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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举行

本报讯 9月 9日，由梅州
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的针灸
临床特色技术培训班暨符文彬
教授弟子出师拜师仪式在广州
中医药大学梅州医院（市中医
医院、市田家炳医院）举办。梅
州市卫生健康局二级调研员周
秋明、广东省中医院符文彬教
授及其团队、医院领导班子成
员及干部职工、各市县从事中
医临床的医务工作者共一百多
人参加培训班。广州中医药大
学梅州医院党委书记郑青主持
仪式。

仪式上，符文彬教授为第
一批完成学业的弟子颁发了证
书，新的一批弟子在王锦院长
和周秋明二级调研员的见证下
拜入符文彬教授门下，继续学
习针灸技术。

据悉，符文彬教授是广东省
医学领军人才，被授予“广东省
名中医”称号，国家中医针灸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专家指导委员
会委员，是广东省省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岭南传统天灸疗法”代
表性传承人。主持国家级课题
10项、省部级课题35项，获得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广东省
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教育部
科技进步一等奖2项。

王锦院长表示，希望各位
弟子努力推动专业技法、学术
思想在医院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广州中医药大学梅州医
院将以本次仪式为契机，在传
承中医文化、中医技法、学科建
设和人才培养方面持续发力，
擦亮中医招牌。

仪式结束后，由符文彬教授
讲授《疏肝调神针灸技术》、陈裕
教授讲授《穴位埋线技术及应用

策略》、吴倩教授讲授《精灸技
术》、宁百乐教授讲授《岭南传统
天灸疗法》，同时结合理论授课
为在场学员进行实操演示，授课
精彩纷呈，现场气氛热烈。

又讯 9月16日上午，广州
中医药大学梅州医院（市中医
医院、市田家炳医院）举行了吴
山教授弟子出师拜师仪式暨岭
南林氏正骨推拿疗法推广与运
用学术会议。

活动上举行了出师仪式，
三位弟子向吴山行礼，表示将
认真学习师傅技术，不忘师恩，
继续发扬师傅精神，不付所托，
勇创佳绩。现场还举行了传承
拜师仪式，五位传承人向吴山
教授行拜师礼。

吴山教授是广东省中医院
首批名中医，广州中医药大学
岭南林氏推拿研究所所长，岭
南林氏正骨推拿流派传承工作
室负责人，是林氏正骨推拿医
学的第二代传人，全国名老中

医林应强教授的学术思想继承
人，是岭南林氏正骨推拿医学
的继承、发展者，把诸家医学理
论和经验融会贯通，形成了自
身独特风格。

据悉，2017年 8月，为加快
广州中医药大学梅州医院创建
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工作步伐，医
院专门聘请吴山教授作为医院
的特聘指导老师。2018 年 12
月，医院正式聘任吴山教授为医
院名誉院长，为医院发展把脉开
方。近年来，吴山教授团队多次
到医院坐诊、带教，为加快推进
该院“名院、名科、名医”工程建
设，对提高医院综合实力，推动
医院全面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活动还举行了岭南林氏正
骨推拿疗法推广与运用学术会
议。吴山讲授《岭南林氏正骨
推拿疗法推广与运用》的课程，
广东省中医院推拿科主任医师
范志勇讲授《林氏正骨推拿指
南解读》的课程。

符文彬教授弟子出师拜师仪式。（医院供图）

广州中医药大学梅州医院举行

符文彬教授和吴山教授弟子出师拜师仪式

儿童调脾膏

名中医谈膏方

态动院医

本报讯 近日，广州中医药大
学梅州医院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
展“服务百姓健康行动”义诊活动，
为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医创造便
利条件，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活动现场，平时“挂号难”的专
家耐心的解答居民关于身体状况
上的问题，让居民在“家门口”就可
以享受到健康医疗服务。义诊现
场，医生们为患者讲解定期检查身

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科普了防
治常见病的方式方法、必备急救手
段以及如何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据了解，此次义诊活动的涵盖
外科、内科、妇科、儿科、肿瘤科、产
科、治未病科、针灸推拿科等各科
室专家为市民朋友现场咨询解惑，
本次义诊活动为近三百名市民提
供了诊疗服务。医护人员秉承着

“尽心、尽职、尽责”的服务态度获
得了居民们的一众好评。

医务人员在本次义诊服务活
动中，通过发放义诊、宣教、科普等
多种形式，向居民提供健康服务，
把健康送到他们手中，切实增强他
们的保健意识，方便了群众看病就
医，让百姓享受到专业健康咨询服
务的同时，提高了大家对健康知识
的了解，提升了社区老年人的幸福
指数。今后，医院将持续开展此类
专家义诊服务活动，让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各种便民利民活动。

膏方，又名“膏剂”“膏
滋”“煎膏”，是中医丸、丹、
膏、散、酒、汤、露、锭八大主
要剂型之一。根据病情或
养生的需要，将中药复方饮
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经
蒸发浓缩后，加糖或蜂蜜等
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具有
治疗、预防、营养、滋补等综
合作用，在祛除疾病、改善
体质方面发挥独特的功用。

梅州市中医医院膏方
是按照药食同源的理念，甄
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工
艺，匠心制作而成。今天就
带大家了解一款健脾胃、易
服用、口感好的膏方——儿
童调脾膏。

小儿适合使用膏方吗？
小儿的生理特点是“阳

常有余，阴常不足”，且有着
异于成人“脏腑娇嫩，形气
未充，易虚易实，易寒易热”
的体质特点，抵抗力尚未发
育完全，常常由于与环境接
触、天气的骤变以及调养不
当等因素出现反复生病和
体质偏差、身体虚弱。“虚则

补之”，对于体弱的小儿，可
运用膏方来调理体质，扶助
正气，提高身体免疫功能。

梅州市中医医院王锦
院长在国医大师孙光荣“中
和”学术思想指导下，根据
小儿“脾常不足”的体质特
点，结合20多年临床实践经
验，精心遣方用药，为儿童
量身定制了儿童调脾膏。

组成：
太子参、山药、茯苓、百

合、莲子、谷芽、山楂等。
功效：
调脾补中，健胃消积。
适应证：
适用于肺脾虛证调理，

如免疫力低下，反复生病患
儿，可见脸色偏黄、营养不
良、体型落后、多汗、胃口差、
大便性状不稳定等表现。

注意事项：
本膏方属于调养治病

的中药制剂，如家长对儿童
体质、症候并不知晓，建议
首次用药，先到儿科找中医
专家辨证后，再在医生的建
议下选用。

现代人因为长时间看手机、电
脑，长期久坐，姿势不良，颈椎首
当其冲出现问题，经常会感到僵硬
酸痛、容易疲劳。很多年轻人甚至
青少年有不同程度的颈椎问题。
颈椎病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
为基础的疾病，颈椎间盘退行性变
是导致颈椎病的最基本原因。此
外，不当的工作姿势、不良的睡眠
体位、不适当的体育锻炼等慢性损
伤则会加速已颈椎退变的过程。
当今年轻人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
致颈椎病越来越年轻化。

预防颈椎病，应当注意以下
几点：采取合适的姿势，避免慢性
劳损；练习颈部保健操，增强颈部
肌肉；采用合适睡枕，养成良好的
用枕习惯；注意安全防护、预防颈
部损伤；颈肩保暖防寒，预防软组
织炎症；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精
神紧张；实行良好的生活方式，推
迟身体老化。治疗方面，可采取
的方式方法多样，无论是针灸、推
拿、刮痧、火龙罐或是中频治疗、
温热疗法等等，都能取到不同程
度的疗效。今天介绍的是龙氏治

脊疗法。
龙氏治脊疗法是龙层花和魏

征教授带领其团队，经过几十年临
床实践总结出来的一套针对脊柱
以及脊柱相关疾病的一系列治疗
方法。是在中医正骨基础上，结合
现代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及生
物力学所形成的一系列的治疗方
法，是以正骨推拿、牵引正骨法为
主治法的中西医物理综合疗法方
案。这种手法既治骨又治软组织、
具有准确、轻巧、无痛、安全及有效
的特点。要求做到稳，准，轻，巧，
手法中须柔中带刚。

龙教授提出了按病因分型，将
颈椎病分为骨关节损变型、关节功
能紊乱型、软组织损变型和混合型4
种。在诊断上，总结出三步定位诊
断学，治疗上，则强调“四步十法”。

三步定位诊断学
A.神经症状定位诊断，初步判

断发病的脊椎范围；
B.触诊定位诊断，进一步确定

发病的脊椎、关节及类型；
C.影像学定位诊断，对比分析

和排除疾病。

龙氏治脊疗法分四步进行：
第一步：放松手法
以掌揉法 、拇指揉法交替进

行。一般范围以患椎为中心，包括
其上、下六个椎间以内的软组织。

第二步：正骨手法
正骨手法包括摇正法、搬正法、

推正法、拔伸法和反向运动法。按
不同的错位类型、部位、方向，选用
其中一种或多种正骨法。

第三步：强壮手法
作用于正骨后患者椎旁仍存在

的软组织问题硬结、索状硬结多为
痉挛的肌肉（肌腱）

第四步：痛区手法
（症状区）疼痛麻木的局部施以

手法，四肢、头部、肩部、胸腹部疼痛
麻木区，是神经、血管继发性损害而
出现症状的部位。

从上述4步可以看出，龙氏治脊
疗法是“软硬兼施”，1步是正骨，其
他3步都是软组织手法。

注意：1、病情较轻者，只做第一
二步即可；2、无关节错位者，或关节
错位较轻，可不做第二步；3、急性期
一、四步为重点，恢复期二、三步为

重点。
龙氏治脊疗法的“十法”
十法是龙氏治脊疗法颈椎正骨

的十个手法，根据错位节段和类型
选择对应正骨手法。十法又可以分
为快速和缓慢两种操作形式：

快速复位法：用于青壮年和健
壮的老年患者，通常听到关节活动
的响声。

缓慢复位法：用于儿童及有骨
质疏松的老年患者、体质十分虚弱
或急性期疼痛剧烈不能接受快速复
位手法的人群，用正骨手法的动作，
不应用“闪动力”，使“定点”与“动
点”之间的椎间关节以多次生理性
运动形式在“动中求正”而复位。

适应证：各型颈椎病：神经根
型，颈型，椎动脉型，交感神经型，脊
髓型，混合型（两种以上混合）；各型
胸椎病：胸椎小关节紊乱；各型腰椎
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增生，腰肌
劳损，急性腰扭伤。

禁忌证：脊柱及周围关节存在：
骨折、肿瘤、结核、脱位。局部有化
脓性病灶，有出血倾向及各种危重
病人。

吴山教授弟子出师拜师仪式。（医院供图）

义诊活动现场。（医院供图）

儿童调脾膏。（医院供图）

授课教授为在场学员进行实操演示。（医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