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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黄丝儿草上缠，既非金属亦非
棉，能补肝肾强筋骨。这就是我们要
说的一种中药，也就是被《神农本草
经》 列为上品的“菟丝子”。菟丝子
是旋花科植物的干燥成熟种子，性
甘、温，归肾、肝、经，具有滋补肝
肾、固精缩尿、安胎、明目、止泻之
功效。菟丝子既可补阳，又可益阴，
具有温而不燥，补而不滞的特点。据

《本草经疏》记载：“菟丝子为补脾肾
肝三经要药。主续绝伤，补不足，益
气力，肥健者，三经而俱实则绝伤续
而不足补矣。……久服明目轻身延年
者，目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瞳
子神光属肾，肝肾实则目自明，脏实
精满则身自轻，延年可必矣。”中医
主要将此药应用于治疗肾虚腰痛、阳
痿遗精、尿频、宫冷不孕、胎动不
安、目暗便溏等肾阳虚症。

菟丝子的代表方剂是我国著名的
补肾良方——五子衍宗丸，该方距今
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备受历代医家推
崇。据考证，五子衍宗丸起源于唐
朝，它的雏形是记录在 《道教·悬解
录》一书中的五子守仙方。

古人对五子衍宗丸的命名十分有
意思。名字中的“五子”二字，可谓
一语双关、尽显心思。因为该方含有
5 种以“子”为名的中药，即菟丝
子、枸杞子、五味子、覆盆子、车前
子。取象比类，以此得名。五子衍宗
丸所包含的 5 种中药材，味厚质润，
具有填精益髓，疏利肾气的作用。从
组方来看，菟丝子既可益阴，又能扶
阳；枸杞子平补肝肾，填精明目；覆
盆子、五味子滋阴固肾、涩精止遗；
车前子清热利水渗湿，泄肾中虚火。
诸药合用，共奏补肾益精之功。中医

认为“人始生，先成精，而肾藏精，
故肾为先天之本。”肾所藏之精，是
人体生命活动的根本，主管人体的生
长发育和生殖功能。但先天不足或后
天失养、房事劳伤、久病劳损，均会
耗伤肾精，出现遗精滑精、腰膝酸
软、小便频数、尿后余沥等症。

秋冬季因肝肾虚导致腰痛的中老
年人以及精力不足、身体虚弱、气血
两亏、慢性疲劳的人均适合食用。最
为简便的方法是菟丝子茶：选用菟丝
子 10 克，洗净，加红糖适量，沸水
冲泡代茶饮即可。菟丝子酒也是很好
的方法：准备 30 克菟丝子，30 克五
味子，500毫升黄酒。把菟丝子和五
味子一起放进调料袋里，扎紧袋口，
放进广口瓶里，加入黄酒，密封盖
好，49 天后就可以饮用。温热后饮
用效果会更好，每次饮用约 20 毫

升，每天3次。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和临床经验的丰富，五子衍宗丸的应
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中医的这一经
典方剂也将更好地服务于临床，惠及
更多的人。（作者系北京市朝阳中医
医院副主任医师）

“风湿”在很多人印象中，就是刮风下雨等天气变化的时候，身体产生
不适的一种病。然而，在临床上风湿性疾病却并非这么简单，它包含200余种
病，其中常见的包括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红斑狼疮、干燥综合
征、痛风、骨关节炎等疾病。在近日举办的风湿免疫学科发展研讨会上，中
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曾小峰表
示，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和诊疗技术的进步，近年来风湿病患者就诊率
越来越高，但达标治疗率仍不明显，超过 50%的患者在接受治疗一两年后便
自行停止治疗。而治疗风湿病关键在于早诊早治早达标。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风湿性疾病患者超过2亿人，其中类风湿关节炎患者
500多万，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约有500万，红斑狼疮病患120多万，这是一个
非常庞大的人群。然而，风湿免疫专科医生却只有6000多名，医患人数差距
很大。曾小峰说，风湿病患者只有在专业科室才能得到早诊早治，且实现治
疗规范化，使病情得以缓解，致残率降到最低。目前创新型口服靶向合成抗
风湿药如JAK抑制剂为达标治疗提供了好的可能。

“大多风湿病患者都是疼痛持续半年以上才来就诊，中重度者占到77%左
右。”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枣庄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王凌介绍，根据首个
全国范围多中心、前瞻性类风湿关节炎直报项目的调研最新结果显示，我国
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患者群体庞大，疾病认知程度不够。
中国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平均年龄为 52.9 岁，普遍存在知晓率低、就诊率
低、治疗率低的“三低状况”。二是致残率高，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两年致残率
高达50%，3年致残率更是达到70%。类风湿关节炎是造成我国人群丧失劳动
力和致残的主要病因之一。三是规范治疗率低，只有不到 44%的类风湿关节
炎患者得到了比较规范的治疗，所以患者的缓解率仅有17.7%，绝大多数患者
对自己的治疗效果并不满意。

北京儿童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李彩凤强调，很多人认为风湿免疫性疾病
是四五十岁的人才得的疾病，其实不然，风湿免疫性疾病可以发生在生命的
全周期，包括儿童青少年，而且儿童阶段得病，影响的是一生，所以早诊早
治对儿童患者更为重要。尽管近年来国家对儿童用药审批开通了绿色通道，
但临床上能供儿童患者使用的药物仍然非常有限，大多都是医生根据经验酌
情用药，这给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的诊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因此，专家呼
吁，应该提高对儿童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关注，加大医生培养力度和创新药物
研发力度，让儿童风湿病患者能够早诊早治，享受本该快乐的童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主任苏茵提醒，类风湿关节炎最早出现
的症状是关节症状，因此当患者出现一个或者几个关节肿胀疼痛时就需要注
意。类风湿关节炎的关节症状包括肿胀、疼痛、活动受限以及晨僵。还要关注
出现症状的部位，手指的小关节，比如手掌和手指之间的掌指关节以及腕关节，
这些都是早期类风湿关节炎易发的部位；一些大的部位，比如肘关节、肩关节、
膝关节等也有发病可能，当患者出现一个以上的关节肿胀时就需要就医。

风湿性疾病大多都是一些慢性疾病，医生作为和患者“同一战壕的战
友”，除了为患者治疗疾病，更要积极推广科普教育，提高患者对于疾病的认
知度和依从性，实现科学合理施治。

急性心肌梗塞作为最危重的心脏急症，具有
突发性、高致死率、高致残率等特点，是导致中
老年人心脏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许多家庭因为
不懂急救措施，酿成了无法挽救的后果。

日前，全国100多家心内科导管室的医护人员
加 入 “2019 健 康 中 国·急 诊 PCI 实 况 转 播 学 术
周”，与全国 150多名专家线上互动交流，分享急
性心梗救治经验，还用导管室里真实的案例提醒
和帮助公众：关爱心脏健康，远离心肌梗塞。

危 害 ：
心肌一“梗”就危险

“急诊 PCI实况转播学术周”由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副主任、郑州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血管病医院院长董建增教授等
专家发起，通过连续 7 天、每天 12 小时的急诊手
术真实病例分享，一方面帮助医生交流指导、提
升救治技能；另一方面提高公众对心梗等心脏急
危重症的重视，普及心梗防治的正确知识理念。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
会主任委员韩雅玲表示：“近年来我国ST段抬高型
急性心肌梗塞 （最常见的一类心梗） 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持续上升。急诊PC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
疗） 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疗。然而遗憾的是，我国
心梗患者接受急诊PCI治疗的比例虽有所上升，但
心梗救治延迟依然很显著，大约超过一半心梗患
者因救治延迟而失去最佳抢救时机。”

对于心肌梗塞，很多人经常听说、但一知半
解。专家解释说，心脏是人体的“动力泵”，由大
量具备收缩功能的心肌细胞组成。如果给心脏自
身供血的冠状动脉发生堵塞，出现急性、持续性
缺血缺氧，就会引起心肌坏死，也就是“心肌梗
塞”。需要提醒的是，心肌细胞不具备再生功能。
也就是说，一旦发生心梗，坏死的心肌细胞就会

永远失去功能，心脏只能靠着幸存的心肌细胞
“负重前行”。心肌坏死的区域还会形成瘢痕组
织，使心脏“变硬”“变脆”，收缩也会变得更加
困难，久而久之，诱发心律失常、心力衰竭等不
良后果，生活质量也将大打折扣。

抢救：
医护人员要争分夺秒

心肌梗塞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我国，每年超
过50万人死于急性心梗，相当于平均每分钟就有1
人死于心梗。

由于急诊手术都是紧急发生的、无法预测的
突发病例，所有的医院和指导专家都随时待命。
急诊 PCI 实况转播开始约 10 分钟后，直播间就收
到一台来自河南新密县的急性心梗PCI手术，经过
救治，患者转危为安。随后，大同、厦门、吉
林、长沙、成都、平顶山、大连……不到 12 小
时，已经连续转播了 20台手术。这也意味着，不
到半小时我们身边就至少发生一例心肌梗塞。

多位专家通过直播间反复提醒：心梗抢救非
常看重“D to B 时间”。D，即 door，指进医院的
门；B，即balloon，指球囊开通闭塞血管。“D to B时
间”即从患者进医院门到球囊开通闭塞血管的时
间。现在，医院通过开辟绿色通道、优化流程、提高
诊疗技术等，不断缩短“D to B时间”。因为对于急
性心梗来说，“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

然而，对于患者送到医院前的时间，医生们
却无可奈何。有报道显示，70%以上的心梗患者死
于院外或院前环节。因此专家呼吁：面对心梗，
一定要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第一时间拨打急救
电话，第一时间到达具备救治能力的医院，第一
时间开通血管。千万不要把时间耽误在“忍一
忍”“找医院”“找熟人”“再商量一会儿”上，配
合医生救治，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

预防：
识别先兆症状，跑在心梗前面

说到急救，许多人都知道要拨打120，然而对
下一步做什么却一脸茫然。

董建增教授强调，急性心梗发生时，尽快进
行急诊PCI手术，可使急性心梗院内死亡率从5%~
10% 降低到2%左右。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再
好的治疗手段也是亡羊补牢，全面保护心脏健
康，更重要的是要“跑在心梗的前面”，尽可能避
免急性心梗发生，不让心肌走到坏死的那一步。
其中，学会识别心梗先兆症状至关重要。

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韩战营教授等专家在
直播中均表示，多数心梗在发病前 1~2周会露出一
些蛛丝马迹，此时，心脏正在“向你求救”，务必高度
重视，及时到医院排查，不要心存侥幸、延误救治。
一是出现一些与活动相关的疼痛不适。如劳累后
出现或加重不适，是心梗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症
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时加重，休息时缓解，要高
度怀疑心脏问题。疼痛不一定是典型的胸痛，也可
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甚至牙疼等。

二是不明原因的症状改变。冠心病、心绞痛
患者如果出现症状发作次数增多、疼痛加重、不
容易缓解等，要高度警惕心梗。比如以前吃1片药
可以缓解症状、现在两片药也不管用；以前休息5
分钟就舒服了，现在要休息更长时间等。

三是毫无征兆的心慌胸闷。没有心脏病的人
突然出现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没有活动时
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胸痛，如吃饭后、睡
觉前等，也要怀疑是否心肌缺血，应及早检查治疗。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专家共
同呼吁，心梗虽然凶险，但可防可治。为了自己
和家人健康，养成有益心脏健康的好习惯，以避
免悲剧发生。

食管癌作为“中国特色”肿瘤之一，长期以来面临治疗方案缺乏、预后差的
问题。在近日举办的2019欧洲肿瘤内科学会年会上，帕博利珠单抗公布首个食
管癌免疫治疗中国患者数据。其中，肿瘤治疗疗效最重要的判定标准之一——
一年生存率，翻了两倍左右。该证据说明了中国食管癌患者对免疫治疗的应答
更佳，获益更多。据了解，国家药品审评中心已经将帕博利珠单抗列入优先审
评名单，帕博利珠单抗有望明年初获批食管癌新适应症，造福更多中国患者。

据国家癌症中心2019年最新公布的癌症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新发食管
癌病例 24.6万，死亡病例 18.8万，发病率和死亡率分别位列全部恶性肿瘤的
第六和第四位，约占全球的一半。70%的食管癌患者由于发现晚，肿瘤负荷
高，已经失去了手术机会，5年生存率仅为15%~20%。另一方面，不少食管癌
患者有吞咽困难的问题，营养摄取不足，身体较差，再加上化疗的副作用贫
血、血小板低、脱发、呕吐恶心等，更是雪上加霜，有些患者甚至不是死于
癌症，而是癌症带来的营养不良。所以，中国食管癌患者亟须安全性更好、
延长生存期甚至长期生存率的新疗法。

KEYNOTE-181研究是探索既往接受过一线全身治疗的复发性局部晚期
或转移性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使用免疫治疗帕博利珠单抗对比化疗后，能
否延长总生存期的大型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该研究的中国牵头人、北京大
学肿瘤医院副院长沈琳教授介绍说，KEYNOTE-181研究的中国人群数据证
实，中国患者使用帕博利珠单抗获得的生存获益显著优于全球人群，打破了
食管癌系统治疗有效率低、副作用大、疗效不尽人意的僵局。这将有助于提
升我国食管癌治疗的整体有效率，显著延长患者生存时间，帮助降低我国食
管癌的年死亡率，改善这一病人群体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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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梗急救
除了拨打120还需牢记这4点：

1.及时辨识心梗症状
胸骨正中间或中间偏左出现心绞痛，有

濒死、压迫感，持续 5-15分钟以上，伴有出
汗、恶心等症状；

胸痛持续20分钟还不能缓解；
有时心梗还会出现其他不典型症状，如

牙疼、胃痛等，十分容易被忽视。
出现以上症状时，患者本人及家属需警

惕，决不能硬扛。
2.及时拨打急救电话
据统计，1/4的患者不会第一时间拨打急

救电话，而是先通知家人，等家人赶到后再
拨打120急救，从而延误最佳抢救时间。

临床研究证明，对心梗患者的救治而

言，早期的疏通血管是降低死亡率的关键所
在。因为患者一旦出现心梗，每分每秒都有
成千上万的心肌细胞死亡，从发病开始算
起，在120分钟内的救治时间极其关键。

3.平静等待救援
如果患者有冠心病史，怀疑心梗时，可

服用硝酸甘油、阿司匹林等药物；但如果没
有病史或不清楚患者的情况，切勿随便给患
者服用药物。让患者平躺下来，保持安静，
打开室内窗户，让患者得到充分的氧气。

发生心梗后，可能导致猝死，此时开放
患者的呼吸道，并对其做心肺复苏，防止脑
缺氧，以免大脑细胞迅速死亡。

4.配合医生救治
待医护人员赶到，要配合好医护人员救

治，如确认是心梗，请尽快签字手术，千万
不要浪费时间。

心梗不但要早防早治心梗不但要早防早治
还要抢开还要抢开““生命高速路生命高速路””

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举行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举行

陈皮之乡——新会走进北京

本报电（刘北南）“第五届中国·新会陈皮文化节新闻发布会”近日在京举
行。文化节以“美丽中国”“乡村振兴”为背景，助力新会陈皮产业创新发展，
建设“中国陈皮之都”，深度发掘新会陈皮品质、文化、产业、投资等价值。

据介绍，陈皮有着广东“三宝”之首的美誉，是十大道地广药材之一，
新会又被誉为“陈皮之乡”。新会陈皮药食同源，寓药用保健和食品调料价值
于一身,不但是新会的乡土文化，也是岭南的乡土文化。与会专家学者就“新
会陈皮道地性和文化魅力”“新会陈皮产业的新业态与大健康产业之路”等话
题进行学术研讨。

2019中国国际福祉博览会暨中国国际康复博览会近日在北京举行。来自
16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知名企业参展，展品覆盖移动出行、假肢矫形、视
听沟通等康复辅具方面的新产品和技术。瑞士索诺瓦集团旗下峰力公司推出
了新的一系列助听器辅助技术，集无线、直连、智能于一体，可以让助听器
听得更远更清晰。 （珏 晓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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