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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应钦

近日，市卫健委联合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开展的“平顶山市首届名中
医”评选活动揭晓，平顶山市中医医院
周围血管科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第
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马立人教授获评“平顶山市
首届名中医”。

砥砺奋进护健康
今年59岁的马立人1986年毕业于

原河南中医学院中医临床专业，后进入
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工作。他在临床中发
现，血管疾病是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疾
病之一，其中心脑血管疾病已被广为认
知和重视，但外周血管疾病仍不被了解，
众多患者求医无门，甚至误诊、误治导致
不必要的截肢、致残及其他严重并发症，
给患者生理及心理造成双重打击。对
此，他暗下决心，一定要为患者解除外周
血管疾病痛苦而努力，并跟随全国著名
周围血管病专家崔公让教授学习。

2010年，马立人率团队成立了周围
血管科，开展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疾病
诊疗。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平顶山市中
医医院周围血管科成为品牌科室，获评
河南省重点专科，成为河南省区域专科
诊疗中心。该科还建立了全省首家糖
尿病足及慢创诊疗中心——平顶山市
糖尿病足及创面诊治中心，并建立了河
南省中医药防治糖尿病足重点实验
室。2020年，市卫建委批准市中医医
院增挂“平顶山市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

病医院”牌子，马立人担任院长。
2017年，马立人牵头成立中原糖尿

病足与创面联盟，以河南省为中心，辐射
周边三省，共计93家兄弟单位携手共促
糖尿病足与创面诊疗事业发展，打造了
立足鹰城、辐射全省、联系国内外的有规
模、有影响力的学科联盟。这背后，是马
立人长达数年深入基层的学科积累和心
血结晶。早在2015年，马立人就带领医
疗团队在全国率先开展“糖尿病足筛查
走基层”项目，每年深入50余个乡镇，筛
查诊疗数以万计的基层患者，普及周围
血管疾病诊治技术，该项目持续至今，成
绩卓著。围绕国家卫健委提出的赋能行

动部署，科室在全市率先开展互联网移
动病房“323工程”（3-1家县级中医院，3-
2家县级综合医院，3-3家民营医院；2-2
家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3-3
家诊所）。“323工程”以“资源共享、优势
互补、分级诊疗、共同发展”为基本原则，
在基层开展周围血管疾病诊疗培训，围
绕国家卫健委赋能行动，对相关医疗单
位进行帮扶赋能。

勇攀高峰结硕果
在马立人的办公室，国家级中医大

师唐祖宣赠予的书法作品“聚焦糖尿病
足 造福一方百姓”格外醒目。这句话

可谓马立人教授的真实写照。多年来，
他践行德医双馨的使命担当，敬业奉
献，忘我工作，不懈努力结出累累硕果。

2018年，他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
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
指导老师，成为平顶山市首位国家级名
老中医，并开创医院首项国家级重大科
研课题。2019年，他获得“省先进工作
者（省劳模）”“省首届医德医风标兵”

“河南省科协系统先进工作者”等称
号。2020年，他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

多年来，该科专注于糖尿病足与创
面、静脉曲张的治疗及相关医学研究，
诊疗水平省内领先，在国内很有影响。
科研方面，科室在干细胞治疗糖尿病足
及创面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已开展六
届中原糖尿病足与创面高峰论坛、十一
届平顶山血管论坛。马立人教授本人
也被聘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
先后带教硕士研究生 15名，成为国家
卫健委创面修复学科建设百千万项目
河南区域牵头人。

展望未来，马立人表示，他们将继
续努力做大做强中西医结合周围血管
病专科，为广大患者提供高质量的健康
服务。

医者仁心 大医精诚
——记市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马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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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有不少患者朋友咨
询如何用药的问题，比如，医生说，
这个药每天吃一次，应该什么时候
吃？早中晚都可以吗？餐前还是餐
后呢？医生给我开的这些药，有的
餐前服用，有的餐后服用，分开吃太
麻 烦 了 ，可 以 在 餐 前 一 次 性 服 用
吗？餐前服用到底是餐前多久呢？

对服药时间的种种疑问，我们
要弄明白关键的一点：为何要选择
正确的服药时间。

众所周知，人体内部有特定的
生物时间表，即我们常说的生物钟，
又称生物节律，具体是指人体的一
些生理活动昼夜之间发生的周期性
变化。许多药物的疗效之所以与用
药时间密切相关，是因为选择合适
的用药时间，好让进入机体的药物
浓度顺应人体生物节律变化而发挥
作用。举个例子，胆固醇合成的昼
夜节律，人体内胆固醇的合成，取决
于影响胆固醇合成的羟甲基戊二酸
单酰辅酶 A（HMG-CoA）还原酶的活
性。这种酶的活性在一天之中会呈
现不同的变化。在每天中午时分活
性最低，而从午夜到凌晨则活性变
高，其中午夜 12点此酶活性最高，人
体胆固醇的合成也在此时达到全天
的高峰。因此，夜间是胆固醇控制
的关键窗口。基于此，他汀类药物
如阿托伐他汀钙片，建议在晚间或
者临睡前服用，以顺应生物节律，抑
制胆固醇的形成。

此外，人体还有血压、肾上腺皮
质激素分泌的昼夜节律等。由此可
见，具体的服药时间是根据药物在
体内代谢的动力学决定的，只有按
照正确的时间服药，才能确保药物
在人体内保持相对稳定的治疗浓
度，从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药
物浓度过低，药品起不到治疗作用；
浓度过高，毒副反应会成倍增大。

正确的服药时间如此重要，我
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药品说明书中
常见的药物服用时间。

1.晨服，指早晨起床后，进食早
餐前 1小时。晨服药物，可使药物直
达病灶，迅速起效，还可减轻一些药
物的不良反应。比如，泻药（乳果
糖、硫酸镁等）、驱虫药，清晨服用可
迅速起效；利尿药，晚上服药后，夜
间的多次排尿会干扰睡眠，晨服更
合适。

2.空腹，指餐前1-2小时或餐后2
小时左右（很多人认为只要在吃药
时保持空腹就好了，其实是一种错
误的观点，吃完药是不可以立马进
食的）。空腹服药主要是为了避免
食物对药物的干扰，从而增加药物
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比如，左甲
状腺素钠片，早餐前至少 60 分钟服
用；恩替卡韦片，空腹服用，餐前或
餐后至少2小时。

3.饭前，即餐前 15-30 分钟。因
尚未进食，药物可充分作用于胃黏
膜，迅速吸收发挥作用。比如，胃黏

膜保护药（如硫糖铝）、促胃动力药
（如多潘立酮），餐前给药可使药物
充分附着于胃壁，形成一层保护屏
障；部分抗生素（如头孢克洛），因进
食会延缓药物的吸收，需餐前；促进
胰岛素分泌的药物（如格列吡嗪），
餐前给药可使胰岛素分泌与血糖升
高同步，从而有效地控制血糖浓度。

4.饭中，指与食物同服，即进餐
少许后服药，服完后继续用餐。比
如，阿卡波糖（拜糖平），需餐前即刻
吞服，或与第一口饭同时嚼服，因其
起效迅速，药效时间短，与人体食物
代谢所需时间相吻合，与食物同用
能起到最大的降糖效果。

5.饭后，指饭后 15-30 分钟。饭
后服药可减少胃肠道刺激。绝大多
数药品说明书中未指明给药时间的
药物，都可在饭后服用，可避免或缓
和药物对胃黏膜的刺激，特别适用
于对胃肠道有不良反应的药物。比
如，部分解热镇痛药、抗菌药、化疗
药物等，饭后服用可减少对胃肠道
的刺激。

6.睡前，指睡觉前 15-30 分钟。
睡前服药可顺应节律变化，降低药
物副作用对人体日常生活产生的影
响。比如，部分抗过敏药物，如氯苯
那敏，有嗜睡的副作用，宜在睡前服
用；镇静催眠药，宜在睡前服用；哮
喘多在夜间、凌晨发作，部分一日服
用一次的长效平喘药，如孟鲁司特
钠片等，宜在睡前服用，可起到预防

作用。
7.必要时，指根据需要随时服

用。比如，镇痛药、解热镇痛药、防
晕船药等，均可以此法给药，以便及
时缓解症状或进行抢救。

日常生活中，中西药联用的情
况也颇为常见，而不同的用药机理，
易造成药物之间互相发生作用。比
如，乌梅与维生素 B12 同用，会降低
维生素 B12的生物利用度。因此，在
中西药联合使用时，最好有一定时
间的间隔，一般来说，间隔时间应大
于半小时。

需要提醒的是，同样的药物，用
于不同的人群或者不同治疗目的，
服药时间也不同，这就是药品摄入
的个体化定制。

健康无小事，用药有讲究。作
为普通用药患者，用药前，我们需谨
遵医嘱或者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如有疑问，及时咨询医师、药师、护
士等专业的医务人员。毕竟，安全
用药，才是我们的真正目的；守护健
康，才是我们的最终需求。

（平顶山市计划生育科学技术研
究所 主管药师 张慧芳）

科学掌握服药时间顺应生物节律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