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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房颤那些事”回归

升级“2 . 0版”继续说房颤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聪聪
指导专家 王营

冬去春来，在做好防控的
同时，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心内科暨上海交通大学
房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心积极
响应山东省卫健委号召，于3月
14日开展8台房颤导管消融手
术(平均每台手术约2小时)，顺
利复工。

中心自2018年9月成立以
来，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
属医院心内科学术带头人王营
教授的带领下，在中心首席专
家刘旭教授的指导下，已免费
接诊患者400余名，严格把握适
应症，实施房颤导管消融手术
近二百例。尤其是房颤转子标
测及消融方法的应用，在国内
乃至国际房颤导管消融领域内
独树一帜，大大提高了房颤消
融的成功率。据统计，本中心阵

发性房颤消融成功率达92 . 0%，
持 续 性 房 颤 消 融 成 功 率 达
75 . 7%。此外，中心2019年9月牵
头成立山东省济南市房颤基层
防治联盟，一方面组织基层医
院医师开展房颤诊治方面的学
习，下沉优质房颤管理理念；另
一方面，给予完善技术支持，规
范各种房颤治疗手段。此外，分
中心积极利用“房颤那些事”、
微信公众号、房颤咨询热线等
多种渠道向广大民众普及房颤
相关知识，为房颤患者答疑解
惑。积极开展义诊、房颤健康知
识巡讲等公益性活动，增进了
患者对房颤的认识。

在过去的一年里，“房颤那
些事”陪伴读者朋友们一起梳
理了房颤的基本知识，碍于内
容涉及诸多临床术语，难免有
表述不当而致晦涩之处。接下
来的日子里，山东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心内科暨上海交
通大学房颤诊治中心山东分中

心专家团队将以读者朋友们关
注的热点问题为出发点，隆重
推出“房颤那些事2 . 0版”，在新
版的“房颤那些事”中，团队将
以朴实的语言，以患者的视角
循序渐进解读令人困惑的“房
颤事”。

不畏房颤防治任重，不惧
房颤防控道远。新的一年里，山
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
内科暨上海交通大学房颤诊治
中心山东分中心团队将砥砺前
行，力争为更多患者解除房颤
困扰！

房颤专家团队成员简介：

刘旭教授，现任上海交通
大学胸科医院房颤中心主任，
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上海市优秀学
科带头人，上海市医学领军人
才，上海市银蛇奖获得者，是国
内较早开展射频消融临床应用
的医师之一，为房颤诊疗领域

国际著名专家，尤其擅长房颤
和复杂性心律失常的导管消
融，对老年人及儿童快速型心
律失常的射频消融亦有较深的
造诣，目前已完成5万例心律失
常的导管消融治疗，其中房颤
导管消融超过3万例。

房颤咨询及专家预约热线：
0531-5819 6645

更多详情或查看往期内容
可关注科室公众号：

下期内容预告：房颤那些
事—初识房颤

房颤那些事

专 栏 简 介

本专栏由山
东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心内
科暨上海交通大
学房颤诊治中心
山东分中心专家
团队倾力打造，
旨在普及房颤知
识，规范房颤治
疗，服务广大房
颤患者。

面向全省征集中医呼吸道疾病防治科普短文或短视频作品

科普“中医防疫”，邀您来参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焦守广

为宣传中医药，助力全民“战
疫”，同时挖掘我省优秀中医馆、
中医养生机构和各医院中医科
室，齐鲁晚报·齐鲁壹点特启动

“第二届山东中医百家讲坛———
中医防疫专场”暨“中医防疫知

识”科普活动。
面向全省征集中医呼吸道

疾病防治科普短文或短视频作
品，报名截止后统一在齐鲁晚
报、齐鲁壹点、官方微信公众号
或抖音平台进行展播，通过媒体
报道、公众投票(点击、评论)等
方式，最终评出10名“岐黄使者”
及泉城口碑中医榜，对获奖者及

上榜中医机构颁发荣誉证书和
奖杯。

科普短文要求字数在2000字
以内，内容为原创，有趣新颖、积
极健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根据
各自的技术特色，针对当下疫情
防控，从中医角度讲解疫病的防
与治，介绍提升自身免疫力和预
防呼吸道疾病的方式方法，兼具

科学性和趣味性。
短视频可使用手机或单反

等高清设备拍摄，也可是独立制
作经过剪辑处理的作品，画面清
晰、音质流畅，同期声普通话、方
言皆可，MP4格式，大小不超
20M，分辨率不低于720p，时长
为1-3分钟。(短视频内容要求同
文字)

作者(出镜者)要求具有医学
背景，并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证
书，每个中医机构提供一条中医
科普短文或短视频参赛(二甲以
上中医院最多可提供3条)。作品
于2020年2月8日9:00-3月31日17:
00发至qljkgzs2016@163 .com邮箱
或 晚 报 工 作 人 员 微 信

“337170880”。

中医外治，这些方法推荐给大家

主讲人：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中医经典科 张倩

中医外治法之一：

子后午前做，造化合乾
坤。

八段锦是中小强度的有
氧运动，可用来练习持久力和
耐力，提高自身抵抗力，有效
增强身体素质，更有助于修身
养性，调整心态，利五脏六腑，
通经络结气。

中医外治法之二：

耳者，宗脉之所聚也。
耳穴贴压法是采用王不

留行籽贴压于耳廓的相应穴
位，通过其疏通经络，调整脏
腑气血功能，促进机体的阴阳
平衡，达到防治疾病、改善症
状的一种操作方法，属于耳针
技术范畴。

对于焦虑失眠症状，我们
选取主穴：心肝脾肺肾内分
泌。配穴：神门。功效：补五脏
助眠。

注意事项：
1、耳廓局部有炎症、冻疮

或表面皮肤有溃破者、有习惯
性流产史的孕妇不宜施行。

2、耳穴贴压每次选择一
侧耳穴，双侧耳穴轮流使用。

3、观察患者耳部皮肤情
况，留置期间应防止胶布脱落
或污染；对普通胶布过敏者改
用脱敏胶布。

4、患者侧卧位耳部感觉
不适时，可适当调整。

中医外治法之三：

中药足浴技术是借助泡
洗时洗液的温热之力及药物
本身的功效，浸泡足部皮肤，
达到活血、消肿、止痛、祛淤等
作用的一种操作方法。

注意事项：
1、餐前餐后30分钟内不

宜进行全身泡浴。
2、泡洗时，以微微汗出为

宜，如出现心慌等不适症状及
时停止。

3、中药泡洗时间30分钟
为宜。

4、泡洗过程中，应饮用温
开水300～500ml，小儿及老
年人酌减，以补充体液及增加
血容量以利于代谢废物的排
出。有严重心肺及肝肾疾病患
者饮水不宜超过150ml。

中药外治法之四：

经穴推拿技术是以按法、
点法、推法、叩击法等手法作
用于经络腧穴，具有减轻疼
痛、调节胃肠功能、温经通络
等作用的一种操作方法。

足三里：是人体的健康大
穴，位置在于小腿处，位于膝
盖骨外侧下方凹陷处往下约
四横指，按压有非常强的麻胀
感。

【日常保健】足三里穴在
人体的位置和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调节人体的免疫力，可以
治疗消化系统的疾病，还可以
促进慢性病的恢复。

太溪：穴位于足内侧，内
踝后方与脚跟骨筋腱之间的
凹陷处(即：脚内踝后缘的凹
陷当中)。

【日常保健】头晕、目眩、
失眠、月经失调、阳痿、遗精、

泄泻、咳血、下肢瘫痪、厌食
症、胸闷、哮喘、支气管炎、抽
搐、肾绞痛等病症都可通过对
太溪穴按摩刺激取得一定的
治疗效果。同时，还可以缓解
肾阴不足导致的咽喉肿痛、干
燥，以及手脚怕冷、发凉等。

注意事项：
1、肿瘤或感染患者、女性

经期腰腹部慎用，妊娠期腰腹
部禁用经穴推拿技术。

2、操作前应修剪指甲，以
防损伤患者皮肤。

3、操作时用力要适度。
4、操作过程中，注意保

暖，保护患者隐私。
5、使用叩击法时，有严重

心血管疾病禁用、心脏搭桥患
者慎用。

中医外治法之五：

香者气之正，正气盛，则
自能除邪气避秽也。

中药香囊源自中医里的
“衣冠疗法”，民间曾有“戴个
香草袋，不怕五虫害”之说。佩
戴香囊，虽是一种民俗，但也
是一种预防瘟疫的方法。香囊
常用的是具有芳香开窍的中
草药，如芳香化浊驱瘟的苍
术、山奈、白芷、菖蒲、川芎、香
附、辛夷等药，含有较强的挥
发性物质。

胃病总发作怎么办？
老中医建议“做减法”调养胃肠

近日，很多胃病患者咨询，虽然一直在
吃药，胃病还是反复发作。我该怎么办？据
悉，治疗胃肠病，很多人采用“三联用药”甚
至“五联用药”方式，就是几种药物同时服
用，治疗胃肠。有关专家认为，这种用药方式
并不是适合所有的胃病，有些患者使用不
当，不仅刺激胃肠，加剧肝肾负担，而且容易
伤害胃肠本身元气，不利于疾病康复。那么，
胃肠患者还能够怎么办？

深耕中医40余年，老中医王立财认为，
“胃肠病反复发作，很多是因为饮食不规律、
精神压力大，贪凉饮酒等因素导致，很多患
者胃病不适，就会选择大量用药，进而出现
胃病反反复复，久治不愈。”

王立财认为，春季人体新陈代谢旺
盛，是胃肠病康复有利时机。王大夫说，

《黄帝内经》认为脾胃五行属土，脾胃虚弱
易引发气血亏虚、食管炎、肠炎等。他建
议，可以用鸡内金，用“做减法”方式作为
胃肠食疗方，尽量减少用药。他表示，急慢
性胃炎、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糜烂萎缩、幽
门螺旋杆菌反复感染者，更需要进行好好
调养。

胃肠患者应该如何调养？患者们有
相关问题，可以扫码进群与专家交流，并
在线提问。同时，今年是2020年，将举办

“10周年巡礼”活动。更多活动大礼，也可
进群咨询。

扫
码
进
群

咨
询
胃
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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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中医外治技术
它疗效独特、作用
迅速、历史悠久，具
有简、便、廉、验之
特点。

更多详情可关注科室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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