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医简介

李学军，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脾胃科主任，安徽省第二届“江淮名

医”。从医 26 年来，以中西医结合防治消

化系统疾病为主要研究方向，擅长运用中

西药内服、外敷、针灸及水疗等特色疗法

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叶兰兰 星级记者 俞宝强

“青蒿素是传统中医药送给世界人民的礼物”这是刚
刚摘取2015年诺贝尔奖的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向外界
表达的获奖感言……诺贝尔奖的效应，也让中医药发展
与研究，一时成为讨论热潮。10月17日上午，首届全国
中医内科流派高层论坛暨全国中医内科高级研修班在合
肥举行。来自全国的多位中医专家齐聚合肥，共同探讨
中医流派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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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气催人老，快乐变年少。

”
健康快乐周刊

四时养胃各不同

春季主生。此时应吃一些具有“生气”的应季食物，如黄

豆芽、绿豆芽苗、韭菜苗、香椿苗等，特别是一些“种生”的芽

类蔬菜。不能吃太多肥甘厚味食物，不吃寒性食物。另外要

注意情志舒畅，心情与脾胃病的关系密切，中医上将情志归

于肝，肝主生发、主疏泄，肝郁不疏，易克脾胃。

夏季火热，宜食瓜类清热利湿，降温祛暑，但也不宜贪

食过多。夏季还应防暑，暑必兼湿，不仅有热还有湿，使人

昏沉乏力、食欲欠佳。这时除了吃瓜类利湿，还应食一些

清香的食物来疏散湿热，如荷叶饭、藕等。另外，注意不居

湿地和不食肥甘厚味，这些均易使人患湿。

秋季多燥，燥不仅伤肺，还易伤胃，宜食果类以润燥，

如梨子、苹果、石榴、甘蔗等，不吃辛辣刺激易伤阴食物。

同时，秋季转凉，不可伤阳，食物不可过寒也不可过热，以

平性为主，如四季豆、木耳、百合、莲子、大枣等。

冬季寒凉，饮食宜温热。除了一些肉类如牛肉、羊肉、

鸡肉等，还可吃一些根类作物如土豆、山药等。冬季宜进

补，但也不可盲目进补，要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进补，补的

同时还要注意疏通，否则易滞。

“四时饮食虽说复杂但也简单，因为大自然是神奇的，

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四时‘菜谱’，那就是应时食物，如春

季的芽类蔬菜，夏季的清凉瓜类，秋季的润燥果类，冬季的

温热根类。”李学军表示。

人人养胃不相同

养胃不仅要因时而异，还要因人而异。同样的食物不

是人人适合，要根据人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否则也会损

伤脾胃。

少儿养胃主要是食物的选择和好的饮食习惯的养

成。少儿脏器娇嫩，功能尚不健全，不仅要注意饮食营养，

还要注意饮食搭配和饮食洁净。对于新生儿还是建议母

乳喂养，母乳不仅有新生儿需要的营养，还有需要的抗体、

微量元素等，而且温度也是适宜的。

老年人脏器衰退，功能减弱，阴阳皆少，不仅易偏寒也

易偏燥。常易出现萎缩性胃炎和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情况，

老年人需重视脾胃的检查和治疗。若因肠燥导致便秘，也

不可自作主张食用泻下药而损伤肠胃。平时吃一些易消

化、富含油脂和温热的食物，不可食寒凉、肥甘厚味以及燥

热食物。平时吃一些核桃、大枣等，不仅补养而且润肠。还

要养成少食多餐的习惯，不增加脾胃负担。

青年人虽年轻力壮，脏器功能健全，但是常因不注重爱

护保养而“大吃大喝”，另加上社会工作压力的问题也会损

伤脾胃。所以年轻人养胃不仅要戒掉不好的饮食习惯，还

要树立正确的心态、合理调节自我、适时释放压力。

养胃贵有恒养胃有不同
江淮名医教你如何“因时养胃”

跟国医名师学养生

中医不“慢”
在急症治疗上功不可没

“这场中医盛会由安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

共同承办。这次盛会，不仅汇集了省内的中医名家，多名

国医大师和各流派名医也齐聚合肥，包括张学文、李济

仁、徐经世等三位国医大师和海派名医严世芸、钱塘医派

范永升、新安王氏内科流派王键、岭南医派冼绍祥、刘小

斌、国医大师李士懋弟子等内科专家”。据安徽中医药大

学副校长李泽庚介绍，在这次专家团队中，有两位专家的

身影最为引人瞩目，他们就是被誉为“中医泰斗”的张学

文、徐经世两位老人。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获悉，张学文在国内首创“出

血热预防片”，他研制的“小中风片”填补了中医治疗小中风

的空白；他提出“颅脑水瘀论”的新观点，开辟了我国中医治

疗各种脑病的新途径。昨日在现场，张学文作了近一小时的

主题报告。

“在很多人眼中，中医更多以治疗慢性病、养生调理

见长。”在谈及中医发展时，他强调中医不是“慢郎中”。

张学文认为，纵观我国古今疾病的防治，中医在急症上

的治疗优势功不可没。中医不仅能治急症，而且有很大

的研究价值和发展前景。

“当前，中医药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比任何时期都更

为紧迫，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培养中医名家，打造中医

药一流品牌。”张学文提出，打造中医名家需要“大锅饭”

加“小锅炒”。他认为，中医院校的培养是“大锅饭”，师徒

传承等形式则是“小锅炒”。

养生
应当先养心，调控好心态

另一个在现场作报告的“国医大师”是徐经世。

据悉，徐经世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

师、教授。他出生于世医之家，为徐氏内科第三代传人。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六十余年，他的研究领域包括肝胆病、

脾胃病、风湿病、糖尿病、妇儿科病、恶性肿瘤等多种疾病。

徐经世的报告主题是“明析五脏，中医内科杂病的诊

疗思路”，他认为，身体健康与否，首先要与自然相应，正如

中医学提出“整体运动论”——“天地一体”、“五脏一体”、

“天人相应”。这就把人与自然界密切联系起来，把运动变

化密切联系起来，说明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气候变化、

昼夜更替等因素都会影响人体健康。

“养生，首先当养心。这里所谓养心，指的是调控好心

态，包括思想、感情、情绪、意念等”。徐经世认为，人的心态

需要保持平和，犹如人的体温必须保持正常一样。

此外，针对目前现代人喜欢“夜跑”，徐经世认为，“适

度的运动可以起到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但运动方

式上要因人而异”。

“人到老年，应该按照‘安步当车，形式自如，掌握适

度，持之以恒’的要求去做。同时要与季节相应，春季夜

卧早起，广步于庭；夏季夜卧早起，步于室外；秋季‘早卧

早起，与鸡俱兴’；冬季为万物收藏之际，老人体弱者要早

睡晚起，待日光充足再开始锻炼，较为适宜”。他认为，当

前由于秋冬季空气污染加重，早晚不太适宜室外活动。

全国中医泰斗齐聚合肥把脉中医发展谈养生

体弱老人应早睡晚起 阳光充足宜锻炼

星报讯（马君 记者 李皖婷 胡敬东）“看了市

场星报，知道今天商之都东门店这里有针灸医院的

义诊，有那么多名中医可以咨询，机会难得啊！我请

了假特地从滨湖来的。”昨天上午 9 点半不到，安徽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与本报

联合举办的大型义诊暨膏方科普知识宣传活动还没

有开始，就有不少人早早地来到了义诊现场。此次

义诊，该院派出了由韩为副院长亲自领队的 8 位中

医诊疗名家队伍，为 100 多名市民做了现场义诊和

冬季膏方养生知识的宣讲。

“李主任，我老是睡眠不好，折磨死了。”“别急，

我先把把脉。”江淮名医、该院脑病二科主任李佩芳一

边安慰咨询患者，一边为他诊治，然后和患者耐心交

流病因，交代治疗方法和注意事项，最后开了药方。

还有一位老大爷非常让人感动，他是脑病一科

主任王颖的老病号，经过王主任的精心治疗，病情已

经基本痊愈。他看了市场星报关于此次义诊的消息

后，一大早就来到现场，一直坚持到最后，为的就是

请参加义诊的专家们到他家吃饭，以表感激之情。

擅长针灸的柳刚主任还为 10 余名患有颈肩腰腿痛

的义诊市民现场做了针灸治疗。

活动结束时间到了，市民们迟迟不肯散去，义诊

只得又延长半小时，直到12点钟方才结束。

□杨波 记者 李皖婷 文/图

古代名医李东垣在《脾胃论》中说“内伤脾胃，百病由
生。”中医理论认为，脾胃乃后天之本，因此历代医家养生
十分注重脾胃，但是脾胃因时不同、因人而异，所以安徽中
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脾胃科主任李学军教授认为，“养
胃贵有恒，养胃有不同”。

安徽省针灸医院
与本报联合举办的大型义诊
暨膏方科普知识宣传活动昨日举行

义诊现场真情在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