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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魏应钦

末伏即将到来，8月 14 日
和15日，上海中医药大学平顶
山医院（平顶山市中医医院）中
兴路院区、翠竹路院区将同时
进行冬病夏治第四次贴敷。据
了解，该院1998年开始开展冬
病夏治，至今已有 20 多年历
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每年都
有上万人次预约贴敷。“去年夏
天，针对6岁女儿冬天容易咳
嗽的情况，我带着她尝试了冬
病夏治的三伏贴，效果比较好，
孩子的接受度很高。”8 月 12
日，市民张女士说，今年她早早
地就给孩子进行预约，前三次
都按时进行了贴敷。

适应证涵盖范围广

据介绍，所谓冬病是指冬

天易发作、病情加重的一类疾
患，这类疾患往往病程较长、不
易根治。冬季易发病除天气寒
冷的外因之外，患者自身阳气
不足是主要内因。同时，此类
疾患久治不愈，耗伤人体的阳
气，导致阳气更加亏损，从而形
成恶性循环。阳气不足是这类
疾病的核心病机，患有冬病的
患者最好过的就是夏天了，因
为在炎热的季节，他们的病情
会相对缓解甚至消失。此时对
这些疾病给予治疗或预防，有
利于减少冬季发病，这正是中
医“既发之时治其标，未发之时
治其本”的治疗原则。

《黄帝内经》认为，天人是
合一的，人体的阳气与自然界
生物的阳气相应，生于春，旺
于夏，收于秋，藏于冬。由于
自然界夏季阳气最旺，人体的

阳气在此时达到高峰。在此
期间，人体腠理疏松、经络气
血流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顺
势给人体补充适量阳气，为秋
冬养阴做准备，储备更多阳
气，冬季时则不易被严寒所
伤，能最大限度地祛风驱寒，
祛除体内沉疴，调整人体的阴
阳平衡，预防旧病复发或减轻
其他症状。

冬病夏治的主要适应证有
以下几种：1.呼吸系统疾病：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
炎、慢性鼻炎、咽炎、体虚易感
冒。2.消化系统疾病：虚寒性
胃病。3.妇产科疾病：痛经、月
经不调等虚寒性疾病。4.痹
症：风湿、阳虚受凉引起的各种
颈肩腰腿痛等。5.儿科疾病：
小儿哮喘、反复呼吸道感染、过
敏性鼻炎。6.虚弱体质人群的

亚健康症状：如四肢寒凉怕冷、
畏寒喜暖、免疫力低下、食欲不
振、乏力等。

这些事项要注意

冬病夏治的治疗时间为
夏季三伏，每隔 10 天贴药 1
次，共贴 4 次，一般要求连续
治疗 3 年为一个疗程。由于
冬病夏治三伏贴属中医外治
疗法，为巩固疗效，最好坚持
治疗一个疗程以上。每次贴
敷时间：成人2—3小时，儿童
1—2 小时。贴敷后局部有轻
微灼热、痒感为正常反应。如
感到局部疼痛难忍，应立即去
掉药膏。本疗法属于发泡疗
法，若出现小水疱，一般不需
要特殊处理，最好让其自然吸
收；若水疱已破，可涂吉尔碘
等药物；若水疱较大，应到医

院处理。
治疗期间忌食生冷、辛辣、

油腻，忌食海鲜；避免电扇直吹
或在温度过低的空调房间久
待。忌过量运动，以免出汗过
多导致气阴两虚。所用药物具
有一定的刺激性，贴药后，部分
患者可能出现麻木、温、热、痒、
针刺样疼痛等感觉，还有的患
者局部可能出现色素沉着及水
疱等，这均属于药物吸收的正
常反应，请患者及家长斟酌是
否参与贴敷。

需要提醒的是，以下人群
不宜进行治疗：1.孕妇及 1 岁
以下儿童。2.有严重心肺疾
病患者。3.皮肤对药物高度
过敏者。4.皮肤长有疱、疖以
及有破损者。5.疾病发作期

（如发烧、正在咳喘者）。6.糖
尿病患者。

上海中医药大学平顶山医院：

冬病夏治明后两天进行第四次贴敷

□记者 魏应钦
通讯员 王春英

本报讯 8月12日，记者在
市妇幼保健院采访时获悉，该
院中医妇科门诊推出的中药
茶饮火出圈，每天来购买的人
络绎不绝。“我买的这几包中
药茶饮，一包才几块钱，便宜、
健康、养生又便捷。”市民王女
士说。

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的
重视和对中医防病治病观念
的深入，该院紧跟大众需求和
中医养生潮流，于今年 6 月
初，根据时节变化特点，推出
了减肥茶、梨膏茶、补气三仙
饮、紫苏饮、灵芝黄芪养元饮
等 20 余种养生中药茶饮，辨
证给药，备受青睐。

在中医妇科门诊，记者看
到，十多分钟的时间，就来了
三四位买中药茶饮的市民：一
位是气血两虚、失眠的，坐诊
医生、副主任医师周春秋给她
开了补血安神茶；另一位点名

要减肥茶；还有一位要的是枇
杷饮，她说自己有些孕吐，喝
了两天效果不错，想再拿一
些。记者发现，购买中药茶饮
的很多都是回头客，还有其他
就诊患者听说医院有中药茶
饮，当即就让医生开了些，回
家泡着喝。

“我们新推出的熬夜回血
开心水也很受欢迎，它的主材
料是决明子、桑葚、枸杞等，主
打滋阴补血、清肝明目，非常
适合熬夜和值夜班的人。”周
春秋说。

据周春秋介绍，在中医学
中，“药食同源”是一种重要的
理论，中药茶饮中很多药材也
是日常的食材，用在茶饮中没
有违和感，也不会有风险。中
药茶饮的配方多基于《伤寒
论》《金匮要略》《本草纲目》等
传统医学典籍，充分确保其安
全性和有效性。另外，中药茶
饮可根据个人体质进行调配，
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养生需
求，比如针对气血虚、心悸气

短、头晕乏力、胸闷、失眠、宫
寒痛经等人群，该院推出了桑
桂饮、生脉饮、补血安神茶、痛
经茶、枇杷饮等中药茶饮。每
一种中药茶饮出来后，周春
秋及医护人员都会试喝，通
过多轮调整确保中药茶饮在
保持药效的同时，具有良好
的口感。

“一说起中药，首先想到的
是苦，没想到中药茶饮颠覆了
我的认知。”采访当天，回购乌
梅汤的张女士说，相比奶茶店
的乌梅类饮品，医院的乌梅汤
喝起来更加爽口，不会感觉甜
腻，也没有太大的中药味。

最后，周春秋提醒，中药
茶饮虽然具有一定的养生效
果，但其本质仍属中药范畴，
因此，市民在选择中药茶饮
时，应由专业中医师进行体质
辨证后，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
进行选择，避免盲目跟风。此
外，中药茶饮不能完全替代药
品，对于身体的不适，还应及
时就医。

熬夜回血开心水、补气三仙饮、紫苏饮……

市妇幼保健院中药茶饮受青睐

近日，平煤神马医疗集团
总医院 2024 年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设置了医
疗、护理、康复治疗三个项目，
来自该院及各基层医院的 45
名选手进入决赛。最终，15人
分获一、二、三等奖。此次比赛
旨在为医务人员成长成才搭建
平台，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
型、创新型队伍，激发广大医务
工作者学技术、钻业务、练本领
的热情。

本报记者 杨岸萌 摄

同台竞技展实力

自 1895年伦琴发现X射
线、1898 年居里夫妇发现镭
以来，核和辐射技术已逐渐走
进我们的生活并广泛应用于
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核能
发电、放射诊疗、辐照加工、工
业探伤、油田测井、地质勘探、
科学研究以及国防活动等。
可以这样说，电离辐射无处不
在。专门从事生产、使用及研
究电离辐射工作的，称为放射
工作人员。国家法律规定放
射工作人员必须佩戴个人剂
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个人剂量监测作为保障
放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的
重要手段，在放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中占有
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放射
工作场所放射防护效果评
价和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状
况评估的重要技术手段，同
时也是放射性疾病诊断的
重要依据。

个人剂量监测包括外照
射个人监测和内照射个人监
测。外照射个人监测是指利
用工作人员佩戴剂量计对个
人剂量当量进行的测量，以及
对测量结果的解释。个人剂
量计就像是一本随身携带的

“辐射日记”，不间断地记录放
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受到的
辐射剂量。

如果没有佩戴个人剂量
计，将无法定量评估放射工作
人员的受照剂量及工作环境
的辐射安全程度，无法保障放

射工作人员的正当权益。《中
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对放射
工作场所和放射性同位素的
运输、贮存，用人单位必须配
置防护设备和报警装置，保证
接触放射线的工作人员佩戴
个人剂量计。所以，未按规定
佩戴个人剂量计，也属于违法
行为。

那么放射工作人员应如
何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呢？

对于比较均匀的辐射场，
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
计应佩戴在人体躯干前方中
部位置，一般在左胸前或锁骨
对应的领口位置；当辐射主要
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
戴在背部中间。

对于如介入放射学、核
医学放射药物分装与注射
等全身受照不均匀的工作
情况，应在铅围裙外锁骨对
应的领口位置佩戴剂量计，
并建议采用双剂量计监测
方法（在铅围裙内躯干上再
佩戴另一个剂量计），且宜
在身体可能受到较大照射
的部位佩戴局部剂量计（如
头箍剂量计、腕部剂量计、
指环剂量计等）。

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对
于保护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
具有重要意义。遵循正确的
佩戴方法，确保剂量计能够准
确记录所受到的辐射照射剂
量，及时采取防护措施，守护
我们的健康。

正确佩戴个人剂量计
守 护 健 康 不 迷 路

◎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主治医师 赵丹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