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5月29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蔡明亮 第315期

电话:(0531)85193630 Email:dzjk2013@163.com 23

  □记者 李丽 任戌盈 报道
  本报济南讯 5月24—25日，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第三次会
员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三届理事会、监事会，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党工委书记、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党委书记陈
鑫当选会长，齐鲁医院原院长李新钢被聘任为名誉会长。山东省
健康管理协会主办的“2024健康山东发展大会”同步启动。
  陈鑫表示，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作为我省健康领域的省级协
会，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在未来五年里，协会将落实健康强省工
作部署，致力于宣传推广健康理念，团结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及社
会团体，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加强行业管理，发挥行业与政府之间
的桥梁纽带作用，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
  王永池、邓爱军、卢艳丽、冯世庆、刘文立、孙树印、李
刚、李环廷、肖伟、宋勇峰、张光、张欣平、周作福、姜祥坤、
袁志勇、倪庆宾、靳华国等当选为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第三届理
事会副会长。大会选举产生了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第三届监事
会，聘任第三届专家委员会智库专家，聘任靳华国担任执行秘
书长。

  □ 本报记者 黄鑫 实习生 张瑞

  近日，“儿童腺病毒感染显著增加”“持续高烧不退，原来
是腺病毒作怪”等话题引发热议，不少家长表示担忧。什么是腺
病毒感染，怎样识别和治疗，有哪些预防措施？日前，记者采访
了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张
桂菊。

住院患儿腺病毒阳性检出率上升

  记者从山东省中医院儿科了解到，目前该医院已做病原学检
查的住院患儿中，大约18%查出腺病毒核酸阳性，腺病毒阳性检
出率呈上升趋势。张桂菊表示：“近期检出率增加与检测意识和
检测技术的提高有关，以前检测不出来，现在能检测出来了，检
出率就提高了，这个数据并不能说明‘腺病毒感染正在流
行’。”她解释，根据呼吸系统感染的规律，每年这个时期都是
腺病毒感染的高发期，家长不必过度担忧。
  腺病毒感染是一种常见的儿童感染性疾病，易感期一般为3-
7岁。腺病毒感染后的症状主要包括呼吸系统症状和消化系统症
状，咽痛，咳嗽、腹痛、呕吐、腹泻等都可能是其临床表现。此
外，它还可能引起急性结膜炎、尿道炎、膀胱炎等。张桂菊表
示，腺病毒不是新病毒，腺病毒最早在1953年就已经被发现。
  通常来说，腺病毒可通过飞沫、接触、粪口途径传播。张桂
菊表示，“腺病毒最常见的是呼吸道以及接触感染，尤其是小孩
子爱用手揉眼睛、摸口鼻，病毒接触黏膜后很容易引起感染。而
在儿童聚集的场所，如幼儿园、学校等，还很容易造成交叉感
染。”

发热超3天应及时就诊

  腺病毒真有那么可怕吗？张桂菊表示，腺病毒感染轻症类似
于中医的“风热感冒”，常表现为咽痛、发烧、眼睛红等；持续
的高热、精神不好、咽部红肿化脓、肺炎等则是腺病毒感染的重
症表现。
  腺病毒本身并不可怕，真正需要担忧的是腺病毒肺炎。“腺
病毒感染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热较高、导致的肺炎较重。”张桂
菊说，“腺病毒肺炎多为重症肺炎，重症肺炎可能会造成肺部纤
维化等损伤，导致孩子长期咳喘。孩子感染腺病毒后，家长务必
密切关注其病情变化，如果发热超过3天甚至更长时间，应及时
到医疗机构就诊。”

目前没有腺病毒通用疫苗

  腺病毒有预防疫苗吗？张桂菊表示，目前研发疫苗多基于类
型较为单一的病毒，但腺病毒的型号众多，亚属复杂，人腺病毒
可分为A到G7个亚属，共有50多种类型，迄今为止尚未有针对腺
病毒所有型号的通用疫苗。
  张桂菊告诉记者，目前，还没有抗腺病毒的特效药物，“一
旦感染，请注意通过退烧药物防止高热损伤，或遵医嘱进行治
疗。”
  在治疗方面，张桂菊特别提醒家长，非必要不要随意打退烧
针。“退烧针并不比退烧药好，许多退烧针中会使用地塞米松等
激素药，通过降低体温调节中枢的敏感性起到快速退热效果，会
影响孩子的免疫系统功能。”同时，要切记不要盲目使用抗生
素。张桂菊提醒，儿童感染腺病毒后，要注意均衡饮食，少食高
温、高糖食物，多注意休息，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提高自身免
疫力。

  □ 本报记者 黄鑫
    实 习 生 张瑞

  “我们的初心就是一份责任，就是想
把李克绍先生留下来的中医精华传承下
去。”5月19日，由李克绍伤寒学派传承基
地、国医新路论坛秘书处主办，山东新中
鲁中医医院承办的“2024国医新路论坛暨
李克绍伤寒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上，国
医大师王新陆对记者说。
  此次学术论坛对《李克绍伤寒解注》
和《伤寒论》中的疑难问题进行了现代讲
解，李克绍的弟子、名中医李心机、姜建
国、丁元庆、司国民等分别做主题讲座。
论坛上，他们将李克绍伤寒思想与多年实
践经验相结合，分享专业学术经验，以学
术争鸣共探中医发展的“新路”。与会专
家纷纷表示，古为今用，著名伤寒大家李
克绍的学术思想对中医理论研究者与临床
工作者均大有裨益。

  李心机：把麻黄汤从“脉

紧”中解放出来

  “古今辩证，灵活运用。”这是82岁
的山东省名老中医李心机在麻黄汤的临床
应用中始终坚守的理念。
  “我年轻时刚刚迈出学校大门，来到
农村基层，也不会用麻黄汤。”李心机在

国医新路论坛上直言，1969年冬天的一个
晚上，李心机所在公社医院附近村庄的一
位中年农民出现寒战、头身痛、鼻塞流涕
等症状，高烧40摄氏度，“清晨，他媳妇
请我出诊，横看竖看，就觉得这是太阳伤
寒。”
  《伤寒论》中记载：太阳病，脉象
“浮紧”，宜用麻黄汤，但是病人脉象
“浮而不紧”与《伤寒论》记载有差异，
患者高烧不退、面赤气粗、胸腹部潮红等
症状，让他陷入了怀疑。
  当时，他刚刚本科毕业，仍然缺乏临
床经验，但看到病人的情况，再三斟酌
后，他还是决定使用麻黄汤，先服一剂看
看效果。第二天，当他再次来到患者家中
时，发现患者的症状已经明显好转。
  李心机深受这个病例启示：临床情况
却与这本“金科玉律”中的说法不同，
“脉浮紧”可以应用麻黄汤，“浮而不
紧”，麻黄汤却也效果显著。究竟为何？
他感到十分困惑。
  在跟随李克绍学习后，他继续挖掘脉
象差异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把握了“浮
而不紧”的度，深入探究麻黄汤应用的
灵活性。在多年学习与实践过后，李心
机在论坛上分享，由于生存生活条件的
不同，饮食结构也有了时代性改变，如
今，青中年健康人群的脉象特征相较于
古代已呈现出显著变化。在当今临床
上，《伤寒论》中所表述的典型症状是
少见的，“我们要解放思想，仅仅在
“脉浮紧”上兜圈子，是学不会用麻黄
汤的，这成了你的铁律，也成了你的紧
箍咒。”李心机说。

丁元庆：“一方”治“十病”

  中风、狂证、肥胖、糖尿病、痤
疮……看似毫不相关的病症，治疗时却能
用同一种经方——— “核桃承气汤”。
  为啥一个方子就能“打天下”？山东
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丁
元庆在论坛上解释：“这是因为它们的根
都是阳明瘀热。”中医强调系统论，由于
“瘀热可搏结于经脉及循行的各个部位，
包括头面部、口唇、颈、胸腹、四肢
等”，因此，核桃承气汤的应用相当广
泛，几乎涉及全身各个系统。
  一次查房中，丁元庆注意到一个不明
原因发热病例，患者在当地医院反复诊
疗，效果不佳。丁元庆教授详细询问了相
关病史，综合患者反复午后发热、四肢肌
肉酸痛、月经过多、轻度贫血、甲状腺功
能亢进等相关病症，指出其问题在于阳
明，把握了核心病机。
  在多年实践工作中，丁元庆不断探索
瘀热症的临床表现。“《伤寒论》中所讨
论的虚血症是瘀热结于下焦，而从临床来
看，瘀热可以随其所在而表现出不同的症
状。”丁元庆说。中医讲究的是整体观，
人体内的气血运行是一个整体，就像一棵
树，如果树根出了问题，那么树叶、树枝
都会受到影响。通过观察患者的情况，他
发现，从舌象来看，凡是舌质暗红的都提
示内有瘀热，再结合阳明经运行之处是否
有瘀热症状，就可以判定。“一方”治
“十病”，中医丰富的临床实践挖掘出了
其中的规律。

  司国民：探索经方奥秘，

用药如“用兵”

  “用药如用兵”，山东第一医科大学
附属省立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司国民在论
坛上这样形容自己对经方的认识。
  师承李克绍，他精通仲景伤寒学，擅
长用经方治疗各种疑难杂症，对用药有着
深刻见解。“一方可以治多病，一病也可
以用多方。”司国民的这一观点，凸显了
他对经方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他强调，中
医配伍讲究“君臣佐使”，需根据病情轻
重缓急，精选药物，而非一味追求药物种
类的繁多。在他的临床实践中，这种“用
药如用兵”的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
  “跳出思维定势，用其方义，不一定
用其药。”司国民指出，学会经方思维，
才能了解经方体系，进而才能具体理解每
一个经方，“方剂的运用要从基本原则达
到高度的灵活”。
  论坛现场，司国民还生动展现了“经
方新用”的案例。面对病毒性感冒患者高
烧不退的棘手情况，他并没有拘泥于传统
的治疗方案，而是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
对竹叶石膏汤进行了巧妙的加减。他解释
说：“发热38.5℃以上的，加柴胡20克，青
蒿20克；伴有干咳的，加芦根20克，紫苑
15克……”这种因人施治、因病施药的方
法在院内推广使用，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
效。司国民表示，“三年经验的大夫，也
看好过很多病；二十年的大夫，也有治不
了的病，如何从病例中思考、总结、应用
与创新，才是我们真正要做的。”

  □ 本报记者 李丽 黄鑫
    实 习 生 张瑞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执着于探寻健康
和长寿的奥秘，中医文化也在这持续不断
的探索中历久弥新。日前，由李克绍伤寒
学派传承基地、国医新路论坛秘书处主
办，山东新中鲁中医医院承办的“2024国
医新路论坛暨李克绍伤寒临床应用学术研
讨会”在济南举办。针对中医文化传承与
传播如何守正创新，国医大师王新陆接受
了本报《大众名医馆·中医堂》栏目记者
的采访。

  守正不守旧，能治好病的

中医就是“纯中医”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王新
陆说，“人民对健康的追求越来越高，对
生活质量的需求越来越深，中医文化传承
的‘守正’，守的是治病救人的初心。”
  中医的优秀治疗经验不能在传承中走
样，既要赓续传统，又要确保有序发展。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我们这代人再不
讲，以后年轻人对于传统中医的了解就会
越来越少。”王新陆表示，中医的看病经
验和思维方式形成了独特的“中医思
维”，这种思维在师徒间的口传心授中代
代相传，中医的不同派系也在临床实践中
不断积蓄经验，这是中医华叶递荣的基
础，中医传承是经验的传承。
  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养生学”，
中医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得益于老百姓深深
根植的养生观念。“只有中国的老百姓老
了会去跳广场舞。”王新陆说，“老百姓
自发地注重饮食结构调整，改掉不良生活
习惯等，都是中医文化在民间广泛传播和
应用的体现。”中医的神奇之处便是其魅
力所在，只有让中医文化深入民心，才能
获得人们的信赖和尊重。
  “老百姓认为，能治好病的中医就是
‘纯中医’，中医养生的传承要紧紧嵌在
老百姓的生活里。小时候淋了雨回家，你
奶奶给你弄了一杯红糖姜水，趁热喝下去
发点儿汗，你就躲过了一次肺炎的可
能。”王新陆解释，中医治未病的精神和
老百姓的生活密不可分，文化的传承本质
就是一种很好的疾病预防措施。
  文化根基深厚，这是山东得天独厚的
中医“原基因”。王新陆指出，要利用好
山东这块丰厚的文化土壤，注重中医基础
教育，用中医的思维和方法来治病，打造
质朴、纯粹、纯净的“纯中医文化”，让
中医文化在山东这片土地上绽放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
  王新陆的从医之路充满了对中医传承
的执着追求，从2023年5月起，王新陆便牵
头在山东举办国医新路论坛，为中医传承
与发展搭建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他说：
“学习就像‘海绵吸水’，实实在在的好
东西才能吸引人去学习。我们对知识要有
贪欲，中医论坛要讲‘干货’，要实打实
地输出中医精华。”

  拥抱AI，疗效才是中医发

展的硬道理

  随着新兴技术如AI大模型的蓬勃发

展，数智化已经成为现代中药发展的崭新
动力。通过这些先进技术，我们可以在中
药产品的组方配伍、物质基础、量时毒效
等多个方面实现数智化，然而，关于医学
是否会被AI自动化取代的担忧也随之而
来。“医学对AI的使用是科技发展的必然
结果，程式化地输入年龄、性别、身高、
体重等后，AI能精准地计算出完美用量，
几乎能模拟医生的部分功能，但我认为，
AI无法取代真正的人，”王新陆解释，医
学不仅仅是科学，更蕴含着人文关怀，这
种关怀是AI所无法替代的。中医需要拥抱
AI，将高科技的便捷性融入其中，但也要
保持其独特的温度。
  王新陆指出，打造“纯中医”并不意
味着排斥西医。中西医各有其独特之处，
西医关注“人长的病”，而中医则更侧重
于“长病的人”，这两种观念的结合正是
中西医结合的精髓。他认为，中医“一
方”治“十病”的系统论和整体观等具有
独到之处。同时，西医也有优势，王新陆
讲了一个故事：他的老师李克绍在某次住
院期时，为临床病人诊脉，脉诊结果显示
这位重症心脏病人有了“绝脉”迹象，然
而，此刻他却在西医的治疗下好好地活
着。“对于老百姓来说，中医和西医的服
务性相同，就是为他们解除病痛。”王新
陆解释。
  “西医代表着现代科学，中国特色的
健康医疗卫生体系以中西医结合为基础，
得到老百姓的认可才是真有本事。”他表
示，传统医学是一本“活人书”，它对历
代中医的启迪永远不会过时，历代中医人
的实践积累也不断为这本书赋上新色。中
西医相互促进是必然趋势，也是医学发展
的应有之义。
  “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非常

深入，中医理论和技能的传播也是文化的
传播，”王新陆表示，中医讲究“不对
抗”，这和中国人爱好和平的文化价值观
相契合，以更加包容的态度传播中医文
化，是中医自信的体现。他说：“现在很
多年轻人对中医的认知甚至远远强于其父
母，保温杯里泡玫瑰花、枸杞的养生方式
在年轻群体里十分流行。”中医文化在年
轻人中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增强，生活化养
生是更多年轻人接触中医的捷径，中医文
化传播应打破刻板印象，真正“活起
来”。
  疗效是中医的生命力，疗效是硬道
理。“目前来找我看病的患者，最小年龄
的才一岁，三四岁的患者几乎天天都
有。”王新陆表示，“很多家长对中医的
认同感越来越深，我觉得这是‘疗效开
门’的影响。”中医的临床实践是打开群
众心门的“敲门砖”，他呼吁，中医界要
继续努力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提高治病救
人疗效，以更好地服务广大民众。

  实事求是培养人才，不在

病人面前“挂科”

  “秀才学医，笼里抓鸡。”王新陆表
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中医的门槛很
低，“认识字就能当中医，认识字就能开
方。门槛低了，进来的人肯定也是鱼龙混
杂，加强监管很重要。”他强调，中医文
化的守正创新，离不开对中医药的专业教
育和培训，这不仅要丰富中医医务人员的
临床技能和临床基本理论，还需要他们感
悟老中医们的治学精神，促进中医精华的
传承与发展，增进百姓福祉。
  中医和西医的成才路径有显著差异。
“西医要成为顶尖人才最好有西方教育背

景，有足够大的实验室平台支持，有足够
优秀的团队辅助以及足够多的个人努
力。”王新陆说，“中医的成才则更为灵
活，不拘泥于环境，中医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成才。”他总结了中医成才的四大
要素：强大的国学基础、悟性、名师指点
和个人努力。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考官’，他会
让你找到‘你行还是不行’的答案。”王
新陆说，“学校考试的挂科并不可怕，最
可怕的是在病人那里‘挂科’。”他形
容，行医就像黑箱里开方，每一个决定都
可能直接影响病人健康。中医要以学促
行，用正确输入带来正确输出，推动行医
结果的正向反馈。
  在中医队伍建设方面，王新陆主张实
事求是、讲科学的态度。“为什么张仲景
没有试出过输卵管不通的脉？为什么扁鹊
没有提过肺结节？”王新陆提醒，不要过
度神化中医，新兴脉学虽与时俱进，但仍
须以实际疗效为准绳。
  针对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重点——— 农
村医疗问题，王新陆认为加强中西医结
合、培养大量中医人才是关键。“我看到
很多村卫生室都建了国医馆，不仅可以看
病抓药，还能通过视频试脉，”王新陆
说，“基层医疗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中医教
学的持续优化。”中医院的课程丰富多
样，中医学生不仅需要学习中医课程，还
需要接受西医课程的教育。他表示，中医
也要“从娃娃抓起”，“中医的学习周期
比西医长，一个好的中医起码要经过10年
的检验，这需要一批有志向将中医发扬光
大的孩子。”普及中医知识、培养中医兴
趣，为中医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是所有
中医的职责。

中医文化传承与传播如何守正创新？国医大师王新陆———

守正不守旧，拥抱AI

伤寒大家李克绍弟子分享专业学术经验———

你的铁律，也成了你的紧箍咒

山东省健康管理协会

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最近腺病毒阳性检出率上升，儿科专家表示

不必过度担忧———

防止高热损伤

遵医嘱进行治疗

  □记者 任戌盈 通讯员 曹恒凤 报道
  本报博兴讯 5月21日早上7：30，博兴县博昌街道西谷王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胡秀丽早早打开了诊所大门。当天上
午，有9位患者预约来这里接受中医理疗服务，其中最受欢迎的
便是“热敏灸”。
  62岁的患者胡先生躺在诊疗床上，两根点燃的艾条被不锈钢
夹子夹住，悬浮在他两膝上方大约3厘米处。“我们会灸疗他的
内外膝眼、鹤顶、委中穴。每个穴位交替进行，一次治疗需要30
分钟到1小时。”胡秀丽说。
  “热敏灸”技术是一项由江西中医药大学针灸推拿学院院长
陈日新提出的中医适宜技术。相较于传统艾灸，它疗效更好；而
相较于针灸，它无伤害、无痛苦。
  目前，博兴县的230家卫生室都像西谷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样，具备了开展“热敏灸”治疗的条件，这是“全县一盘棋”
布局创建全国“热敏灸”示范县的成果。
  2023年7月，博兴县成立创建“热敏灸”县工作专班，由县
委书记和县长任双组长。创建方案中提出了这样的目标：100%社
区卫生服务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和85%以上村卫
生室能够规范开展“热敏灸”技术。
  为了在全县推广“热敏灸”，博兴县卫生健康局还投资7万
余元，在230个卫生室配备统一的“热敏灸”屏风、标识牌、宣
传牌，并指导村卫生室购买了诊疗床和排烟设备。
  因为来进行“热敏灸”治疗的患者越来越多，一星期前，胡
秀丽启用了新的诊疗空间，诊所面积已达300平方米，“热敏
灸”诊疗床位达到9张。
   “现在我们订购了‘热敏灸’机器人，也正在开发‘热敏
灸’线上问诊小程序，希望未来全县人民群众都能因‘热敏灸’
受益。”博兴县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兆勇说。

博兴推广

中医适宜技术“热敏灸”

  □记者 李丽 黄鑫 实习生 张瑞 报道
  “2024国医新路论坛暨李克绍伤寒临床应用学术研讨会”上，国医大师王新陆与李克绍的弟子、名中医李心机、丁元庆、司国民
等，共探中医发展“新路”，共论“伤寒”学术经验。论坛现场，首次设立伤寒临床应用疑难病症会诊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