疫疾
病性和毒素/药物性三类，其中病毒感染性最为常见。
致病病毒种类非常广泛，包括流感及副流感病毒、细小
病毒、各种肠道病毒、腺病毒、巨细胞病毒、EB病毒，甚
至肝炎病毒、艾滋病病毒也有致病的报道。

就病毒性爆发性心肌炎而言，患者临床上表现为在
2—5天不等的前期感染症状，比如轻重不等的发热、乏
力、鼻塞、流涕、咽痛、咳嗽、腹泻，之后迅速出现心肌受
损表现，如气短、呼吸困难、胸闷或胸痛、心悸、头昏、极
度乏力、食欲明显下降等。

由于长期过度劳累、过度运动而导致自身免疫力
下降，50 岁以下的青壮年是爆发性心肌炎的高发人
群，约占到心脏猝死人数的70%，且有明显增长趋势。

很多人会疑惑：为何青壮年人群更容易“中招”？
这是因为相比老人、儿童而言，青壮年人群的自身免
疫力更强，当受到病毒侵犯时，自身的防御系统在清
除病毒的同时，也损伤自身的心肌细胞。在临床中，
最常见的爆发性心肌炎多由“感冒”诱发，当受到病
毒侵犯时，自身的防御系统会本能地“反攻”。因此，
当出现发病突然，有明显病毒感染前驱症状尤其是全
身乏力不思饮食，继而出现心脏受损的症状如胸闷、
气短、憋气等，然后迅速出现严重的血液动力学障
碍、实验室检测心肌肌钙蛋白增高，显示心肌严重受

损、超声心动图可见弥漫性室壁运动减弱时，即可临
床诊断为爆发性心肌炎。

传统治疗救治成功率非常低

爆发性心肌炎更多是一个临床诊断而非组织学或
病理学诊断，因而需要结合临床表现、实验室及影像
学检查综合分析。遗憾的是，许多病人由于没有及时
做冠状动脉造影而被误诊为急性心肌梗死，耽误了治
疗。即使是诊断清楚了，也没有非常行之有效的治疗
方法。

以往，国内医院对爆发性心肌炎的治疗都是参照
西方治疗经验，但对于爆发性心肌炎，西方的治疗经
验并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

按照传统经验，对于确诊了爆发性心肌炎的病
人，由于其心脏的泵功能衰竭，需要使用大量的升高
血压和增强心脏收缩力的药物来维持血压水平。在强
心和升压治疗无效或情况急转直下后，才开始用循环支
持等高级别治疗。奇怪的是，按此治疗的结果是救治
成功率非常低，医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全身多器
官衰竭而死。不仅仅中国医生是这样，西方的大医院
也是如此。尽管欧美国家的医院具备最先进的医疗条
件，但在爆发性心肌炎的诊断和救治中，基本还是按
照传统理念治疗，其结果是病人到了使用强心、升血
压治疗不能维持时就进行心脏移植，但实际情况是发
病紧急、供体短缺，能够接受移植的病人极其有限。
后经研究发现，以往的治疗有如“病马加鞭”，使原本
已经严重受损的心脏雪上加霜，其结果是救治成功率
非常低，甚至加重病人的心脏负担。因而，寻找新的
有效的救治方案迫在眉睫。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内
科学系主任兼心内科主任）

“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
《“城市改变糖尿病”倡议》（简称 《倡议》） 近日在海口发
布。基于“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在全球的实践经验，《倡议》
提出，城市应重视糖尿病对居民健康及城市发展的影响，掌握
城市糖尿病流行现状，设定目标并制定行动策略，共同行动遏
制糖尿病的流行趋势。

《倡议》提出，由城市多部门建立协同机制，在改善支持性
环境、引导个人行为改变、促进规范诊疗管理等方面做出积极
行动，提出8条具体建议，包括促进健康融入城市规划和相关政
策制定、积极建设健康支持性环境、全面践行健康生活方式、
规范诊疗管理服务等。

据国际糖尿病联盟数据，在 2017年，全球约有 4.25亿糖尿
病患者，其中约 2/3 居住在城市，城市中糖尿病患病率为
10.2%，高于农村的6.9%。据预测，到2045年，全球将有6.29亿
人患有糖尿病，75%的患者将居住在城市，给城市经济社会发展
带来沉重负担。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孔灵芝表示，未来，居住在城市的
人口会越来越多，城市在糖尿病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改
变”是 《倡议》 重要的关键词。通过掌握城市糖尿病情况，意
识到在政策、环境等方面的不足，有针对性地去制定行动计
划，多部门乃至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遏制糖尿病的流行趋势。

据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贾伟平介绍，城市的糖
尿病管理，是反映健康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衡量因素。包括上海
在内，中国共有5个城市加入“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这意味着中
国的城市糖尿病管理经验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有了政
府的参与及政策的支持，再加上糖尿病防控的社会力量、医疗机
构和疾病防控的力量，就有可能实现根本性的改变。

据悉，“城市改变糖尿病”项目由哥本哈根 Steno糖尿病中
心、伦敦大学学院与诺和诺德于 2014 年发起。目前包括上海、
天津、厦门、杭州、北京在内，全球共有 19 座城市参与其中，
惠及1.3亿市民。这一模式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城市所借鉴或采
纳，成为城市防控糖尿病的重要措施之一。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总决赛举办

《“城市改变糖尿病”倡议》发布

遏制糖尿病的流行趋势
李 军

《“城市改变糖尿病”倡议》发布

遏制糖尿病的流行趋势
李 军

本报电（白轶南） 由健康时报社、中国医学救援协会科普
分会主办的“创新赋能·链接未来2018（首届） 中国幸福产业创
新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办。论坛围绕“养老、健康、医
疗、运动、文化”五大主题，邀请了300余位产学研专家、学者
对幸福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与经验分享。

据介绍，中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满足老人衣食住行还不
够，还要让他们老有所医、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只要老人身体健康，才能让“自己不遭罪，家人不受累，节省
医药费，有利全社会”。而随着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不
断涌现，正在拓宽幸福产业的发展渠道。越来越多科技创新成
果被运用到旅游、文化、体育、健康、养老等五大幸福产业的
创新发展需求之中，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幸福的需求。

耄 耋 之 年 不 离 临 床
——记全国名中医陈如泉

胡 梦

综合救治破解医学难题

2014年，同济医院心血管科成立了“爆发性心肌炎救
治”的攻坚团队，在大量研究论证的基础上，团队提出了

“让受损伤的心脏休息、用生命支持设备部分替代它的工
作，同时促进炎症康复”的理念。并反其道而行之，给病
人用了心脏支持装置，让病人心脏彻底休息。此外，发现
了神经氨酸酶抑制剂的抗病毒之外的心肌保护作用及其机
制。此后，通过不断总结新的治疗方法下爆发性心肌炎患
者的临床疗效和转归，并结合爆发性心肌炎的病理和病理
生理特点、文献报道资料，与国内多名专家研究讨论制定
治疗方案，最终提出了“以生命支持为依托的综合救治方

案”。该方案以“尽一切可能降低患者心脏负荷”为基本
原则，主要内容包括严密的监护、护理、绝对卧床休息和
液体管理；积极生命支持治疗，包括循环支持 （使用主动
脉内球囊反搏和腔静脉—主动脉体外膜肺氧合），呼吸支
持 （机械通气）；免疫调节治疗，包括使用足量糖皮质激
素和静脉免疫球蛋白；抗病毒治疗和连续肾替代治疗易清
除炎症因子。在规范执行这一方案后，爆发性心肌炎患者
救治效果大幅提升，死亡率从50%以上降至5%。自此，有
效破解了爆发性心肌炎救治这一世界医学难题。

需要强调的是，爆发性心肌炎进展迅速，救治机会稍
纵即逝。因此，及早确诊、尽早治疗是逆转爆发性心肌炎
的关键。 本报电 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大赛总决赛近日在京举

办。历经5个月的激烈角逐，最终广西代表队获得冠军。
据介绍，本次大赛以“生活处处有中医”为主题，旨在扩

大中医药健康文化影响力，提升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素养，丰
富中医药养生保健知识。大赛参赛报名机构近3000家，比赛内
容在传承中医药经典的基础上，紧扣当下中医事业的核心工
作，涵盖广泛，兼具历史性和时代性。

本报电（记者喻京英） 中国生命科学研究领域权威奖，第
十二届“药明康德生命化学研究奖”评选结果近日在京揭晓，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刘奕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秦成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徐兵河和武汉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宋保亮等4人荣获“杰出成就奖”，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周俭获“科技成果转化奖”，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
勇等15人获得“学者奖”。

据介绍，作为中国生命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药明康德
生命化学研究奖”由药明康德于2007年设立，旨在奖励生命科学
领域在科研创新、成果推广及高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取得重大成
果的优秀中青年科技人才。截至今年，共有205位优秀科学家获
此荣誉，其中有15位获奖者入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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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科技让健康管理更智能

本报电（郭银娜）天智星公司近日在京举办“创新科技·玩转
智能健康”新品发布。旨在带领人们从更加智慧的视角去了解基
因、了解自己，重新定义以基因为驱动力的智能健康产品与服务。

据介绍，基因与生命健康的发展息息相关。进入21世纪以
来，得益于科技的飞速发展，我们有了更加先进的手段去探索
基因奥秘。此次天智星推出的人工智能健康管理服务，将用户
目标划分为瘦身、健身、健康三个方向，以及防癌、抗炎症等
多个目标。希望为公众提供更加科学、更加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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