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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主办，淳安县临
岐镇政府和浙江省美丽乡村经济文化研究院协办的
首届浙西大健康产业发展暨中药名镇建设跨界高峰
论坛在淳安临岐召开。全国中医药领域学者和人文
社科领域学者、专家200余人齐聚临岐镇，为临岐镇发
展大健康产业和建设中药名镇建言献策，为促进中药
材产业发展、加快三产融合、打造特色名镇提供强有
力的智力支持和资源。

临岐镇党委书记王跃平介绍，临岐镇中药材采收
种植与交易历史悠久，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已达3.5
万余亩，现有60多家药材经营户，一直是本县以及周
边临安、桐庐、开化和安徽等地的中药材主要交易集
散地，也是前胡、覆盆子、黄精、山茱萸等大众药材的
主要销售市场。目前山茱萸、覆盆子、前胡、黄精、重
楼、三叶青等“淳六味”道地药材在全国中药材市场已
形成知名品牌，尤其是前胡的价格在全国中药材市场
占有主导地位。

目前，临岐镇中药材交易额已突破2亿元，浙西唯
一的中药材市场将于今年底投入使用。临岐将中药
材产业发展作为整镇提升的重要内容，推动全域化发
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性政策。

论坛举办期间，与会专家学者实地考察了临岐镇
的中药材基地、中药材市场建设等，详细了解临岐中
药材的发展环境、种植、交易等情况。

通讯员 范建国 余荣华 本报记者 林洁

首届浙西大健康产业
发展论坛在淳安举行

在绍兴市柯桥区湖塘街道宾舍村村民眼里，朱
金土和朱茶花两兄妹是对“传奇老人”。前不久，两
位老人作出了重大决定：在百年之后，把遗体捐给国
家做研究。

90岁的哥哥朱金土看上去精神气爽，牙口也非
常健康。69岁的妹妹朱茶花胖乎乎的，满脸和气。

“别看我哥哥现在看上去挺有精神，其实他年轻时说
话、做事都比普通人慢半拍。倒是这几年，越活越聪
明了。”朱茶花开起了哥哥的玩笑。

去年，朱茶花放心不下独身的老哥哥，与子女们
商议后从市区搬回宾舍村居住，还让子女们出资修
缮了哥哥的老房子，一心照顾哥哥的饮食起居。“茶
花是个热心人，她有着许多动人的故事。”左邻右舍

纷纷称赞，要不是有这个阿妹，朱金土哪里有这样的
好日子过。

“遇到外人有困难，我都要帮，何况是亲哥哥。”朱
茶花说，照顾哥哥，让他幸福养老，是她最开心的事。

朱茶花嘴里的外人，是村里的一位孤寡老人。
虽没有血缘关系，朱茶花却非常照顾他，一直出钱出
力，直到老人过世为止。

还有更感人的故事。几年前，儿女们要为朱茶
花做寿庆生，可她从报上看到新昌有一位考上大学
的男孩子母亲过世、父亲肝癌晚期，朱茶花便主动联
系并捐出所有做寿的钱，一路资助他直到大学毕业。

谈及捐赠遗体一事，朱茶花说，人这一生，所有
东西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捐献遗体给国家，还能

为社会作点贡献。听到朱茶花有遗体捐赠的想法，
哥哥也非常赞同。“反正烧了就是一把灰，遗体捐掉，
我也愿意！”

对于老人家的想法，朱茶花的子女们也都非常
支持。“让他们开心，就是最大的孝顺。他们的决定，
我都支持。”朱茶花的女儿包萍萍说，几年前，她就登
记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母亲和舅舅的决定是大
爱，是对社会有益的事，她个人非常支持。

听说两位老人的心愿后，柯桥区红十字会工作
人员特意赶往宾舍村，将相关资料送到老人们的手
上，并指导他们填写了表格。完成相关手续后，两位
老人正式成为遗体捐赠志愿者。

钟伟 叶红

《黄帝内经·素问》曾阐述人体衰老的原因：“肾气
衰，精气亏，天癸竭”，并强调“肾气有余，气脉常通”是
延年益寿的首要条件。可见，肾脏功能是否正常，对
健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俗话说，“摩耳根胜过服
人参”。中医认为，耳部有许多穴位与肾脏相关，经常
按摩可起到保护听力、健肾养身、延长寿命的作用，具
体方法如下：

揉耳廓。将两手掌搓热，用掌心对准耳廓轻轻揉
搓，先上下揉，再前后揉，直到耳部发红发热为止。

拉耳垂。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两耳垂，轻轻牵拉，
先上下牵拉50下，再前后牵拉50下。

钻耳孔。两手的小手指分别插入两外耳道，轻轻
地前后旋转，像钻头钻东西一样，连续钻50下。

按耳屏。两手食指按压住耳孔前面的耳屏，一按一
松，利用外界气体的一进一出按摩鼓膜，连续按压50下。

推耳背。两手四指并拢，托住耳后，轻轻向前推，
使耳廓盖住耳孔，然后松开，重复50下。 李芳玲

突然面瘫，竟然是鼻咽癌信号

老金今年50多岁，平时身体不错。11月上旬的
一天早晨起来，老金感觉右脸异常，麻麻的。一照镜
子吓一跳，右侧口角歪斜不能闭眼，忙到当地医院就
诊。较明显的症状，很快被诊断为“右侧周围性面
瘫”，用糖皮质激素和改善微循环药物，并辅助中药
治疗。一周多，病情未像预料那样好转。是否另有
病症？老金及家人隐隐担心，商量后决定到省城再
确定一下。

11月中旬，老金来浙江省人民医院就诊。耳鼻
咽喉科主任医师吴祖良仔细询问病情病史，了解到
一个重要信息，老金右侧耳闷间歇性耳鸣已8个月，

马上警惕起来。为明确病因诊断，遂进行声导抗纯
音测听和鼻内镜检查，结果发现患者右侧混合性听
力下降，右侧鼻咽部有暗红色肿物，经鼻咽部核磁共
振和病理检查确诊为鼻咽癌。目前老金仍在治疗
中。

面瘫发病有多种原因

吴祖良介绍，面瘫即面神经麻痹，临床表现为口
角歪斜不能闭眼，中医归为“风邪”，初冬及寒冷季节
多发。一般认为有这些发病因素：

受凉：调查显示，有53%的面瘫患者发病前患侧
头部受到过冷风、冷水等刺激，名列面瘫的原因排行
第一名。这说明面神经微循环障碍在面瘫发病过程
中占了主导地位。遇冷后神经的血管发生了痉挛，
导致面神经缺血水肿而引发了面瘫。

疲劳：过于疲劳出现面瘫的几率增加。超过1/5
的面瘫患者发病前几天有过度疲劳史，排在发病原
因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竞
争越来越激烈，人们需要面对来自工作、学习、社交、
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压力，有1/10的面瘫患者承认
得病前遇到了自己难以承受的心理事件，如调换工
作岗位、亲友患病、家庭危机等，这也是引发面瘫的
原因之一。

感染病毒：其中耳部带状疱疹占大部分原因，患
者在发病前会有头痛、耳后根部麻木、发烧等症状的
出现。另外，脑膜炎、猩红热、疟疾、多发性颅神经

炎、局部感染等也是感染引起面瘫的原因。
其他的疾病等原因而导致的：比如神经源性面

瘫，是由于神经改变引起的面瘫，例如脑血管病、脑
肿瘤等。

创伤性：如各种车祸或工伤引起的颞骨骨折、面
部外伤等，这些原因引起的疾病是由于创伤或者其
他原因导致的面部神经的损伤和改变，致使其支配
的肌肉发生了运动性障碍。此外还有肿瘤。

面瘫久治难愈，当心是否有肿瘤

吴祖良说，普通的面瘫可以选择药物、针灸、理
疗等保守治疗，症状会慢慢减轻。如果保守治疗16~
20周无好转，则应考虑肿瘤及其他可能性。特别是
面瘫是进展性的，从开始面瘫到全瘫超过6~12周，
或者伴有耳聋、眩晕、单侧耳鸣，则应该更加重视，应
该到医院做耳神经学、面神经功能定位等全面检查，
排除肿瘤的可能。

鼻咽癌是鼻咽部恶性肿瘤，恶性程度较高，自然
生存时间仅18.7个月左右，其常见三大症状是回吸
涕带血、耳闷耳鸣、局部淋巴结肿大。鼻咽癌往往侵
犯到茎乳孔周围时才导致面瘫，鼻咽癌面神经受损
率为1.42%。本例鼻咽癌患者突出表现为面瘫而没
有明显回吸涕带血及局部淋巴结肿大，临床少见，容
易被误诊，值得重视，尤其当伴有不明原因的耳鸣耳
闷时，更需详细检查以免误诊漏诊。

宋黎胜

何首乌还是黄药子？西洋参还是桔梗？灵芝还是
树舌？药师们正在认真辨识真伪劣中药材。日前，一场
规模空前的“中药材真伪鉴别全国大赛”在药祖圣地浙
江桐庐铺开。此次大赛主办单位浙江省中医学会表示，
这完全是一场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活动。因为现在假冒
伪劣药材，有点多！

用台湾野生植物黄药子冒充何首乌；巴蕉芋根、马
铃薯、番薯等加工仿冒成天麻；普通桔梗做成西洋参状；
树舌加工假冒成灵芝；用老鼠皮毛、骨粉、鸡蛋清混合，
压制后冒充鹿茸……假冒药材，不仅是对民族文明瑰宝
的破坏，也损害了老百姓的健康。

针对假冒伪劣药材容易流入消费者“口”中现象，浙
江省中医药学会会长肖鲁伟呼吁，中药材采购应建立

“优质优价”原则，要杜绝假冒伪劣药材，保障百姓的用
药安全，首先要把住中药材生产源头的质量关，尽快完
善生产标准、规范生产流程，提高中药材质量；经营者要
守法诚信经营，坚决杜绝掺杂使假；要加大监督管理力
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中药材的现象，规范中药经
营部门和医疗单位采购销售和使用中药的行为。

大赛吸引了76支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及中
医门诊部的参赛队伍，最终浙江省中医院荣获团体第一
名。 于伟

口角歪斜以为是面瘫 细查竟然是鼻咽癌

随着冷风寒潮袭来，面瘫病人也
多起来了。然而，来自台州的中年男
子，因“面瘫”到杭州作进一步检查，最
终却被确诊为鼻咽癌。为此，浙江省
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专家提醒，出现
面瘫还需警惕可能是肿瘤的信号。

药祖故里
火眼金睛辨真假

柯桥一对老兄妹成为遗体捐赠志愿者

按摩耳朵胜服人参

很多老人信奉“千金难买老来瘦”，认为上了年纪
瘦点能预防三高。但是人过瘦也潜伏着诸多健康风
险，例如机体免疫力降低、骨折风险增高、容易出现疼
痛等。

有些老年男性的雄激素水平较高，导致基础代谢
水平偏高，在一定程度上，即使多吃也不容易胖起
来。这类老人大多精力充沛，抵抗力好，只需保持现
有体重，适当增加能量和蛋白质摄入，加强锻炼即
可。

除了上述类型外，偏瘦的老人需要在增进机体健
康、提高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增重。假如增加的是脂
肪，非但不能改善健康状况，反而会带来其他健康问
题，得不偿失。光吃不胖的老人首先要排除一些病理
性原因，比如甲状腺功能亢进、糖尿病、恶性肿瘤、消
化道疾病、结核病和抑郁症等，对症治疗可以有效改
善消瘦的问题；有些老人属于天生瘦小型，肌肉不多，
抵抗力略弱，这就需要改变平时以静态为主的生活方
式，增加锻炼时间和蛋白质的摄入量，比如多吃一个
鸡蛋、一杯酸奶和几片瘦肉，一天可吃4~5餐，加餐时
吃一把坚果等；还有一些老人有烦心事或操劳过度，
导致晚上睡眠不好，白天精力和体力大量消耗，这类
老人最要紧的是远离烦忧，安心静养，维持正常饮食，
体重就可以恢复正常。

需要提醒的是，有些老人从广播、讲座中听到一
些营养学知识，内容繁多、不系统，加上理解不到位，
在潜意识中形成“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的观
念，导致过度依赖保健品，引起营养不良。这些老人
应该去当地正规医院咨询营养师和医生，纠正错误饮
食观念，适量运动，才能保持健康体重。

王淑安

老人太瘦免疫力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