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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19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报告》 近日在北京发布，报告
显示，从职场角度分析，关注自我实现的女性越来越多，意味女性
开始重视自身成长和社会价值。在定义幸福时，88.6%的女性认为健
康是最重要的因素。

《报告》 表明，在定义成功时，61.3%的女性认为自我实现和目
标是最重要的因素，远远高于健康、婚姻与家庭及金钱；只有较少
数量的女性更关注权力、名誉和社会地位。

研究发现，在阻止晋升的原因中，“平衡工作和生活”以及“由
于家庭责任需要多待在家里”的已婚已育女性占比是已婚已育男性
的1.5倍。由于家庭责任，女性仍比男性需要付出更多的精力去处理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问题。当受访者被问及”向前一步”意愿时，积
极的发现是有 60.4%的女性受访者希望晋升到更高的岗位，其中
33.3%女性受访者希望晋升到高级管理层。

今年的 《报告》 采用系统模型来衡量生育状况和女性工作意愿
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由于现实原因，女性生育后将普遍为工作
投入更少的时间，但是多数的女性不仅有意愿工作，而且仍然保持
很强的晋升动力。《报告》显示女性需要在职场中得到更多认可和尊
重，在家庭中也是如此。关于分娩后需要家庭提供何种支持，86.1%
的女性受访者认为，丈夫应该对家务劳动和婴孩照管承担更多责
任，82.6%的女性受访者需要丈夫在情感上的支持，而需要另一半在
经济上给予支持的女性比例不到50%。

纵观报告整体数据分析，不论是从职场角色、家庭责任还是从
两性关系上，中国女性正在以更宽的视野和更多的维度重新审视和
定义自己。本次报告的发布，旨在提高企业和社会对女性职业发展
问题的关注，全面解析职场现状和未来趋势，发掘和寻求支持女性

“向前一步”的解决方案，从而助力创造一个更加平衡的职场发展环
境，提升女性的职场满意度和幸福感，帮助女性突破瓶颈、走向属
于她们的职业巅峰。

风湿免疫性疾病是以多系统和多器官受累以及高致残率为特点
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这类疾病的临床表现复杂、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早期诊断较为困难。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有逾1000万风湿
免疫性疾病患者，均属于慢性疾病，需长期甚至终生治疗。全国人
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立医院副院长王凌强调，风湿性疾病如类风
湿性关节炎和强直性脊柱炎，都是高致残率疾病，给家庭及社会造
成了严重负担。

类风湿关节炎的疾病特点表现为：70%的患者在患病2年内会出
现关节侵蚀破坏，5至10年的致残率高达43.5%，15年及以上的致残
率将高达61.3%；同时，由于身体的免疫系统功能紊乱，还会引发骨
质疏松、肺间质纤维化、冠心病、血管炎、巩膜炎等疾病，严重威
胁人体健康。由于类风湿关节炎高发年龄在30岁至60岁之间，这个
年龄段的人群又是社会和家庭的重要生产力来源，因此，类风湿关
节炎导致的社会负担和家庭负担非常沉重。从现有流行病学统计来
看，较低的社会经济水平与较高的发病率相关，该病的高致残率和
治疗过程中的医疗负担，导致患者因病致贫现象较为突出。

王凌说，目前我国类风湿关节炎规范治疗状况不尽如人意，先
进的治疗方案使用率还很低，对比世界发达国家仍有很大的差距，
现有的治疗方案未能满足临床上对该病的控制和关节功能的保留。
如强直性脊柱炎，发病高峰年龄在13岁至31岁之间，男性发病多于
女性，如果得不到及时治疗或治疗不当，患者可发生致残。因此，
该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的严重负担显而易见。

王凌建议，加强风湿学科的科室建设，建立风湿免疫疾病患者
转诊制度，逐步形成覆盖本地域的风湿免疫疾病诊治协作网络，解
决基层风湿免疫疾病患者看病难的问题，并不断提高诊疗水平和服
务能力，确保各地风湿病临床诊治符合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制
定的最新指南和共识。

王凌说，应高度关注因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类疾病等风湿类
疾病的误诊、不及时治疗及治疗不当等所导致的患者致残、丧失生
活能力问题，还要关注由此带来的社会劳动力损失。

据悉，当前国际上针对此类疾病的治疗已有了很大突破，患者
症状可得到有效控制，疾病致残率显著降低。王凌呼吁，我国应加
快风湿性疾病治疗领域的创新药品准入国家医保目录，这对于提高
患者的药物可及性意义重大，更可以提高患者规范治疗的可及性。

远程心血管能力提升项目启动

本报电（吴振冬） 近日，由中国心血管健康联盟、中国县域院
长联盟、杰凯心血管健康基金会、39互联网医院携手打造的“县域
医院远程帮扶心血管能力提升项目”启动，五方就县域医院远程帮
扶进行战略合作。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霍勇教授表示，只有不同地区医疗机构达到
同质化、高水平的目标，才能让百姓得到安全、有效、可及的医疗
服务。中国地幅辽阔，心血管患者人数众多，各地区医疗水平发展
极不均衡。发展“互联网+医疗健康”是促进医疗资源均等化的重要
手段，而线上线下紧密结合是“互联网+医疗健康”落地的关键。通
过线上线下结合，大力帮扶县级医院，将大幅提升其诊疗能力，让
老百姓能够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好病。

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对接启动

本报电（冬 野） 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施予受”器官捐献志
愿登记平台对接启动仪式暨清华长庚器官移植专项基金成立仪式近
日在京举行，这是华北地区首家推动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平台对接工
作的公立医院。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
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表示，器官移植事业的规范化开
展，将是推动“健康中国”战略目标的一个具体举措。

据了解，我国每年约有30万人在等待器官移植，每年仅有1.6万
余人能够完成移植。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施予受”
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系统主任赵洪涛介绍，“施予受”平台于2014年
3月上线，旨在向社会大众介绍、推广器官捐献的理念，唤起公众对
器官捐献的关注，增强公民参与器官捐献的意识。

日常通勤的地铁上，你是否总用耳机听音乐看
视频？到家后，是不是会打开游戏调大音量，跟着
兄弟一起玩？在喧嚣城市中，低头族们不仅离不开
手机，不知不觉耳机也成为生活必需品。3月3日是
第二十个“中国爱耳日”，每年的“双三”这一天命
名为“爱耳日”，是为了提醒人们关爱双耳，然而形
势并不乐观。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
示，目前全球约有 11亿年轻人正面临着无法逆转的
听力损失风险。

听力下降的征兆有哪些？日常生活中，我们应
注意哪些方面有助于保护听力？有关专家强调，听
力不加保护，可致“老年性耳聋”。

听力下降脑萎缩可提前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成人 （或 15 岁以
上） 相对好耳听力损失在40 dB HL以上，儿童 （或
0-14 岁） 相对好耳听力损失在 30 dB HL 以上，称
为听力残疾。全球残疾性听力损失 2018 年数据显
示，超过 1/3 的 65 岁以上人口存在残疾性听力损
失；11 亿年轻人面临娱乐性噪声听性听力损失风
险。2006-2016 的十年间，我国听力残疾状况显示，
60 岁以上人口，58.85%患有听力损失，其中听力残
疾人口数量24.1%。

应当承认，老年人听力下降是表现在听力方面
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和病理趋
势。但是，80%的老人出现听力损伤后都没有加以干
预，最终导致耳聋。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

院王硕副教授提醒老年朋友，老年聋会使老年人更
加孤独，给心理造成创伤，反应迟钝，智力衰退。
老年聋与脑萎缩、认知功能障碍呈正相关关系，随
着听力下降、听功能的废用，可能会加重脑萎缩、
阿尔茨海默症提前到来。

及早干预治疗，保留残存听力，对提高晚年生
活的质量至关重要。对于中青年人而言，不要以为
听力保护是老年期的事儿，要想保持“视听不衰”，
必须远离噪声，多掌握一些爱耳护耳的保健知识，
从现在做起。

“主流之症”乃炎症

“炎症、先天遗传、肿瘤、噪声、药物以及一些罕见
性疾病均有可能对耳部和听力造成损伤，其中炎症是
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龚树生说，在该医院接待的
耳部疾病住院患者中，中耳炎患者约占60%。

“除了中耳炎，噪声性耳聋也是常见的耳部病
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耳鼻咽喉头颈
外科主任王宁宇表示，该院职业病科曾接收到很多
在噪音作业环境下工作的患者，如来自钢铁厂、矿
厂、嘈杂的织布机厂、机场等长时间暴露在噪音之
中的工人。

在王宁宇看来，一些药物对耳朵也可能存在威
胁，被称为耳毒性药物。目前已知的耳毒性药物近
百种，临床中最常见的当属氨基甙类抗生素。现有
研究表明，氨基甙类药物对听力的影响因人而异，

有些人携带对该类药物高度敏感的基因，有可能注
射一剂就会致聋，然而没有携带对此敏感基因的
人，可能用药时间长达半年也不会引起听力损伤。

“因此，医师对耳毒性药物应引起高度重视，有相应
家族史的病人也应及时告知医师，为医师科学用药
提供准确信息。”

多重征兆应警惕

“听力出现问题的先兆可分为以下三类：听声困
难、能听到声音却听不清楚、理解不了对方说了什
么。”王宁宇说，“以上概括的三类先兆，分别对应
外耳、中耳，内耳，中枢在听觉传输过程中出现了
问题。”王宁宇说。

具体到不同人群又有哪些蛛丝马迹呢？“可以从
人与人之间交谈时的距离远近、说话时的音量大小
中对比和观察。”龚树生说，通常成年人以正常的音
量在4米远的距离对话应该能够听清楚，如果听不清
楚且平时自己的说话声音偏大，有可能已经出现了
听力下降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经常要求
重复或者提高音量才能理解表达者所说的内容，则
应引起高度警惕，原因在于器官衰老常引起老年性
耳聋。医院对于刚出生的婴儿都会进行听力早期筛
查，此后定期的听力筛查十分必要。

“家长尤其要注意孩子的一过性耳痛症状，即持
续时间短暂的耳痛感，如果睡眠时还伴有张口呼
吸、打鼾等现象，家长应立即关注孩子的听力。”龚
树生表示。

2017 年 4 月，第三届国医大师 30
人入选名单出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
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卢芳赫然在列，是
该省唯一入选者，并最终喜获国家中
医大师殊荣。

卢芳从医 56年，在国内首倡“脾
胰同治”法治疗糖尿病及其并发症，
提出脾胰同治法，为中医治疗糖尿病
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他曾担任哈尔滨
市中医医院院长和黑龙江省中医管理
局副局长长达 15 年。对此，他曾说

“做医生是终生的”。

一生从医信念

卢芳 1939 年出生中医世家，从小
培养了学医志趣。小学时，他就在祖父
指导下背诵《药性赋》、《汤头歌诀》等中
医启蒙书籍，后来如愿走上中医之路。
1956年，他考取了黑龙江中医学院。

作为医者，卢芳没想到自己第一
个病人竟是亲弟弟。1958 年，他正在
上大学，黑龙江麻疹流行，两岁的弟
弟未能幸免，发高烧继而合并肺炎伴
心力衰竭，经多方抢救无效，生命垂
危。父母在绝望中通知他回来见弟弟
最后一面。他赶到时，弟弟奄奄一
息。倔强的卢芳下决心要把弟弟从死
亡线上拉回来。他将弟弟诊断为麻疹
未透，毒邪攻肺所致的麻疹合并肺
炎、心力衰竭、呼吸衰竭，遂用宣毒
发表汤仅一剂。弟弟竟服用后转危为
安，后痊愈。此事在当地被传为佳话。

诊疗自成一派

中医博大精深，作为一个当代合

格的医生，对中西医两种理论必须找出
契合点，有创新、有突破，才有作为。而
中医师更要精通中医基础理论。卢芳
在多年的医学实践和理论钻研过程中，
在挖掘传统医学精髓的同时，逐步形成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

卢芳认为，阴阳学说是中医学理
论核心，习中医不可不精究阴阳学
说。他对 《内经》 阴阳学说的论述颇
有研究，博览各家论著，并运用现代
科学观点对其进行了科学分析，强调
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体系及遣方、用
药等各个诊疗环节中的指导作用。

卢芳将阴阳学说运用临床实践，
从调和机体阴阳入手，并结合每个病
人的特殊情况来处理，每每能获取良
效。如他用祖传秘方还春口服液治疗
性功能减退。他认为，性功能减退属老
年气虚者，气不化精生阳所致，肾阳不
振，导致阳痿。据此，他在研制的还春
口服液中偏重人参、汉三七、取人参益
气生精，突破了传统治疗手段。

卢芳经过多年的潜心钻研，在丰
富经验基础上，形成了独到诊治理论。

在继承中创新

卢芳认为，中医重在继承、贵在
创新。在教学上，他强调勤于古训，
力求新义；勿以空谈，勤于实践，不
断丰富中医学说。在治疗上，他依据
药物归经和药物性能，总结出治疗三
叉神经痛引经药取得良效；开发出中
风鼻溶栓方剂，适用于脑动脉硬化、
脑萎缩等病治疗。

对前人的方剂，卢芳力求化裁创

新。比如，他创新《伤寒论》中的炙甘草
汤，治疗席汉氏综合征（虚劳）。再比
如，他将仲景的真武汤并附子汤合方治
疗寒湿痹症，而不限于水气病等。

他认为，医疗实践是检验治疗理
论的唯一标准。如在治疗植物神经功
能紊乱时，他强调滋阴潜阳之法，认
为本病阴亏肝旺，进而导致心肾不交，
心肝脾肾俱病等。他提出，用生地黄、
生白芍、生龙骨、生牡蛎以滋阴潜阳，重
镇安神，在临床上取得良好疗效。

卢芳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的观点，有两层含义。一是既要为病
寻药，又要重视辨证论治。二是辨证
论治与辨病施治相统一，把西医为病
寻药和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不偏废。

桃李芬芳后继有人

卢芳具有精深的医理知识和丰富
的经验。他根据自己的临证经验，归

纳总结了一套有关辨证程序的歌：“望
闻问切抓主证，脏腑学说把位定，找
出某脏为主导，再用八纲去定性，卫
气营血与三焦，经络循行与六经，结
合气血与痰饮，高度概括成证型。”这
样朗朗上口，使辨证纲举目张。

卢芳勤于育人，桃李芬芳。他把
培养中医接班人的工作看做和自己的
学术研究一样重要。1990 年，他被有
关部门选中为国家首批全国名老中医
学术经验指导老师，他投入更多时间
精力培养新人。在担任哈尔滨市中医
医院院长的 8 年期间，他无偿为医院
献出自己的验方。

卢芳不仅带了一批高徒，而且引
导培养后代纷纷走上医学之路，他的
家庭成为远近闻名的中医世家。他为
之奋斗一生的中医事业不仅后继有
人，而且发扬光大。他坚信，中医事
业将迎来空前的发展繁荣时期。

《2019女性、职业与幸福感报告》发布

近九成女性：要幸福健康第一
贺凌霄

患风湿类疾病致残率较高
张小晨

从医终生事 从教育新人
——记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卢芳

珏 晓

从医终生事 从教育新人
——记哈尔滨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卢芳

珏 晓

三大“杀手”须远离
“噪音无疑是威胁听力的一大隐形‘杀手’，应避免

长时间处于 85分贝以上的声音环境中。”王宁宇指出，
85分贝大约为汽车在交通繁忙的马路上穿梭的声音。

“高音量的音乐也不例外。即便它不属于噪声的
范畴，但是也会对听力造成损伤。”龚树生表示，应
尽量少去KTV、酒吧等播放高强度音乐的场所。有研
究发现，在乐队工作时间越长的乐手，其听力损失发
生的比例越高。

此外，还应远离鞭炮、打靶枪声等爆炸声，这种

脉冲式声波也会给听觉系统带来麻烦。“随着电子产
品在人们生活、工作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耳机的
使用也愈加频繁，但应注意科学调节耳机音量，尽量减
少佩戴时间，别让耳机成为损伤耳朵的帮凶。”

王宁宇建议，人们在地铁上、嘈杂的餐厅中或办
公室中使用耳机会不自觉地调大音量，以盖过周围环
境的声音，此时耳机中的声音往往会超过85分贝，这
种情况下对耳朵的损伤相比自然环境下更为严重。

“耳机每隔 30 分钟应摘下来让耳朵舒缓放松一段时
间。戴耳机的总时长每天最好不超过 2小时，音量控
制在安静环境下听声舒适的级别。”

保护听力保护听力 防防““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
于紫月于紫月 程程 多多

卢芳 （右一） 在诊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