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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传统医药日，您知道吗？

泰国泰式按摩护关节

泰式按摩有上千年的历
史，以活动关节为主，无穴位
说，手法简练实用，是保健的较
佳手法之一。

印度瑜伽风靡全球

瑜伽如今风靡全球，其实
它正是印度传统医学的代表。
它强调保持和恢复人体健康从
而防治疾病，认为通过思维和
意念的力量以及瑜伽所创造的
功法，可以改善人体各气官或
系统的功能，从而延长寿命，防
止衰老和疾病。印度的古医术
也以运用特色草药、副作用较
少逐渐闻名于世。

格相关链接

国外的传统医药

30多网友无一知晓

世界传统医药日确立已
有 2 0年了。早在 1 9 9 1年 1 0月，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在北京召开国际
传统医药大会。会议一致通过
了 以“ 人 类 健 康 需 要 传 统 医

药”为主题的北京宣言，并建
议每年的 1 0 月 2 2 日为世界传
统医药日。

但是，对于该节日，普通
市民甚至中医工作者却都知
之甚少。近日，记者在两个QQ

群中发问，3 0多个在线网友没
有一人知晓。每个人都表示是
第一次听说。记者采访了 1 0位
医生，其中5位是中医，仅有一
位年资较长的中医知晓这一
天是世界传统医药日。

用天然药物治病保健

顾名思义，传统医药，是与
现代医药相对应，通常指运用历
史上遗传下来的医药经验和技
术，或指现代医药以前的各个历
史发展阶段的医药经验和诊疗
技术。在我国，即为中医药。

据了解，世界传统医药日的

确立，是由于现代医药在发展中
遇到了一些问题。

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现代
医药在治愈了许多疾病的同时，也
造成了化学药品毒副作用不断出
现，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比如说

“超级细菌”的出现，再比如，许多聋

儿的出现就是因为西药的毒副作
用；此外，还有生化药品研制成本昂
贵等问题。

因此，人们开始呼唤回归大自
然，希望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
治疗疾病和保健。我国的中医药就
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主要代表之一。

古老术语难懂难推广

但是，需正视的是，中医
药及 其 他 传 统 医 药在 运用 和
吸纳现代科学技术方面仍有
待加强，此外，目前还没有传
统医药国际标准，这些都严重
制约了中医药及其他传统医

药优势的发挥。
相关负责人举例，中医的

“阴虚”等术语无法为西方社
会所理解；另外还有关木通等
中药使用不当引起的“中药肾
病”令许多国外舆论对中药存

有偏见。
卫生部门相关负责人介

绍 ，应 积 极 扩 建 中 医 药 博 物
馆，做好中医药文化的宣传普
及工作，要先让国内的老百姓
了解中医、相信中医。

少人知

意义大

遇困境

“南京人国庆长假排队喝鹿
茸血”图文这几天爆炒网络，引
来上百万点击。
疑问一：鹿茸血能否直接饮用？

[调查] 喝茸血并非流行全
国的“秘方”，而是同地域文化习
俗相关。喝前一定要排查“人畜
共患病”。

“全国很多地方都不喝生茸
血。”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
所经济动物研究室主任、中国农
学会茸鹿专业委员会主任魏海
军研究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生
喝茸血，主要流行在江浙一带南
方省份。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
中医认为鹿血性热、壮阳，而北
方干燥、南方潮湿，相对而言，南
方人更适宜喝助升阳气的茸血，
以抗阴倦；二是南方地区受传统
文化浸润较深，比北方更加笃信
帝王的“养生文化”，更加注重新
鲜食材的滋补，强调“偏方养
生”。

“倘若不了解鹿的健康状
况，贸然喝茸血存在安全风险。”
魏海军提醒，鹿和其它动物一
样，也会产生“人畜共患病”，而
人鹿共患病以慢性传染病居多，
如结核病、布氏杆菌病等。如果
喝了病鹿的血，不仅不滋补，反
而易致病。
疑问二：喝茸血“大补壮阳”、治
糖尿病？

[调查] 至今，喝茸血并未
进入中西医临床应用。说它是

“民间滋补品”更为合适。
中国中医科学院科研处一

位王研究员告诉记者，许多中医
古籍中都有茸血“大补虚损”的
记载，但至今都是说说而已，没
有进入中医或西医的临床应用。
说它是“民间滋补品”，似乎更为
合适。

南京药科大学中医学院院
长、博导马世平教授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个问题不值得讨
论，查查医书，能“壮阳”的补品
补法何止百种？喝茸血“壮阳”，
只不过是“美丽传说”之一。

“我查了许多健康网站，目
前说喝茸血、吃鹿肉治糖尿病
的，比‘壮阳说’还多，你信吗？”
马世平院长说，糖尿病是终生难
以治愈的世界性顽症，如果喝几
杯茸血就能“血到病除”，还要医
院干什么？这不是骗人就是无
知。

格网络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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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是世界传统医药日。该纪念日的确立旨在呼
吁人们重视药源性疾病的日益增加和化学药品毒副作用的
不断出现，呼唤回归自然，用天然药物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
病和保健。而近日，记者调查后发现，几乎无人知道该节日
存在，就连许多中医工作者都不了解。

格新闻回顾

杭州老中医的“乘车按摩指法”火了

在杭州，经常乘坐 1 3路公
交车的乘客留意到有这么一位
白发老人。他坐在那，轻轻地按
着手掌心，又或膝盖处，一直按
到下车为止。有乘客觉得好奇，
上前一问，才知道，原来他是一
位老中医，经常趁着坐车的空
闲，进行穴位按摩呢。

时间长了，有些乘客也受
影响，向他学起了穴位按摩。有
时候，他也会教公交车司机们
一些简单的手法，按哪个穴位
对胃有好处，按哪个穴位能缓
解颈部疲劳……

近日，记者找到这位老中
医，向他探讨了这套坐车空闲
时的穴位按摩法，大家有空时
不妨也来试试。连公交二公司
一 车 队 队 长 助 理 何 志 卿 也 表

示，简单实用又养生的穴位按
摩法得在公交车司机圈内传播
开来。这位老中医姓朱，今年已
经 8 0岁高龄，有着几十年中西
医治疗的经验。

朱老家住三廊庙，平时出
门大多乘坐13路公交车。

不知不觉，已过寒露节气，
血压有点高的他，偶尔会觉得
身体有些不适。朱老告诉记者，

“尤其是饭后，头有时会觉得晕
晕的，那是由于胃部血液比较
集中，大脑的血流供应不足。”

那怎么办，要吃药吗？朱老
笑着摇了摇头，用手轻轻地按
住手掌心，“这里叫劳宫穴，经
常按摩对心脏有好处，还有脚
底心的涌泉穴，同样能起到改
善 脑 部 供 血 、缓 解 血 压 的 效

果。”
朱老说，按摩穴位并不需

要花很多时间，坐公交车的时
候，在家看电视的时候，随时随
地都可以进行。

还有哪些穴位，是方便在
乘车时按摩的呢？朱老介绍了
下面三个：

内关穴：位于前臂正中，
腕 横 纹 上 2 寸 ，在 桡 侧 屈 腕 肌
腱同掌长肌腱之间。对心悸、
胸闷气急、胃痛、失眠、孕吐、
晕车、手臂疼痛、头痛等起缓
解作用。

合谷穴：位于手背虎口处，
于 第 一 掌 骨 与 第 二 掌 骨 间 陷
中。能起到镇痛效果，对齿痛、
手腕及臂部疼痛等症有用。孕
妇慎用。

曲池穴：现代常用于治疗
肩肘关节疼痛、流行性感冒、扁
桃体炎、甲状腺肿大等。

不仅乘客们感兴趣，就连
1 3路公交车上的司机们，也经
常向朱老讨教。

朱老说，公交车司机们每
天大多数时间奔波在路上，吃
饭不定容易引起胃病，长时间
坐着，引起腹部脂肪增加容易
得脂肪肝。不妨可以趁着中间
休息的几分钟，哪怕是等红灯
的时间，按摩内关穴和中脘穴
(胸骨下端和肚脐连接线中点)。

颈椎不好，对公交车司机
来说，也是老大难问题了。朱老
说，“没事的时候，多按按颈椎
后的大椎穴。”

据《钱江晚报》

1 9 9 1年1 0月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
在北京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
会。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传统
医学专家和2 2个国家的卫生
部高级官员参加会议。

大会收到2 1个国家和地
区的学术论文2218篇。

会议一致通过了以“人类
健康需要传统医药”为主题的
北京宣言，并建议每年的10月
22日为世界传统医药日。

人 类 健 康 需 要 传 统 医
药。顾名思义，传统医药与现
代医药相对应，通常指运用

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医药经验
和技术，或指现代医药以前
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医药
经验和诊疗技术。世界各国
的传统医药是国际医药界不
可多得的宝贵财富。随着化
学药品毒副作用不断出现，
药源性疾病日益增加，以及
生化药品研制成本昂贵等问
题的存在，人们开始呼唤回
归大自然，希望用天然药物
和绿色植物来治疗疾病和保
健。

从北美、西欧等国家草药
市场的兴起到“世界传统医药

日”的确定，都表明一个有利
于传统医药发扬光大的社会
氛围正逐步形成。我国的中药
是世界传统医药的主要代表
之一。已经有数千年历史的中
药，目前己在东南亚、日本、韩
国等国得到广泛应用，美、欧
等西方发达国家也逐渐开始
重视中医中药。中医药及其他
传统医药为保障世界人民健
康做出了巨大贡献，具有独特
的优势。充分挖掘和发展中医
药和其它传统医药，对于人类
战胜疾病、保障健康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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