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植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

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全国老中医药专

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中华中

医药学会五运六气研究专家协作组组

长，世界中联五运六气专业委员会会长、

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国中医科学院

博士后合作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特聘

教授、无锡市龙砂医学流派研究院院长。

曾先后担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特别

专项课题及国家十一五、十二五科技重

大专项中医疫病预测预警方面的课题组

长，国家973项目评审专家等。发表学术

论文一百多篇，出版独著或主编的学术

专著7部，代表著作《疫病钩沉——从运

气学说论疫病的发生规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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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戴口罩好几个小时不少人，会出现皮

肤问题，该如何应对？

问题1：面部皮肤出现压痕、破皮。

分析：这个问题是由于较长时间佩戴口罩，

皮肤组织受压、摩擦而出现的机械伤害。

预防：1.佩戴松紧合适的口罩。对广大

群众来说，一般低风险暴露时佩戴一次性医

用口罩。非耳挂式口罩如绑带式，也可减少

对耳后皮肤的摩擦及压力。2.佩戴时间不宜

过长，如卫生条件允许，2~3 小时摘下口罩或

适度变换口罩位置使局部减压。3.佩戴前可

以局部涂抹润肤剂，减少口罩边缘摩擦对皮

肤的刺激。

问题2：出现红斑、丘疹、瘙痒等过敏现象。

分析：这个问题的出现可能是口罩的材料

如无纺布、金属夹等，对少部分人来说会导致过

敏，引起接触性皮炎；或是使用了不合格口罩；

或是口罩内潮湿容易滋生病菌，进而引起皮肤

红肿瘙痒等。

预防：过敏体质者，佩戴前应了解口罩材

质，避开过敏成分，同时避免使用伪劣产品。口

罩潮湿时，及时更换口罩。

□ 据《快乐老年报》

戴口罩致皮肤不适
有解决方法

记者：从中医“五运六气”理论如何看待本次疫情？

顾植山：“五运六气”是中医学“天人合一”思想的精

粹，源自《黄帝内经·素问》。前段时间网上流传的中医科

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炎的预言，有些过度

解读了，实际上这不是一种正式的预测，学过“五运六气”

的人都能分析出来，这只是中医学上的一种理论。

《黄帝内经》对疫病的发生，有天、人、邪“三虚致疫”的

理论，没有相应的运气条件，光有病毒是产生不了大疫情

的。历史上的大疫没有现代医学的防控条件到一定时候

会自然消退。

这次的疫情不是常规的“热”病，不能简单的“清热解

毒”，这次疫病的主要病机是“燥”，表现出的就是疲劳、乏

力，这点跟SARS的症状类似。但是这次疫病复杂的地方

在于，又“燥”又“湿”，这个跟武汉地区的气候环境有关，也

要综合近三年的气候特征分析。

记者：中医药的参与对于防治本次新冠肺炎疫情的作

用体现在哪里？原理是什么？

顾植山：很多病人进入医院的时候病情并不是很重

的，在治疗过程中有些人病情可能逐步加重，这样的治疗

方法并非对每个人都有效。

上面提到的这次新冠肺炎的病机里包含“燥”和“湿”，

很多中药参与的方子都是在“化湿”，但是这个后果可能是

增加了病人的“燥”。这次死亡的病例中，通过解剖发现，

很多病人的痰很浓稠，这就跟“化湿”有关。而疾病在冬天

发生，通过输液治疗容易增加寒性，影响心、肾的阳气，尤

其危及老年人。如何处理好“润燥”与“化湿”的矛盾，是中

医防治疫情的关键所在。

预防疫病的中药方是以扶正气为主，跟治病是两码事。

记者：非典之时，中医参与的疗效得到了肯定，这次疫情

发生后，安徽也很快启动了中医药诊治工作，说明了什么？

顾植山：说明国家对中医药日趋重视，这次派到湖北的

中医专家组在推动中医药参与治疗肺炎过程中，也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但是，中医药目前并没有实现真正完全的参

与，目前看来要达到“一人一方”，也就是每个病人都有一个

中医根据他的情况对症下药，还比较难实现。不过，早期的

预防是可以大众化的，我们目前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安徽累计报告的确诊病例中，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病例

数达到了90%以上，但是这个要具体看中医药参与的程度

和深度，比较理想的状态是根据个人体质，一人一案，辩证

施治。

记者：作为安徽中医药大学的教授，您对安徽中医药

的发展现状和传承怎么看？

顾植山：从现在中医院校的报考情况来看，跟过去不

可同日而语。以前中医药相关专业收不满人，需要调剂，

现在是热门专业了，安徽也是如此，这跟国家对中医的重

视有关，是个很好的现象。

安徽中医历史悠久，有“北华佗，南新安”之称，但目前

还是停留在历史文献的研究角度，缺少应用方面的传承

人。我本人在包括安徽在内的全国各地有 1000 多名弟

子，这段时间我们也经常针对疫情在网上讨论、会诊。

记者：从辩证的角度看，经过这次大疫，我们能从中总

结和获得些什么？

顾植山：突如其来的疫情，是我们学习中华传统文

化 的 一 次 绝 好 机 会 ，也 能 加 深 对 自 然 规 律 的 认 识 。

SARS 之后，中医学相关理论受到了国家层面的重视，

对于这次中医药积极参与防治新冠肺炎就起到了很好

的推动作用。

耐储存蔬果变身“保健品”
为了响应“不出门”的号召，不少家庭在采

购时，大多会选择一些耐储存的蔬果，比如萝

卜、芹菜、梨子等。其实这些蔬果不少有药用价

值，稍加“改造”就能变身“保健品”。

口干没食欲，喝点萝卜水 有的老人经常会

出现没食欲、口苦的症状，这时可用萝卜煮水

喝，既能通气、助消化，还能养胃阴。如果有焦

虑情绪，出现胃火、肝火旺的症状，可以用芹菜

和萝卜一起煮水喝。如果出现轻微的头痛、流

鼻涕、打喷嚏等症状，这时就可以喝葱白水或用

葱姜一起煮水喝。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有发热

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排查。

咽喉肿痛，喝肉桂炖梨水 如果出现口腔溃

疡、上火、咽喉肿痛的情况，可以喝肉桂炖梨水。

取肉桂5克、梨两个、红糖适量。将梨洗净，削皮

切块，肉桂捣碎。取适量清水下锅煮沸，将梨块、

红糖及半份肉桂放入，文火煮15分钟，再将剩余

肉桂放入稍煮即可。本汤品还可调理肾虚怕冷、

小便清长、手足冰凉等症。

□综合

用紫外线灯消毒小心灼伤眼
在抗击新冠肺炎的特殊时期，很多人买了

家用紫外线灯在家消毒。但近日，由于紫外线

灯使用不当，导致伤眼的事件频频发生。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眼科孟晶副主任医

师介绍，紫外线照射灼伤眼睛通常有个潜伏期，

快的是半小时后发作，慢的6~8小时后才发作，

患者很难当场发现。她提醒，使用紫外线灯进

行消毒时，人应该离开紫外线能照射到的区

域。使用完后，一定要开窗通风20分钟以上再

进房间。

□ 据《广州日报》

对话中医药名家顾植山：

中医药在防治新冠肺炎过程中
发挥着积极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全国各地积极纳入中医药参

与救治。记者从安徽省卫健委了解到，安徽也全面动员

中医药行业深度参与，推出了一系列有效方剂方药，充分

发挥中医药优势，中医药参与临床病例治疗占比超90%。

日前，知名中医药学专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龙砂医

学流派代表性传承人、安徽中医药大学教授顾植山在《光

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文章——《从五运六气理论看新冠

肺炎疫情》，受到了广泛关注，其医学团队也被湖北汉川市

邀请驰援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从中医角度如何看待本次疫情？中医药在治疗新冠

肺炎过程中起着怎样的作用？近日，本报记者对话了顾植

山教授。 □ 记者 汪婷婷/文 马启兵/图

□ 生活百科

玩手机、打游戏、追剧……宅在家，很多人从早到晚离

不开电子产品，眼睛开始“闹意见”。眼睛出现干涩、疲劳等

不适如何缓解？

眼睛疲劳？做做“明目操”如果出现眼干、疲劳、眼红

等症状，但没有分泌物增多、视力下降等情况，一般是用眼

过度引起的视疲劳。

缓解视疲劳的关键是少用眼、不熬夜。还可以做“明目

操”来缓解。将手掌搓热，将掌心凹起来罩在微闭的双眼

上，两三分钟后放下，睁开眼远眺，反复几次。

用菊花茶蒸汽熏眼 在用眼期间，还可拿个杯子放些

菊花、决明子、枸杞等明目的药材，用四五十摄氏度的热水

冲泡，用升起来的蒸汽熏眼睛。另外可中途做做穴位按

摩。睛明穴位于眼部内侧，内眼角上方凹陷处。按摩该穴

可以滋肾明目，是治疗眼部疾病常用的穴位。睛明穴靠近

眼球，因此按压时力度不宜过大，还要防止感染。

□综合

给超长开机的双眼放个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