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脉诊，宜推广的“体检”手段
教学困难大，诊时分歧多，研究推广还需更多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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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N9秋季或卷土重来

宝贝，在妈妈幽暗温暖的
子宫里，你已经度过了4个月
的时光，渐渐从一颗小芒果，
生长出四肢。这一周，你让我
感受到第一次胎动的喜悦。在
我的手掌之下，你在妈妈肚子
里的活动，有着翅膀舞动一般
的韵律，这是你我之间最为特
殊的交流，而我，该用怎样的
方式和你沟通呢？

医生说，16周的你，已经
能够感受到声音，妈妈的心跳
声和血液流淌的细微声响，是
你一生听到的最初始也是最
优美的音乐。而我和你的交
流，也将从声音开始。

现在，家里的手机、Mp3、
iPad，都被我和你妈妈下满了
胎教音乐，在醒来的清晨、在
睡前的夜晚，我们都要给你听
上半小时的音乐，这是我们准
时向你表达的问好。只是，在
问好的内容上，我和你妈妈会
有小小的不同。

你妈妈最近总是给你听
肖邦的《夜曲》，维瓦尔第的

《四季》或巴赫的键盘组曲。当
上周她开始在早晨听格伦·古
尔德1955年弹奏的《哥德堡变
奏》录音时，我打趣她，当年巴
赫创作这首钢琴曲是为了给
凯瑟林伯爵治疗失眠，你却用
来叫醒我们的孩子。

和你妈妈喜欢节奏舒缓
的音乐不同，我希望你能多听
到一些热烈而欢快的声音，就
像贝多芬在《第七交响曲》第一
乐章结尾那个跳跃、奔放的宏
伟音型；John Lennon那首欢乐
的《Beautiful Boy》，或直接来
一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宝贝，在究竟该怎样和你
交流上，我和你妈妈总是有小
小的分歧；这既出自我们对你
最深切的爱，也来自外界左右
摇摆的信息。

在某些版本的胎教教程
上，写着胎儿喜欢中、低频调
的声音，应该多听男声的歌
唱；而在另外的胎教书上，又
会说最好给你听温柔、甜美的
器乐，不要有太多音色和人
声。还有名目繁多的母婴机
构，频繁打电话让我们去听曲
目杂乱的“胎教音乐会”，甚至
还有一场名为“千人胎教音乐
会”的演出，声称大家挤在一
起聆听更能为你营造音乐的
气场，提高你的智商和情商。

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让
我想到自己小学时的一次暑
期实践作业，那时，我选择了
一个自以为独一无二的“听古
典乐能让豌豆长得快”的实验，
也就是让两组豌豆分别在不听
音乐和听古典乐的环境下，测
量各自的生长状态。可没想到
开学交作业时，我看到了许多
诸如“听京剧能让黄豆长得高”
或“播相声能让西红柿结得多”
的实验。结论都是，只要有个响
动，种子就能长得快。

宝贝，现在的你，就像一
颗深埋地下的种子，贪婪地吸
收着一切来自外界的营养；敏
感地感受得到一切来自外界
的声音。而在这些让你听怎样
声音的烦扰里，我想到《世说
新语》里，“丝不如竹，竹不如
肉，渐进自然也”的说法，其
实，不论是各种或轻柔或热烈
的旋律，或仅仅是爸爸对着妈
妈肚皮的喃喃自语，只要是这
个世界真实的声音，都是我们
对你真挚的呼唤。

黑暗里的声音
文/崔滨

格准爸日记

吕嘉音：今天是“六一”节，可
是那颗淘气的坏牙又不听话，疼
得我难受。可气的是，爸爸妈妈
又要带我去医院！我最怕去了医
院要打针。爸爸妈妈又说，省口
腔医院的叔叔阿姨技术高，到那
里看牙的小朋友，都可喜欢他们
了。到了医院才发现，爸爸妈妈
果然没有欺骗我。王燕虹阿姨笑
起来可好了，让我一下子就不紧
张不害怕了。看牙的过程中，果
真没有疼。

王阿姨笑着对我说：“小朋
友，你可以去参加我们的刷牙比
赛呀，既能够与爸爸妈妈一起互

动做游戏，又能增长爱牙护齿的
知识，多好呀！”爸爸妈妈也在旁
边鼓励我，拉着我就跑着去参加
正在举行的刷牙比赛。

一进入大厅，竟然有好几
个同学也在参加比赛！

主持人喊到我们那一组
了！我赶紧跑上去，按医生叔叔
教的方法刷起来。上面、下面、
里外都要刷到。我一边刷，一边
偷着看评委。评委们也用眼神
鼓励我。好漫长的三分钟啊！我
感到好累好累，原来我平时刷
牙一点都不正确。

“时间到！”主持人阿姨喊：

“吕嘉音小朋友获得‘爱牙小明
星’称号！”原来医院也这么好玩，
不仅给我看了牙，而且还让我学
了很多护牙知识。这个“六一”节，
真好玩！

妈妈感言：宝贝女儿的牙疼
确实让我与她爸爸心里着急，看
着宝贝因为牙疼坐立不安的样
子，真的很想代她受牙疼的折
磨。本想给宝贝过一个快乐的

“六一”儿童节，但看到她这个样
子，还是决定先去医院看一看。
打电话咨询了几位有孩子的朋
友，从他们口中得知省口腔的医
疗技术和服务态度都是最棒的，

于是决定去省口腔给宝贝看牙。
到了口腔医院，这里的医

生真的很好。王燕虹教授一边
给宝宝看牙治疗，一边耐心地
去安慰宝宝的情绪，很快就治
好了宝宝的牙痛，看到笑容又
一次回到了宝宝的脸上，我这
颗悬着的心总算是放下了。我
们还恰巧赶上了口腔医院组织
的“六一”儿童节活动，我们全
家到了现场，与近300人共同参
与了“亲子”刷牙比赛，看着宝
贝高兴的样子，我觉得医院的
工作者们真是用心良苦！真的
很感激省口腔医院的医生们。

原来我刷牙一直都不对

宝贝看牙日记

◎局部—系统

传统中医与现代西医的基
本理念截然不同。西医作为循
证医学，以解剖研究和病理分
析为基础，对人体的具体病症
进行对症诊疗。西医认为脉象
只是血液循环系统功能的表
现。中医则注重通过脉象的临
床状态，判断脉象特定变化的
系统表现和整个机体的表现，
进而发现病因、病机、病证。

齐向华说：“比如肿瘤患
者，西医治疗一般注重帮助病
人解决肿瘤这一具体问题，但
肿瘤细胞是随时产生的，正常
人也有，只是没有诱发。中医通
过脉象学诊断，通常可以找出
产生肿瘤的脉象变化之源，从
而通过综合诊疗手段使整体脉
象有所好转，达到提高免疫力、
祛除邪气、保护正气的效果。”

寿小云提出的“心理脉象”
说也是如此。现代心理学认为

“人的心理是不能直接感知

的”，把古代心理脉象方面的研
究系统化、条理化并应用到医
疗实践中的心理脉象研究，则
打破了这一点。

研究表明，现代疾病中有40%

～60%伴有心理因素，在心理脉象
诊察的模式下，70%～80%的癌症
患者发病前有心理因素或心理伤
害。心理脉象研究提出，即使患者
不表述，医生也能通过把脉感知
对方的心理特征、性格特征并加
以中医心理辅导。

临床实践中，齐向华对此同
样深有感触。他说，心理脉象对感
知抑郁症、焦虑症、恐惧症等各种
心理疾病过程中心理因素，以及
身体疾病导致的心理疾病，如中
风后抑郁、心理疾病导致的身体
疾病，如社交恐怖导致的血压升
高等，具有相当的优势。多发“过
劳死”悲剧的高危人群及白领等
亚健康群体，则是心理脉象提前
干预的重点对象。

◎治病vs养生

常规而言，西医注重“对
症治病”，中医则讲求“治未
病”。对于急症患者，西医急救
措施往往被更加看重。治疗手
法相对单一的中医药手段，则
往往被认为更适用于老慢病
的治疗以及养生保健。

曾经做过8年中医院急救
科室主任的齐向华则认为，事
实未必如此。根据广东省卫生
厅副厅长廖新波的撰文表述，
一味追求“治病”，恰是医疗行
业的弊端。因为，一味追求“治
病”，就医疗成本而言是“无底
洞”，再多的社会财富积累也
会被拖垮。

因为“脉诊”对时间和环
境的要求，齐向华的半天门诊
时间，限号30人。他坦言，很多
患者都是术后感觉“走投无
路”时前来就诊，其实中医脉
诊，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非常适
宜推广的“体检”手段。

记者在采访时，巧遇一位
青年男子，请齐向华把脉。这位
身材魁梧的男子，看上去身强
体壮、精神很好。但齐向华根据
脉象表现认为，该男子“遇事不
发，导致肝气郁结，胆经和肝经

循行不通畅，出现
淤堵，有时应有腿
部酸痛、关节胀痛
等表现”。询问之
下，果然如此。

“有些人觉得
自己很健康，或者
看起来是健康的，
但脉象会把他身
体的细微变化
表现出来。”
齐 向 华 说 ，
脉象学博大
精深，且因
概 念 本 身
较为笼统，
具体的判别
标 准 又 很 模
糊，其中还掺杂
了 医 生 的 判 别
经验及指面感
觉等很多主
观因素，因
此中医脉象
在 教 学 中 困
难较大，临床脉
诊时分歧较多。
脉象学的现代研究与推广，还
需要更多人的参与和求索。

（上接B01版）

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6月24日公布的最新研究指出，

根据甲型禽流感H5N1的季节性流行趋势，H7N9可能会在今

年秋季再次出现。但研究亦表明，H7N9在人类中感染的致命

率较H5N1轻微。研究同时发现，H7N9的潜伏期比以前研究中

的五六天更短，为3 . 1日，与H5N1的潜伏期3 . 3日非常接近。该

院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主任梁卓伟指出，这一成果，为临床判

断以及发现疫情之后的隔离期时长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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