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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云南丽江，上玉龙雪山，是很
多游客的必选项。事实上，在丽江，
还有一种中药材，颇值得一看。这就
是滇重楼。

进入本世纪才被驯化的滇重楼，
有“植物抗生素”“外科之至药”的
美誉。作为百合科重楼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滇重楼以根茎入药，具有清热
解毒、消肿止痛、凉肝定惊的功效，
用于治疗疔疮痈肿、蛇虫咬伤、跌扑
伤痛、惊风抽搐等，是我国常用传统
中药。近年来，在肿瘤治疗中，滇重
楼的作用日渐凸显。

云南滇重楼产量占全国重楼药材
产量的 80％以上。为了深入了解这
一道地药材，本报记者日前赶赴云南
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自治县进行调
研，看看这味“高原猛药”到底有什
么神奇之处。

土是夜潮土

丽江市区及周边的平均海拔约为
2400 米。老中医都知道，高海拔产
出的中药，其作用相当猛烈。滇重楼
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玉龙县近年
来重点推广种植的中药材品种，种植
农户遍布全县 16个乡镇。

在玉龙，和元伟是个“名人”，
十里八村的乡亲都认识他。走到哪
里，都有人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和元伟是玉龙县农业农村局乡村
产业发展规划管理股股长。学农出身
的他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了 30 多年。
滇重楼的事儿，问他就对了。

在和元伟的指引下，记者在太安
乡太安村见到了杨万军。他家种有 8
亩滇重楼，其中一亩就在自家院子后
头的地里。阳光晴好，撩开黑色遮阳
网，记者看到地面上一片光秃——滇
重楼在哪里？

“现在是冬天，滇重楼地上的枝
叶已经枯萎了，但地下根茎还在缓慢
生长。”杨万军说，滇重楼一般 5 月
开花，10 月种子成熟，每到冬天会
出现倒苗，茎叶会枯萎倒掉，然后进
入休眠期。整个冬天它基本“睡”在
土壤里，这样不会因为气温过低而冻
死，到来年春天才会出苗。

蹲下来一瞧，滇重楼藏身的土埂
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松针和羊粪。

“这是为了给土壤保湿，也有利于防
治杂草。”杨万军说，滇重楼喜湿，
惧霜冻和阳光直射，要求土壤疏松，
要特别注意松土、除草，他施的肥大
多是农家有机肥。

从地上抓起一把土，不同于云南
常见的红土，这是黑土，感觉很潮很
松软。“这是夜潮土。”和元伟说，白
天太阳晒着时，表土是干的，经过夜
间回潮，早晨表土是潮湿的，所以叫
夜潮土，特殊的通透性和保水性使它
成为优质的农业土壤，“滇重楼既怕
干旱又怕积水。土壤含水量过低，易
造成茎叶失水，根茎干枯；过高则容
易发生病虫害，根茎腐烂。夜潮土最
适宜滇重楼。”

苗是致富苗

同在太安村，63 岁的和坤然种有
3 亩滇重楼，主要为了卖种苗。“滇重
楼的种植周期太长了。一般需要三四
年育苗，五六年成长，共需要 8 到 10 年
才能入药。”和坤然说，为了降低风险、
快速回本，他家的小重楼苗培育 3 年
就出手。“现在一株重楼苗能卖 5 毛到

1 块，最贵的时候能卖四五块钱一株。
等它们再长大一点，今年七八月份就
可以卖了。”他说。

和坤然说着，蹲下身子，用手轻
轻扒开几捧土，一棵棵小小的新芽就
冒了出来，“倒苗以后就会长出新芽
头和新根须。”展示完毕，和坤然用
土重新覆盖住嫩芽。

“ 周 期 长 、 成 本 大 、 管 护 要 求
高 ， 这 是 药 农 对 滇 重 楼 种 植 的 共
识。”和元伟说，一亩地仅种苗成本
就高达四五万元，加上土地成本、设
备材料、管理维护、肥料农药等费
用，使得滇重楼种植平均每亩投入不
低于 5 万元，一般 3 年以上才能产生
回报。

前些年，在一路看涨的市场行情
下，预期回报丰厚，药农们愿意在这
上面投入资金和精力。近年来，随着
滇重楼种植面积的扩大，价格有所
下行。

和坤然给记者算了一笔账：3 年
下来，3 亩地一般能培育 60 万—70 万
株苗，以每株 0.5 元算，3 亩地能卖
30 多万元，扣去种苗成本、人工费
约 10 万元，一亩地一年纯收入大约 2
万多元。

这些年，靠着滇重楼为主导的种
植业，太安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大部分村民都建了新房、买了新
车。“滇重楼种下去，村民生活好起
来。所以我常说，产业一兴，农村就
活了。”和元伟说。

目前，“玉龙滇重楼”已经通过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定，全省 60%

以上滇重楼种子种苗出自玉龙。当
前，玉龙最大的滇重楼育苗基地是云
南白药集团建设的太安种植基地。

野生变家种

在云南白药集团太安种植基地见
到周培军时，他正在地里忙活。一年
里除了休息日，周培军大部分时间泡
在基地里，与团队成员协力开展中药
材引种驯化、扩繁及品质评价等相关
研究工作。年纪轻轻，但他的脸庞已
经晒出了高原红，猛一看，跟当地纳
西族青年，别无二致。

“在自然条件下，滇重楼种子需
要大约 2 年才能出苗，而且出苗率很
低。”周培军介绍，为破解种苗瓶
颈，云南白药集团加大研发力度，建
立种子育苗技术体系，将种子出苗率
从 20% 提高到 90% 以上。

漫步在太安种植基地的种植技术
创新示范区，可以看到众多道地药材
的园圃，滇重楼也位列其中。“重楼
属植物种类比较多，为了全面开展研
究，同时防止品种灭绝，我们建成了
保存 126 种滇西北道地、特色药材的
种质资源活体保存圃。种源方面已经
开展繁育研究的主要品种有 15 种，
尤其是重楼，持续投入 20 余年，收
集了 23 个品种，建立了全球最大的
活体种质资源库。”云南白药集团中
药资源事业群总监、太安生物科技产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成金介绍。

事实上，滇重楼从野生到家种，

是在本世纪初才实现的。
传统重楼药材来源全部依靠野生

资源，而重楼的生长周期较长，导致
重楼野生资源一度濒危。云南白药从
2001 年开始驯化野生重楼。在 2005
年，滇重楼野生驯化栽培成功。2016
年，滇重楼种苗供应量超过 1亿株。

2019 年，云南白药启动了“滇
重楼同心计划”，在全省范围内优选
了 10 家种植规模大、管理技术规范、
位于最佳种植区的滇重楼种植企业作
为合作伙伴，为其提供优良种苗以及
技术支持。“我们按统一标准，推行
滇重楼订单化种植，构建闭环生产体
系。”杨成金说。

抗癌添新军

重楼的叶子围绕茎秆而生，多为
两层，加上其顶生的花，共为三层，
就 像 一 座 三 层 小 楼 ， 故 得 名 “ 重
楼”。重楼又名“蚤休”“草河车”

“三层草”“白甘坠”“独脚莲”等，
始载于 《神农本草经》，药用历史悠
久，向来被誉为蛇伤痈疽之良药。

《滇南本草》 首次以“重楼”作为正
式药名记载，并奉为“外科之至药”。

俗谚说：“是疮不是疮，先用重
楼解毒汤。”在丽江市中医医院副院
长陈朝丽看来，滇重楼作为一种消肿
解毒的药物，非常好用。“通常临床
分为内服和外用两种方式。中医认为
凡是热毒炽盛的疮疡都可以使用滇重
楼 来 治 疗 ， 有 时 候 蛇 伤 也 需 要 使

用。”她说，“在内科上，我们多用来
应对热毒症状，包括腮腺炎、乳腺
炎、甲状腺肿大等。”

据 2020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 记载，滇重楼味苦，性微寒，
有小毒，归肝经。“中医是根据药物
的偏性来治疗疾病。滇重楼的使用，
在某种层次上也属于以毒攻毒。”陈
朝丽说。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重楼属植
物中包含的各种类型的化合物有 320
多个，涵盖甾体皂苷、黄酮、三萜皂
苷、胆甾烷醇、植物甾醇、C-21 固
醇、昆虫过敏激素和其他次级代谢产
物。而重楼属植物的主要活性成分是
甾体皂苷，具有抗肿瘤、止血、抗炎
和免疫调节等药理活性。

重楼还能抗肿瘤？“这取决于辨
证应用。在癌症患者进行保守治疗
时，我们需要使用重楼、白花蛇舌草
和半枝莲等药物，它们清热解毒散结
的效果很好。”陈朝丽说，

截至 2022 年，重楼相关中国专
利申请共 3600 余项。在医药领域内，
重楼相关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较多，包
括抗肿瘤和抗癌 514 项。可以看出，
随着重楼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应用
领域不断拓展，各界的主要关注点已
经从传统的止血、抗菌消炎、跌打损
伤、毒蛇咬伤、抗病毒等创伤性领
域，扩展到抗肿瘤领域。未来的抗肿
瘤战场上，滇重楼将一展身手。

最后，陈朝丽提醒，重楼为寒凉
之品，体虚、无实热者、孕妇还须慎
用之。

滇重楼滇重楼：：雪山下孕育出雪山下孕育出““植物抗生素植物抗生素””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熊熊    建建    杨文明杨文明    王美华王美华

    在云南白药集团太安生物科技产业有限公司，工人把滇重楼卸下来，堆得
整整齐齐的，准备送入车间加工。                   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本报北京电 （记
者熊建） 日前，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中国
老年保健协会家庭医
生 分 会 在 北 京 举 行

《家庭医生远程与互
联网健康服务规范》
团体标准 （简称“家
医互联网服务团体标
准”） 发布会。会议
宣布，历经一年研讨
与完善的家医互联网
服务团体标准正式发
布实施，并就标准细
则进行解读。此次发
布会由平安健康医疗
科技有限公司战略协
办，并在中华医学会
全科医学分会和北京
大学医学部全科医学
发展研究中心的指导
下进行。

作为我国首个针
对家庭医生互联网服
务的团体标准，《家
庭医生远程与互联网
健康服务规范》 团体
标准旨在通过明确服
务流程、内容、质量
控制与安全保障等各
个环节，以全面且科
学的服务标准来规范
和引领行业发展，增
强民众对家庭医生互
联网服务的信任度，
促进家庭医生签约服
务的广泛推广与深入
开展，进一步推动分
级诊疗制度的落地生根，使基层医疗
服务真正成为民众健康的坚实防线。

作为标准牵头起草专家，中华医
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主任委员、北京大
学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迟春花教
授表示：“此项标准的颁布，标志着
我国家庭医生互联网服务朝着规范
化、标准化的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
步，亦为数字化时代家庭医生健康服
务发展锚定了崭新方向。”

平安健康董事长兼 CEO 李斗表
示，标准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分级诊疗
体系建设下值得推荐的方案之一，将
成为国家建设完善的分级诊疗体系的
有力补充，真正助力“大病不出省、
一般病在市县解决，常见病在基层解
决”的分级诊疗体系建设，实现健康
中国 2030 战略目标。

与会专家认为，该标准的发布不
仅为家庭医生服务提供了科学指导，
还对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基层医
疗服务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专
家建议通过加强全科医生培训、推广
三明医改经验以及实施质量认证，进
一步推动全科医学和家庭医生服务的
发展，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奠定坚实
基础。上海交通大学的方宁远教授倡
议各方积极参与标准的应用与认证，
并为首批应用单位举行了授牌仪式，
这标志着标准进入实践应用。

该标准将与澳大利亚皇家全科医
学院指定认证机构 AGPAL 合作，共
同推进成为国际质量认证协会认可的
国际标准，推动全科医学和家庭医生
服务的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助力实现
全民健康和国家分级诊疗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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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坤然扒开土层，露出滇重楼的
嫩芽。      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这是滇重楼的果实，红润可人。                                                   丽江市委宣传部供图

    在云南白药集团太安生物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工人们把机器
加工好的滇重楼切片进行分拣作业。                本报记者  熊  建摄

近年来，山东省阳信县推进“心安社区”建设，搭建社区“红色合伙人”
平台，吸引社区卫生室、物业企业、个体商户、社会组织等以志愿服务形式
共同参与社区服务治理。图为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卫生室“合伙人”上门为居
民做健康检查。                                           霍向锋摄

一次突发意外，让梁永 （化名）
左前臂被机械转动轴绞伤，中下 1/3
处完全离断，到达医院时距突发意外
已经近 4 个小时，极大可能面临截肢
风险。近日，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
骨科团队历经 7 小时鏖战，采用国际
先进的嵌合穿支皮瓣并联组合式再植
术为患者成功保肢。

事故发生后，工友们紧急将梁永
送往当地医院进行初步处理，然后紧
急转诊至西京医院骨科，一场与时间
赛跑的“保肢战”就此打响。

骨手外科副主任医师臧成五接诊
后，迅速对伤情进行检查，发现左前
臂中下 1/3 处完全离断，伤口切面不

规整，前臂中段至腕关节背侧大面积
软组织剥脱，无法进行常规的端对端
再植手术，极大可能面临截肢。

肢体离断再植的黄金时间为 8 小
时，一旦时间延长将出现离断肢体大
面积肌肉组织坏死和细胞溶解。骨手
外科、急诊科、麻醉科、手术室等多
学科快速响应、紧急联动，开放严重
肢体救治绿色通道。骨手外科团队讨
论后决定采用国际先进的嵌合穿支皮
瓣并联组合式再植术实施保肢。伤后
5.5 小时，完成全部检查及术前准备
工作，进入手术室。

术中，医师团队分成两组同时开
展，第一手术小组对左前臂断端进行

清创探查，小心翼翼清理掉受损肌
肉、血管和神经组织，为后续皮瓣移
植和血管吻合打下坚实基础。与此同
时，第二手术小组迅速切取大腿两侧
具有血液供应的皮肤及其附着的皮下
脂肪、肌腱、血管等组织 （双侧股前
外侧的嵌合穿支皮瓣），用以覆盖左
前臂软组织缺损，作为“桥梁”为离
断肢体提供血液循环。

在手术团队精心操作和默契配合
下，梁永左前臂成功重新连接，血液循
环得到稳定恢复。术后，在骨科医护人
员精心照护下，梁永的左前臂循环稳
定，再植成功，在康复医师指导下循序
渐进开始功能康复锻炼，即将出院。

据骨手外科主任黄景辉介绍，近
年来，西京医院骨手外科再植再造与
修复重建团队在断指再植、手指再
造、复杂性肢体离断保肢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未来，团队将继续
致力于技术创新和临床实践，不断探
索更高效、更安全的救治方法，为更
多患者带来生命希望。

移植大腿皮瓣修复“断臂”

与时间赛跑 打赢“保肢战”
本报记者  龚仕建

道地药材巡礼·云南篇▶▶▶

本报北京电 （骆夷、丁旭旭） 日
前，首届全国“医德医风医道”高端
论坛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举行。论坛
上，作为进一步推进医德医风医道建
设的重要举措，北京中医药大学“新
时代医德医风医道研究中心”“‘大
医精诚’医德展厅”揭牌。

北京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王瑶
琪表示，要深刻把握医德医风医道
在我国医疗卫生工作中的重大意义
和重要地位，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不断推进医德医风医道的学理化研
究阐释；要深入挖掘和整理我国传
统医药中重修医德、行仁术的文献
资料、生动故事，阐释好传统医德
医风医道的丰富内涵，弘扬优良传
统，坚持守正创新；要深入总结新
时代以来我国在推动医德医风医道
建设方面的生动实践和丰富经验，
展现出新时代以来的精神风貌。希
望借本次研讨会推动学术交流和思
想碰撞，为新时代医德医风医道的
研究和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医
大师、北京中医药大学孙光荣教授深
入阐释了医德医风医道的主要内涵，
强调了当前推进医德医风医道建设的
独特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对 《医师
规》 的丰富内涵、实践要求和现代意
义进行了详细阐释。

南京医科大学医患沟通研究中心
主任王锦帆强调了医德医道在医患沟
通中具有重要作用，认为情绪可以传
递能量，医生应积极传递正能量以改
善医患关系。

首届全国“医德医

风医道”论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