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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王凯
实习生 贾方婧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30日，齐鲁中医药
老商号地图（1 . 0版）发布。在深蓝色的
山东地图上，446家中医药“老商号”，
星罗棋布，熠熠生辉，这些星星有近有
远，或明或暗，共同汇聚成山东中医药
灿烂的历史天空，见证着祖国传统医学
呵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近800年的光
辉历程。

守望中医药产业历史，发掘传统医
学智慧，推动传承创新发展。据山东省
医养健康产业协会秘书长赵晓禾介绍，
自 今 年 5 月 开始，省医 养 健 康 产 业 协
会、省中药材行业协会、省医药零售行
业协会联合开展“追寻产业历史足迹，
推动传承创新发展——— 齐鲁中医药老商
号寻访活动”，旨在发掘山东中医药文
化资源，以及中医药产业的辉煌历程和
深厚底蕴。

据悉，寻访活动重点寻访山东境内
成立于1956年（含）以前且在当时、当
地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老药店、
老药厂、名医堂，包括传承至今仍正常

营业的老商号，或者目前已停产停业但
能够提供真实史料佐证的老商号。寻访
活动采取社会或个人推荐及依托协会会
员单位寻访两种方式进行。根据相关要
求，三家协会共同组建齐鲁中医药老商
号寻访工作组，对寻访到的老商号进行
汇总、梳理、核实和评议，并按有关程
序向社会公示后，确定首批齐鲁中医药
老商号目录，选取部分具有典型意义、
代表山东特色的老商号进行推介展示，
广泛宣传齐鲁中医药老商号历史布局和
辉煌成就。同时，遴选一批老商号优势
产品和技术，借助协会资源优势，协助
对接企业合作，推动更新提升和成果转
化。

此次发布的是齐鲁中医药老商号首批
寻访结果。截至目前，通过省内各单位上
报及寻访小组主动开展工作，已寻访到符
合条件的“老商号”446家，其中包括“中
华老字号”9家，“山东老字号”14家。在
已寻访到的“老商号”名单中，分布地域
最多的三个市为滨州市、济南市、潍坊
市；成立于百年以前的“老商号”有228
家，延续至今仍在营业的有141家。经考

证，存在历史最悠久的为菏泽市的“赵氏
祖传正骨”，自南宋末年至今已有700多年
的历史。

本次寻访活动结果展示阶段，专门邀
请健康信息科技公司介入，绘制适合网
络传播应用的齐鲁中医药老商号地图
（1 . 0版），以现代、直观的方式，全景
展现齐鲁老商号的历史布局和基本信
息，方便公众查询了解相关情况。寻访
活动诚邀社会各界更广泛参与。地图将
根据最新寻访发掘结果，对齐鲁中医药
老商号目录进行不断更新、修正和补
充，并恳请专家学者和各界朋友，积极
提供线索，对部分老商号因年代久远，
佐证难寻，寻访结果有错漏之处，给予
批评指正，以使寻访活动能够更健康、
客观、持久地延续开展。

据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医药产
业发展处处长王萱介绍，齐鲁中医药老
商号发展史，就是山东中医药人一代接
续一代探索进取、为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保驾护航的奋斗史，本次寻访活动即是
传统与现代的一次跨界创新尝试。对传
统中医药资源进行跨时空、跨领域、跨

观念的活化利用使之获得更加多样化的
存在、呈现形式，实现传统中医药资源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既是中医
药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新时代的要求
和呼唤。

山东省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刘清明认
为，中医药是我国人民的伟大创造，包
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
其实践经验，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
族的博大智慧。山东中医药是其中重要
一脉，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群众基础
深厚。齐鲁中医药老商号作为齐鲁中医
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一颗颗撒入
凡尘的明珠，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具有
独特的优势。

下一步，寻访小组将加强与寻访到的
中医药老商号的密切合作，提供科技的赋
能和产业的助力，推进齐鲁中医药现代
化、产业化建设，为更多老商号的特色技
艺、经典名方插上科技的翅膀，将优秀传
统发扬光大，永葆生机活力，驶向产业发
展的快车道，更好满足人民群众追求更高
品质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将齐鲁中医药文
化发扬光大。

446家“老商号”记录山东健康产业近800年历程

齐鲁中医药老商号地图1 . 0版发布

□通讯员 李小诗
记 者 王凯
实习生 翟雨欣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7日，在山东大学齐
鲁医院耳鼻咽喉科，一名6个月零2天的超
低龄听障患儿接受双侧同期人工耳蜗植入
手术后，双侧耳蜗同时开机成功，听觉反应
效果好。这标志着目前国内年龄最小的双侧
同期人工耳蜗植入患者，重回有声世界。

据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耳鼻咽喉科副主
任医师张寒冰介绍，患儿出生后确诊为双侧
极重度感音神经性耳聋，7月18日家人带其
自内蒙古海拉尔来院，经绿色通道，当日入
住耳鼻咽喉科。7月20日上午，人工听觉植入
多学科医护团队，为患儿实施双侧同期人工
耳蜗植入手术，仅用时一个半小时就顺利完
成，且术后恢复良好。目前患儿这款人工耳
蜗为一体机，没有其他导线和耳挂。

人工耳蜗是目前重度听损患者重建听
力和言语的唯一手段。相关研究表明，6至
12月龄婴儿是听觉中枢早期发育的关键时
期，超低龄患儿人工耳蜗植入带来的早期
听觉暴露，对日后患儿的听觉及言语重建
有着重要作用。双侧耳蜗植入相比单侧植
入，除在声源定位方面的优势外，有着噪
音下高言语识别率以及频率扩展的优势，
患者可获得更细腻的听觉体验和更好的言
语表达收益；双侧同期植入相比序贯植
入，可以使双侧听觉通路同步开发、同期
整合，更好地实现双耳聆听。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于20世纪90年代在
国内较早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是省内最早
开展人工耳蜗植入的医院之一，目前承担
国家及山东省多项聋儿康复救助项目以及

“希望之家”成人人工耳蜗救助项目。此
次多学科团队协同配合，彰显了齐鲁医院
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雄厚医疗底蕴和

实力，展现了齐鲁医院在人工耳蜗植入领
域的国内影响力。

截至目前，张寒冰团队已完成近2500例

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包括多种先天畸形患者
人工耳蜗植入及超低龄患儿人工耳蜗植入
等，技术水平和完成数量均居国内前列。

□ 本报记者 徐晨

进入夏天，养生达人们纷纷贴上了
“三伏贴”，网购“三伏贴”成了今夏新
时髦。打开某购物软件，销量前五名的
“三伏贴”店铺收货人数均过万。网购
“三伏贴”真的靠谱吗？山东省中医院脑
病二科住院医师杨琳建议，“三伏贴”网
购需谨慎。

据了解，“三伏贴”是一种发挥“冬
病夏治”理念的传统中医疗法。所谓“三
伏贴”，是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结合
针灸、经络、药物的配合，对穴位产生微
面积化学性、热性刺激，从而达到治病、
防病的效果。

杨琳介绍，“三伏贴”需要根据每
一位患者的身体情况辨证选方、辨证取
穴，才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疗效；同
时，三伏贴制作工艺讲究，需要选用道

地药材，经医院专业药剂中心规范加工
而成。网购来的“三伏贴”批量化生产
且成分不明，恐难达到精准治病、防病
的目的，如果店铺选材不当还会引发过
敏等不良反应。因此，杨琳建议，最好
到专业机构找专业医生对自己的身体状
况进行整体评估后选用“三伏贴”。

“三伏贴”主要针对一些在冬季容
易产生、复发或加重的疾病。如慢性支
气管炎、支气管哮喘、肺气肿、过敏性
鼻炎、慢性咽炎等呼吸系统疾病；体质
虚弱，易患感冒的患者；颈椎病、肩周
炎、腰椎间盘突出症，以及风湿性关节
炎、增生性关节炎、肌肉纤维炎等骨关
节类疾病；慢性胃炎、胃十二指肠溃疡
病、慢性肠炎、胃肠神经功能紊乱等脾
胃疾病。

三伏贴属于季节性疗法，选择在夏
季入伏后进行治疗。三伏时节是天、人

阳盛之时，也是疾病缓解之期，此时内
服或外用温热助阳的药物，可激发人体
的阳气、增强抗病御寒能力、祛除体内
沉寒痼疾，从而达到少发病或不发病的
目的。为发挥“三伏贴”功效，杨琳建
议在初伏到末伏的晴好天气的上午贴敷
为佳，避开阴雨天贴敷。一般成人贴敷6
-8小时，儿童2-4小时。根据个体差异，
贴敷时间也可以作适当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贴敷后局部皮肤微
红或有色素沉着、轻度搔痒均为正常反
应，但如果皮肤局部出现刺痒、灼热、
疼痛感觉时，则应立即取下药膏，清除
局部残余药物，禁止抓挠，不擅自涂抹药
物，一般能自行痊愈。

开始贴敷“三伏贴”后，应在饮食、
生活上有所节制。贴敷期间忌食生冷、油
腻、辛辣的食物以及海鲜、牛羊肉、蘑菇
等发物。尽量保持涂药处的干燥，贴敷当

天不能游泳，不要洗冷水澡。同时忌贪
凉，不要对着空调的冷风吹，因为进入空
调房后，皮肤毛孔收缩，影响药物的渗
入；还应少吃冷饮，冷饮不但伤及脾胃，
还可使沉积在体内的寒气凝滞，影响疗
效。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伏贴”并非
“包治百病”，也并非人人适用。“三伏
贴”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治疗，原来在服药
的慢性病患者，要按照原本治疗方案继续
服药，不要盲目减药、停药。以下几类人
群不宜进行贴敷治疗：肺炎及多种感染性
疾病急性发热期患者不宜贴“三伏贴”；
有严重心肺功能疾病患者、对药物过敏
者、皮肤有疱、疖以及皮肤有破损者、疾
病发作期（如发烧、正在咳喘等）患者，
不宜贴“三伏贴”；2岁以下的孩子由于皮
肤娇嫩，贴敷容易引起感染，也不宜进行
该项治疗。

□实习生 贾方婧 记者 徐晨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9日，《山东省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

工程实施方案》视频培训会召开。
会议系统解读《山东省中医药康复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

案》，并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眼科医院院长毕宏生、山东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主任毕鸿雁、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小儿推拿科主任于娟以及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
科主任李丽等4位知名中医专家分别围绕“儿童青少年近视中西
医结合防控体系建设与技术推广方案”“康复全科化”“儿童青
少年视力低下中医干预专项讲解”“实施中医药特色康复重点专
项”等4个主题作了重点专项解读。

会议线上线下相结合，全省共设186个会场，各市、县
（区）卫生健康委中医科有关负责同志，全省二级以上公立中医
医院相关负责同志，各市、县级儿童青少年近视小儿推拿防控基
地负责人共1174人参会。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荣兵 报道
本报济南讯 近日，山东省立口腔医院加挂“山东第一医科

大学口腔医学院”牌子。
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进教科医深度融合，实现教学、医疗

无缝衔接。在医院加挂医学院牌子，在我省高等医学教育和卫生
领域尚属首次，可以更好地将医疗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实现
“医科大学的老师下了手术台就可以上讲台，下了讲台也可以上
手术台”，有力促进“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让学生能够尽早
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为我省乃至全国口腔医学领域培
养更多具有崭新科教融合特色、深厚理论素养和高超应用实践能
力的优秀医学人才。

目前，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山东省立口腔医院院
长由一人担任，管理体制的创新必将促进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系统
内教学、医疗、科研资源的深度、彻底和有效融合，在科教融合
的道路上探索新路，为高等医学教育和健康山东建设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记者 王凯 报道
本报济南讯 7月26日至28日，山东中医药大学主办的全

省公立中医院管理能力提升专题培训班在济南举办。
中药特色强院、特色兴院，不断巩固提升中医药特色核

心竞争力，引领、推动公立中医院高质量发展。本次培训班
围绕新时代新阶段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邀请全国11
位专家围绕医院管理、人文医学、绩效考核、学科建设等专
题，聚焦当前我省公立中医院管理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
授课，主题鲜明、专业务实、内容丰富、重点突出、形式新颖，
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深度。全省16市及137个县（市、区）
近200名公立中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参加现场集中学习培训，同
时通过言医-中医综合在线平台进行直播，累计近500人参与线上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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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威海）揭牌
□通讯员 周广德
记 者 王 凯 报道

本报威海讯 7月28日，山东大学健康
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威海）在威海市立医
院正式揭牌成立。

威海市立医院负责人介绍，此次医疗
大数据研究院（威海）的成立，将依托山
东大学健康医疗大数据研究院平台的学科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医院作为山东大学附
属医院的作用，通过吸纳威海各类卫生医

疗机构、教育科研机构和知名行业企业共
同参与，完成从上游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
到中游的临床诊疗和人群预防的技术创
新，再到下游的临床转化和产业化推广的
全链条设计，形成共建共享的威海区域健
康医疗大数据协同创新平台，为全方位临
床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助力临床学科建设，推动区域性健康
医疗大数据研究和产业化转化。研究院将
进一步推动医院在医学研究模式创新、人

才培养、互联网+医疗、全生命周期健康
管理、精准医疗、健康服务等方面向更
高、更广阔的领域拓展，形成集开发利
用、成果转化、行业服务、人才培养于一
体的大数据创新基地和共享平台，快速提
升科技创新和行业引领能力，不断提升业
务能力和医疗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威海
市民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

一直以来，山东大学与威海市立医院都
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2020年10月，山东

大学附属威海市立医院揭牌，双方在人才培
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及人才队伍建设等
方面的合作开启了新篇章。在健康医疗大数
据领域，双方前期已经共同创建了威海区域
内健康医疗大数据协同创新平台，建立了健
康医疗大数据驱动的精准医学研究体系，在
临床预防、诊疗等领域实现了一些突破性进
展，为全方位的临床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数
据支撑，为助力威海市区域内临床学科建设
和山东大学双一流建设贡献了重要力量。

□李小诗 翟雨欣 王凯 报道
齐鲁医院人工听觉植入多学科医护团队在为我国年龄最小的听障患儿实施双侧同期人工耳蜗植入手术。

□ 本报记者 徐晨

入伏以后，随着气温湿度升高，一些疾病悄悄接近。热
中风是其中最凶险的一种。由于初期症状表现类似，许多人
易将热中风与中暑等疾病混淆，耽误救治。近日，山东省中
医院脑病二科主治医师丁晓向记者介绍了热中风的症状表现
及注意事项。

热中风，是由于环境温度增高导致的中风病。据丁晓介
绍，热中风对既往存在心血管调节功能不良和动脉硬化的病
人更易高发，老年人、高血压病心脏病患者、脑梗死病史等患者
所受影响尤其明显；或者没有以上既往病史，但中医学技术评
价属于气血亏虚证，或者气机下陷证的人群，容易患热中
风。

热中风的发病速度快、后果严重，快速判定有助于及早抢
救。针对热中风的症状表现，丁晓总结出“120”原则：“1”是
一张脸不对称嘴巴歪，“2”是两只胳膊抬起单侧无力，“0”是
聆听说话口齿不清。

一旦发现有以下不适症状时，要高度警惕热中风发生的可
能：血压突然大幅度波动，且伴有头昏眼花或耳鸣耳聋，肢体麻
木乏力等症状；突然发生原因不明的摔跤、行走向一侧偏斜；突
然出现一时性一侧肢体发麻、无力或活动不灵，或口舌发麻，吐
词不清；突然出现一时性的视物不清或自觉眼前发黑，甚至暂时
性失明；精神和性格突然发生改变，变得沉默寡言，表情淡漠或
急躁多语，烦躁不安，或出现短暂的判断和智力障碍，或突然发
生嗜睡状态，即昏昏沉沉总想睡觉；突然出现的一过性遗忘、意
识障碍。

夏季预防热中风，首先要避免在炎热的天气下到户外活
动，合理安排夏日生活，注意劳逸结合。在室内活动时，保证
温度湿度适宜，确保室内空气流通，使用空调时室内外温差以
不超过8℃为宜。即使不渴也要多饮水，少量多次。洗澡或者泡
脚时避免水温过高、时间过长，桑拿、汗蒸更要避免。老人或者
有既往心脑血管病史的人应留心监测血压、血糖、血脂等，在医
生指导下使用降压药、降脂药，一旦出现头痛、头昏、肢体乏力、
半身麻木、频频打哈欠等不适症状时，应第一时间到医院就
诊。

□记者 王凯 通讯员 马道法 报道
本报潍坊讯 7月30日，2021年“齐鲁最美青年”发布，潍

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张军桥获评“齐鲁最美青
年”。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主
治医师张军桥，作为山东省援鄂医疗队队员奔赴湖北黄冈参与抗
疫工作。援鄂归来后又组织“心跳行动”公益活动，开展“地摊
式推广心肺复苏”，免费向社会各界普及推广急救知识，让普通
居民掌握心肺复苏技能。截至目前，张军桥先后走进学校、社区
及企事业单位，举办公益活动100多场，累计普及10000余人次。
他先后获得湖北省人民政府“最美逆行者”“山东好人”、国家
卫生健康委“全国改善医疗服务先进典型个人”等荣誉称号。

潍医附院张军桥获2021年

“齐鲁最美青年”称号

许多人易将热中风与中暑混淆，耽误救治

“120”让患者快速判定热中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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