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尹晓玉
“不要过于担心，我先号脉……”每

逢周二，陈来恩的诊室外都会排起长队。
诊室内，陈来恩为每一名患者切脉问诊、
开处方，并安慰他们。“能帮患者减轻病
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陈来恩说。

今年61岁的陈来恩是市中医院中医
内科主任医师，也是河南省名中医。他
1985年参加工作，从医39年来不断学
习、钻研医术，在中医药领域取得了出
色的成绩。他创新工作思路，积极培养
后继人才，为中医事业的传承发展贡献
力量。他发挥中医专长，以精湛的医术
为患者减轻病痛。他真诚对待每一名患
者，努力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赢得患
者及家属的信赖。

39年来，陈来恩从一名中医内科医

生做起，先后担任市中医院内科主任、
医务科科长、副院长、院长等职务。如
今，已经退休的陈来恩依然坚守在临床
救治一线。

39年来，他积极探索、不断学习，
在中西医结合治疗胃肠疾病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临床经验，其解决内科专业疑难
病症、急危重症的能力得到了专家的认
可。每年，陈来恩都积极参加各种研讨
班、培训班，不断丰富理论知识、提升
专业技术。他积极开展技术创新和学术
研究，先后获市级科研成果奖6项，参
与撰写专著4部，发表省级以上专业学
术论文十余篇。其中，他撰写的《柴胡
疏肝散合半夏泻心汤加减治疗慢性萎缩
性胃炎43例临床观察》收录在《中国民
族民间医药》杂志、《柴芍六君子汤联合

西药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郁脾虚证观
察》收录在《实用中西医结合临床》学
术期刊、《和胃消疡汤联合三联疗法辨治
肝胃不和型胃溃疡的临床效果观察》收
录在《中国合理用药探索》杂志、《扶正
消癥汤佐治胃癌的疗效及对免疫功能和
肿瘤标志物的影响》 收录在 《癌症进
展》学术期刊。

在临床救治方面，陈来恩突出中医
特色，不断开展技术创新，研制出了蛸
贝胃康乐胶囊、溃结清灌肠液等治疗胃
肠疾病的系列中成药，治好了大批患
者，并获得市级科研成果二等奖、科技
新产品研发一等奖。他带领科室人员充
分利用中药在制酸、收敛、止血、副作
用小等方面的优势，率先在全市开展中
西医结合治疗轻、中度消化道出血，对
控制患者病情起到了很大作用。该疗法
被患者认可。

在医院管理方面，陈来恩探索建立
按病种对人群分类管理办法，构建门
诊、病房、治未病中心一条龙健康管理
服务体系，并建立具有中医特色的健康
管理数据库，针对受检者的体质类型、
易患疾病和健康状态制订相应的养生保
健指导方案，有力地推动了该院中医治
未病工作不断发展。同时，在他的组织
下，该院成立“五进”健康科普宣传领

导小组，组建健康宣讲专家团，每年开
展中医药健康科普宣传活动不少于200
次，受益群众达十几万人。

从医 39 年来，陈来恩始终不忘初
心、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处处为病人
着想，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为患者服务，尽己所能使每一名患者满
意而归。每次有病情重、路途远的患者
求诊，他都会延迟下班时间，并保持手
机24小时不关机的习惯。只要患者有需
要，他都随叫随到。他坚持医药求廉、
医方求效的原则，在保证治疗效果的前
提下减轻患者经济负担。

陈来恩将自己运用中医经典治疗疑
难病例的方法、思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
学生，并提出了“经典是基石、辨证是
关键、疗效是根本，科研求发展、打造
新名医、传承作贡献”的带徒理念，得
到了市卫生管理部门的肯定，为该院乃
至全市中医药人才梯队的形成作出了贡
献。

三十九载苦心钻研，陈来恩在从医
路上洒下了辛勤的汗水；三十九载深耕
杏林，陈来恩用精湛的医术为患者减轻
病痛。“作为一名老中医，我要继续发挥
余热，为百姓健康服务，并把我的医
术、医学思想传授给年轻医生，培养更
多中医药接班人。”陈来恩说。

传承中医 守护健康
——访河南省名中医、市中医院中医内科主任医师陈来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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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对
健康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只
要注意一些生活细节，就可以减少患高血
压的风险。

健康饮食
减少高盐饮食。食盐中的钠会升高血

压，所以应尽量减少摄入高盐食物，例如
腌制食品、方便面、罐头食品等。

注意饮食均衡。不要过度偏食或挑
食，不要暴饮暴食，也不要过度节食。建
议多食用全谷类食物和低脂食物等，足量

饮水，少量多次。
多吃蔬菜和水果。蔬菜和水果富含维

生素、矿物质和纤维素，有助于降低血
压。

控制脂肪摄入。建议减少饮食中的油
脂和高热量食物的摄入量，例如油炸食
品、甜点和高脂肪的肉类等。

控制糖分摄入。过多的糖分会导致体
重增加和血压升高，应该控制糖分的摄
入。建议减少高糖饮料和零食的摄入，例
如奶茶、糖果等。

生活平衡
戒烟限酒。烟草中的尼古丁和其他化

学物质会刺激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增
加高血压风险。饮酒还会减弱血管的弹
性，增加心脏负担。为了降低血压，建议
戒烟限酒。

学会放松。长时间处于紧张、压力和
焦虑状态的人更容易患高血压。因此，学
会放松和减压是预防高血压的重要方法。
可以通过冥想、瑜伽、读书、听音乐等方
式来放松自己，缓解压力和焦虑。

保证良好的睡眠质量。睡眠是身体恢
复和调节的重要过程，也是高血压管理的
重要环节。保证足够的睡眠时间和良好的
睡眠质量可有效降低血压，减轻身体负
担。

适量运动。每周进行150分钟有氧运
动，如快走、慢跑、骑车等。适当运动不
仅可以消除压力、扩张血管、增强血管的
弹性，而且可以帮助身体排出废物以及盐
分，达到降压的目的。

据《大河健康报》

注意生活细节 降低高血压风险

陈来恩为患者诊疗。 市中医院提供

■专家链接
张双双，市六院（市心血管

病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副主
任医师，中国康复医学会颅脑损
伤分会委员，省医学科普学会康
复分会常务委员，省康复医学会
颅脑损伤康复分会。她曾在中国
康复研究中心、郑大一附院、河
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
修，并多次参加省内外康复专业
学术会及培训班，擅长治疗脑血
管病、脑外伤、脑肿瘤及周围神
经病引起的面瘫、偏瘫、失语、
吞咽困难以及骨关节术后功能障
碍、颈肩腰腿痛等。她先后荣获
漯河好人、市“十佳市民”、市医
德先进个人、巿青年岗位能手等
称号。

本版组稿：李永辉 王夏琼

3月23日，市中医药学会主办、市中
医院承办的漯河市中医药学会络病专业委
员会2024学术年会暨心力衰竭中西医诊
治培训班在市中医院举办。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博士生
导师刘新灿以《从最新指南共识看心衰管
理新格局》为题，详细地阐述了心衰治疗

的中西医进展，并耐心解答了大家提出的
问题，现场学术气氛浓厚。市中医药学会
络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兰波以《络病
理论体系构建及创新转化》为题，讲解了
络病的发现、发展和未来创新，使大家对
络病理论有了更多了解。市第六人民医院
心内科主任巩芸以 《CTS-AMI研究解

读》为题，对“中国通心络治疗急性心肌
梗死心肌保护研究（CTS-AMI）”进行
解读，并结合临床案例，介绍了中西医结
合治疗冠心病急性心梗和心力衰竭的优
势。市中医院心病科副主任陈云以《慢性
心力衰竭基层合理用药》为题，对临床治
疗心力衰竭药物的常用方法和注意事项进

行了讲解，强调了心力衰竭标准化规范化
诊治的意义。最后，舞阳县人民医院薛俊
芳主任、临颍县人民医院薛明远主任作了
典型临床病例分享。

此次培训班从理论到实践，对心力衰
竭的中西医诊治进行了全方位讲解，参会
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陈 云

心力衰竭中西医诊治培训班举办

气管切开术常用于抢救急
危重症患者。但是，该手术在
改善患者通气功能的同时也会
带来一系列并发症，影响患者
肺功能，导致呼吸功能障碍、
脱机时间延长等。

呼吸康复训练是通过对肺
心病患者进行呼吸功能评估
后，采用呼吸机等器械通气、
运动呼吸练习、体位和气道廓
清管理及理疗手法等方法，使
患者达到改善功能、缩短住院
周期、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康复临床治疗中发现，气
管切开患者早期进行呼吸康复
训练有助于改善呼吸肌的耐
力、肌力，促进痰液排出，缩
短堵管时间，降低并发症的发
生概率，减少住院时长及住院
次数。

呼吸康复训练主要适应以
下人群：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间质性肺疾病、支气管扩张、
哮喘等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患者，佩戴气切套管、反复
肺部感染、无法自主咳嗽咳
痰、长期卧床的重症监护患
者，围手术期患者，吞咽和言
语功能障碍患者等。

呼吸康复训练有以下禁忌
证：1.病情不稳定，以急性期为
主，出现急性脑梗死、主动脉
瘤破裂、急性颅内或蛛网膜下
腔出血、颅内压升高、呼吸心
搏骤停等高危情况；不稳定的
颈椎骨折和脊髓损伤、活动性
出血、急性发展的神经肌肉疾

病等；2.患者不能耐受活动方
案，出现费力、胸痛、眩晕、
疲乏及严重呼吸困难，血氧饱
和度<90%等；患者拒绝活动
等。 张双双

呼吸康复训练改善患者生活

春季气温升高，空气中花粉浓度增
高，室内霉菌、尘螨增多，容易在过敏体
质人群中诱发荨麻疹。皮肤科专家介绍，
中医治疗荨麻疹具有一定优势，可以有效
缓解症状并防止复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副主
任医师佘远遥介绍，荨麻疹是由于皮肤、
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
种局限性水肿反应，常先有皮肤瘙痒，随
即出现风团，少数患者有水肿性红斑。风

团的大小和形态不一，发作时间不定。荨
麻疹的症状通常在2小时至24小时内消
退，但患者会反复发生新的皮疹，病程迁
延数日至数年。

“荨麻疹特别是慢性荨麻疹的病因非
常复杂，约70%的患者找不到原因。”佘
远遥说，荨麻疹常见的病因如下：

食物及食品添加剂、吸入物、感染、
药物、物理因素、精神因素、内分泌改
变、遗传因素等。而中医将荨麻疹称为

“瘾疹”，其病机可有多种。例如，可由风
寒外袭蕴积肌肤，致使营卫不和而起；或
由风热之邪客于肌表，引起营卫失调所
致；或由饮食不节致肠胃湿热，郁于皮肤
腠理间而发。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皮肤科主治
医师张天博介绍，中医治疗荨麻疹具有一
定特色和优势，可通过对患者身体进行综
合调理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的目的，不仅关
注症状缓解，也注重防止复发。

张天博说，中医根据荨麻疹患者的病
情辨证施治，常见治疗方法包括口服中药
汤剂或中成药、中药外洗、毫针针刺、艾
灸、耳穴贴压、穴位放血等。需要注意的
是，患者应由专业中医师辨证后用药，不
可自行随意用药。

专家提示，治疗之外，患者还应避免
接触已知的可能诱发荨麻疹的过敏原，保
持良好睡眠、适当运动和健康饮食，以增
强免疫力，减少荨麻疹的发生。据新华社

春季易发荨麻疹 中医应对有办法

老年肾脏病患者症状往往并不典型，易出现误诊和漏
诊；服用药物种类较多，药物对肾脏的影响同样要引起重
视；要坚持少盐控油、优质低蛋白饮食……专家表示，春季
是疾病多发季节，老年慢性肾脏病患者尤其要做好健康综合
管理，避免因气候变化引起病情加重或复发。 新华社发

青光眼是一种慢性眼部疾病，因其危害往
往潜藏于悄然发展的过程中，常被称为“视力
刺客”。专家提醒，早期诊断是青光眼管理的关
键，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定期进行眼部检
查，呵护视力健康。 新华社发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脊柱退行性病
变，多发于中老年人。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
现，近年来青少年腰突症患者呈现增多趋势，有的孩子
才十几岁便饱受腰突症困扰，影响正常生活和学习。

新华社发

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会被
他人建议多喝水，但多喝水对
有些人并不适用。天津市第二
人民医院营养科贺登花说，《中
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
荐，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且没
有剧烈体力活动时，健康成年
人推荐每天的饮水量为1500毫
升至1700毫升（平均约8杯）。
但一些特殊情况需要根据身体
状况调整饮水量。

“喝水讲究‘水平衡’，即
机体水入量和水出量的平衡状
态。入量大于出量则体液易潴
留在体内，增加水肿风险；入
量小于出量则水分不足，轻可
出现口渴、食欲减低，重可出
现脱水、器官功能受损等。水
的出量主要途径是尿液排出。
皮肤汗液流出或蒸发、呼吸道
呼出气体、消化道粪便排泄也
计入水的出量。”贺登花说。

“正常状态下，人体可以
通过饮水或食物以及机体代谢

产生的内生水来保证水的入
量。对于一些特殊情况，8杯水
可能并不能满足机体需要，我
们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调
整饮水量。”贺登花说。

出汗较多：如高强度训练
的运动员或重体力工作者，以
及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者、高温
环境下工作者等出汗较多时，
需要适当增加饮水量。

身体不适：如发烧、呕
吐、腹泻等情况下机体丢失大
量水分，或高尿酸血症、尿路
结石等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适当
增加补水量。

特殊生理阶段：为了满足
胎儿及产后母乳的需求，孕期
及哺乳期的女性每天需要额外
增加500毫升至600毫升水的
摄入量。

有些情况如大量腹水、心
衰、肾病等，则需要根据病情
遵医嘱适当控制饮水量。

据《天津日报》

多喝水并非人人适用

阿司匹林是一种常见的非处
方药，广泛应用于临床医学中。
其主要成分是乙酰水杨酸，具有
解热镇痛的作用，还可减轻炎症
反应、抗血小板聚集。

阿司匹林的用途
一 种 非 常 有 效 的 解 热

药。在发热疾病如感冒等情况
下，阿司匹林可以减轻体温升
高引起的不适感。此外，阿司
匹林也是一种镇痛药，可缓解
轻度至中度的疼痛。

一种抗血小板药物。可以
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和血栓形
成，有助于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的发生。对于高风险人群，如
冠心病、心肌梗死、中风等患
者，阿司匹林可以作为辅助药
物来降低风险。

具有抗炎作用。通过抑制
炎症介质的合成和释放来减轻
炎症反应和炎症引起的组织损
伤。抗炎作用使阿司匹林成为
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
关节炎和其他炎症性疾病的一
种选择。阿司匹林可以减轻关
节肿胀、疼痛和僵硬，改善患
者的生活质量。

药物使用的注意事项
正确使用：在使用阿司匹

林前，应了解自己的适应证和
用药剂量，遵循正确的用药指
导。如忘服或少服阿司匹林
后，下次服药时不可服用双倍
的量，应继续按处方和医生的
建议服用；饮酒前后不可服用
阿司匹林；十二岁以下儿童使
用阿司匹林时，一定要咨询医
生的建议；阿司匹林不要与维
生素、降糖药、利尿药或激素
类药物同时服用。

不良反应：长期或过量使
用阿司匹林可能会导致患者出
现胃肠道不良反应，如呕吐、
恶心、胃出血等，还会出现头
痛、耳鸣、眩晕、惊厥、神经
错乱等中枢神经系统不良反
应，严重时可致肾功能、肝功
能损害。

禁忌人群：痛风患者，严
重肝、肾功能衰竭的患者，严
重心功能衰竭的患者，存在高
血压的患者，有出血症状的溃
疡病患者，对阿司匹林产生变
态反应的患者，哮喘患者，孕
妇。 据《大河健康报》

阿司匹林不宜长期或过量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