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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呵护2000多万名罕见病患者

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促进中医药传
承创新发展。”中医药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而人才是中医药发展
的第一资源。

近年来，我国已
评选表彰 120 名国医
大师和 200 多名全国
名 中 医 。 他 们 既 是

“承者”又是“传者”，
为中医药事业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作出重
要贡献。

“学我、像我、超
我”，这是一位国医大
师对弟子的期望。几
千年来，中医药生生
不息，离不开承前启
后、代代相传。“传承
不 泥 古 ，创 新 不 离
宗”，是中医药长盛不
衰的秘诀。所谓“传
承不泥古”，就是要领
悟和把握中医药的精
髓，不拘泥于经典，不
死记方药，而是举一

反三、灵活应用，不断超越古人的局
限。所谓“创新不离宗”，就是在守住中
医根本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
正确处理变与不变的关系，因时制宜、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使古老的中医药
焕发新光彩。

让中医代代薪火相传，需要深化中
医药院校教育改革。要遵循人才成长
规律，加快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
培养模式，注重“读经典、跟名师、重实
践、强素养”。要进一步提高中医类专
业经典课程的比重，把经典教学贯穿于
中医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建立以中医
药课程为主线、先中后西的中医药类专
业课程体系，优化专业设置、课程设置
和教材组织，增设中医疫病课程，增加
经典课程内容，开展中医药经典能力等
级考试。

让中医代代薪火相传，需要完善中
医人才评价体系。以创新价值、能力、
贡献为导向，分类建立中医临床、基础、
科研人才评价标准。着力破除中医药
人才培养、引进、使用、评价、激励、流
动、保障等方面的体制机制障碍，努力
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激发人才积
极性和创新创造活力。

让中医代代薪火相传，需要落实西
医学习中医制度。西医学中医，主要是
学习辨证施治等中医临床思维，融合中
西医优势，取长补短，培训一批“能中会
西”的医生。实践证明，落实西医学习
中医制度，有利于加强中西医临床协
作，最大限度发挥中西医各自优势，从
而更好地维护人民健康。

当前，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
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期待更多名老
中医发挥“头雁效应”，培养造就一大批
优秀的年轻中医，让中医药领域人才辈
出，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为推进健
康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白剑峰

这是让罕见病患者振奋的好消
息——截至目前，我国已有 45种罕见
病用药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覆盖
26种罕见病。

我国人口基数大，各类罕见病患者
占比虽小但绝对数已达 2000多万。近
年来，罕见病患者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
关注。

健康中国建设道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制定罕见病目录，组建全国罕见病
诊疗协作网，成立中国罕见病联盟，60
余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罕见病用药
不断被纳入国家医保药品目录……我
国加快探索罕见病诊疗与保障的“中国
模式”。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中国罕见
病大会上，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医学
专家等就这一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多措并举
推进罕见病防治能力提升

在 2021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
中，曾经每针70万元的“天价”救命药——
诺西那生钠注射液经医保谈判后，以 3
万余元被纳入医保，脊髓性肌萎缩症患
儿小厚成为了不幸中的“幸运儿”。

“加快推进罕见病防治能力建设，
让患者得到及时、有效诊治，仍是推进
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挑战。”中国罕见
病联盟执行理事长李林康介绍，以黏多
糖贮积症和戈谢病为例，每年治疗费用
动辄上百万元，这是很多家庭难以承受
的现实问题。

近年来，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罕见病
防治与保障工作，加强罕见病研究、诊
疗和药品研发供应，完善罕见病医疗保
障体系。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黄果表示，国家

药监局持续深化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
革，支持罕见病用药研发创新，已累计
批准 60余种罕见病用药上市，数量和
速度都在快速增加。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为罕见病设
立专项，科技部批准建设疑难重症及罕
见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罕见病研究杂志
创刊，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罕见病共助基
金发布……我国全力推进罕见病研究
和防治能力提升，为罕见病患者及其家
庭点亮新的希望。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于学军表
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加强医疗、医保、
医药“三医”联动，不断建立和完善相

关政策措施，提高罕见病诊
治能力，做好药品供应保障
等工作。

多学科会诊
提升罕见病精准诊疗能力

每周四中午，北京协和医
院国家级罕见病会诊中心，来
自不同学科的顶尖专家汇聚
在这里。在线上参会和会诊
的，还有来自全国 323家罕见
病诊疗协作网医院的医生
们。他们共同为一个罕见病
患者和家庭提供诊治方案。

作为全国罕见病诊疗协
作网国家级牵头医院，北京协
和医院建立了中国罕见病诊
疗服务信息系统，牵头编写了
罕见病诊疗指南，建立了罕见
病多学科“一站式”诊疗模式。

北京协和医院院长、中国
罕见病联盟副理事长张抒扬
说，罕见病是一个世界性的医

学难题，我们要攀登医学高峰，通过多
学科会诊提升诊疗能力，挽救患者生
命。还要培养更多有情怀有担当的好
医生，能诊能治罕见病。

罕见病是诊疗挑战较大的疾病领
域，也是全球共同的重大公共卫生问
题。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常务副
校长乔杰介绍，全世界发现的罕见病超
过 7000 种，约 80%为遗传性疾病，约
50%起病于儿童期，遗传病诊治和罕见
病诊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医疗卫生事
业投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全国
婚前保健机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机构

已有 4000 多家，产前筛查机构已达
4800多家，产前诊断机构已达498家。

呵护生命
不断加强罕见病用药保障

市场需求小、研发难度大、成本高、
周期长，罕见病用药往往被称为“孤儿
药”，加强罕见病药物研发是罕见病患
者治疗的重要一环。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介
绍，当前治疗罕见病的方法和药物等都
处在一个较为困难的状态，99%的罕见
病无有效治疗药物，我国罕见病药物研
发仍处在初期阶段。

“对于罕见病患者而言，有药可用
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中国国际经济交
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毕井泉建议，设立
罕见病治疗药物研发基金，对于罕见病
研发项目给予补助；同时，鼓励社会资
本设立罕见病基金，资助罕见病治疗药
物开发。

建立罕见病用药供应监测机制、提
高罕见病用药研发和产业化水平、支持
中医药参与罕见病防治、推动建立中央
和地方两级常态短缺药品储备……我
国采取一系列举措，努力提高罕见病用
药保障水平。

让更多罕见病患者吃得起药、看得
起病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

“2018年以来，通过谈判新增了 19
种罕见病用药进入医保药品目录，平均
降价52.6%。”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
司司长黄华波说，下一步，将持续推进
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完善谈判药品配备
机制，提升罕见病患者用药可及性，努
力为罕见病患者提供更好保障。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经常有朋友喝完酒之后第二天
头疼，难受得厉害，特别想知道有
什么“宿醉疗法”能缓解宿醉的各
种症状。

喝酒对身体器官有什么影响？

在推荐解酒的饮食之前，先来科
普一些关于酒的相关知识。喝酒的时
候，人体的不同器官都在做什么？

1. 肝脏：80％至 90％的酒精在肝
脏中被酶分解，每小时能分解大约 14
克酒精。

2.大脑：酒精如果吸收得快，喝酒
后 5至 10分钟内就会进入大脑，可能
导致情绪变化，思维和协调困难，有些
人还会“断片”。

3. 肾脏：10％的酒精从尿液中排
出。酒精能利尿，有的人喝酒后总上
厕所，说明身体通过产生更多的尿来
排除酒精中的废物，所以喝酒之后补
水是很重要的。

4. 胃部：空腹喝酒的情况下会使
酒精很快被胃壁吸收，这时胃液分泌
胃酸浓度也增高，胃酸和酒精一起刺
激胃黏膜，酒精度数越高，对胃的伤害
就越大。

喝酒后吃什么解酒？

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宿醉的表现
方式也各不相同，针对不同的症状，也
有适合的不同饮食方法。下面就列举
几种。

1.头疼
宿醉后的头疼其实是一种脱水的

表现，所以多补水是头等大事。
推荐方法一：大量喝水。喝白开

水、矿泉水、果汁或者奶昔都可以补充
水分。

推荐方法二：吃香蕉、牛油果、
草莓、蓝莓。这些水果含钾量高。
脱水的时候不仅缺水，还会丢失电
解质。缺钾会导致疲惫、头晕、恶心
和心悸。

推荐方法三：喝椰子水。补水的同
时，可以补充多种电解质来缓解头疼。

2.胃恶心难受
推荐方法一：吃生姜。一种天然

的抗恶心剂，还可以防止因饮酒而引
起的一些炎症和损伤。

推荐方法二：吃苏打饼干、馒头
片、面包片。这种方法可以中和一部
分胃酸，减少对胃黏膜的刺激，从而减
缓胃部不适。

3.头晕乏力
如果觉得疲劳或持续头晕，可能

和低血糖有关。
推荐方法：粥、面包、馒头。第二

天早上吃一顿营养丰富的早餐有助于
维持你的血糖水平，推荐吃各种富含
碳水的主食类食物。

吃解酒护肝片管用吗？

解酒护肝片的解酒效果因人而
异。大约有 60%左右的人可以减少
严重的宿醉症状，但是也有些人吃
了没什么用。虽然它们不能完全预
防宿醉或解酒，但是一些植物性的
提取物可能会缓解喝酒后身体不适
的症状。但是护肝片并不能减轻酒精
已经对身体造成的危害，所以千万不
要有这样的想法：酒可以随便喝，然后
吃护肝片就可以了，那样对身体的伤
害可就太大了。

1.奶蓟草和姜黄
这类护肝片的成分是一些植物的

提取物。研究发现，这些植物提取物
具有抗炎、保护肝脏、提高肝细胞解毒
能力的作用。

2.益生菌和解酒酶
含有多种益生菌和酶的成分，有

助于加速酒精在体内代谢。
喝酒伤害最大的是肝脏，因为酒

精主要在肝脏进行分解，喝大量的酒
精，会引起肝细胞代谢障碍和肝细胞的
损伤，长期会导致肝硬化甚至肝癌。酒
后想要护肝，推荐吃这几种食物：

推荐食物一：燕麦、花生、核桃。
这些食物富含维生素B6。B族维生素
能促进新的肝脏细胞合成，从而修复
肝的功能。

推荐食物二：西红柿、草莓。维生
素C同样能护肝，在水果蔬菜中含量
最丰富。

推荐食物三：鸡蛋。鸡蛋中所含
的氨基酸，比如蛋氨酸、半胱氨酸，可
帮助肝脏分解酒精中的乙醛。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比较容易执
行，那就是多健身、多流汗。喝酒后
第二天通过大量喝水、喝酸奶或燕麦
粥，然后开始运动，大量排汗有助于
残余的酒精排出，之后会觉得身体特
别轻松。

最后还想提醒大家：吃药期间千
万不能喝酒，包括阿司匹林、头孢类的
抗生素、降压降糖药和镇静催眠等各
类的药物，可能会造成胃出血等非常
危险甚至致命的情况。 □王晓纯

秋季气候干燥，由于失于水分
滋润，人们常会感觉鼻干、口干、咽
干、皮肤干燥。如何缓解“秋燥”呢？

秋季以干燥为主要气候特点。
“秋燥”可以分为“温燥”和“凉燥”，
前者见于初秋尚热、有夏热余气之
时，后者见于深秋已凉、有近冬寒气
之时。

燥为干涩之病邪，容易损伤津
液，造成阴津亏虚的证候，而使机
体失于津液滋润濡养，表现为口
干、唇干、鼻干、大便干结、皮肤干
裂等。肺喜润而恶燥，且外合皮
毛，开窍于鼻。燥邪伤人，必从口
鼻而入，因此最易伤肺，导致肺津耗
伤，宣发肃降功能失调，甚则伤及肺

经，表现为干咳少痰或痰黏难咳，甚
则痰中带血。

缓解“秋燥”，可以适当增加饮
水。但要注意适温、适量，以温白开
水为宜，过凉或过热都不适合。多
久喝一次水，每次喝多少，要根据个
人的体质、出汗量、运动量等情况来
定，不是一定要喝“八杯水”，特别是
脾胃虚弱的患者，饮水更要以少量、
多次为宜。

缓解“秋燥”，还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适当食用百合、银耳、枸杞子、
雪梨、蜂蜜等滋阴润燥清肺之品。
脾胃虚弱的患者，可以加入莲子、茯
苓、陈皮、山药等，避免凉润之品损
伤脾胃。 □王倩

近几年，“独居”“社恐”这些词条
频频走进公众视野，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成为“躲在电子屏幕后面的人”，害
怕和他人社交，纷纷给自己贴上“社
恐”的标签，一些近期很火的脱口秀
节目也关注了这个现象。所谓“社
恐”，就是社交恐惧，这究竟是我们平
时所说的内向、不善交际，还是真的
生病了呢？

在很多年轻人的语境中，“社恐”
这个词更像是一种表达身份认同的
标签，而真正的社交恐惧症（也可以
叫社交焦虑障碍）是一种达到疾病程
度的焦虑障碍。除了是焦虑障碍的
亚型以外，社交恐惧症也属于传统分
类的神经症的一种，是对社交或公开
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并因此尽

力回避的一种心理障碍，是一种非常
痛苦、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工作的心理
障碍。

害怕与人交往，就是社交焦虑障
碍吗？

答案是：并非如此。
一般人对参加聚会或其他会暴

露在公共场合的事情都会感到轻微
紧张，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的出席。
真正的社交焦虑障碍会导致患者出
现无法承受的恐惧，病情严重的患者
甚至会长时间地把自己关在家里，孤
立自己。

我们许多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
经历：在社交活动中感到不好意思和
没有自信，在公众面前演讲，甚至和
别人约会时都会紧张，出现心跳、手

抖、结巴等表现。
这些焦虑反应是暂
时的，很快会消失，
并不会影响你的正
常生活和学习。但
是，如果这些焦虑
反应已经影响到你
的正常生活、学习
和工作，成为一种
病态——社交焦虑
障碍，就需要引起
足够的重视了，需
要去寻求专业人士

的帮助。
调节情绪，可以做些什么？
社交焦虑障碍的治疗方法主要

以心理治疗为主，严重的可以联合药
物治疗，服用一些抗焦虑、抗抑郁的
药物。患者平时不妨多看一些相关
科普书籍，考虑怎样能够更好地调节
自己的情绪，让自己放松下来。

患者本人该如何去调整？
树立恰当的自信心。培养自信

的内心世界可以从小事入手，每天给
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比如，我
刚才把自己的工作完整地汇报给了
领导，我约了帮我忙的同事吃了顿午
饭，我给陌生客户打了个电话……

多和朋友、亲人交流。积极的语
言交流是战胜恐惧的法宝。在与别
人的交流中，不仅可以有效放松心
情，还能得知他人对自己积极客观的
评价。

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内心和行
动上。不要总担心别人对自己如何
评价，不要总是羡慕别人，觉得自己
不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每个
人的存在都是有其价值和意义的，不
用过于在乎别人的看法。

多参加社会实践。多走出去，会
发现社交远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样可
怕，用自己的行动改变心态，生活定会
对你露出可爱的笑容。 □孙诗倩

随着病原体的不断演
变、适应以及社会活动的恢
复，今年流感“卷土重来”
的形势愈加明显。目前，所
有人群对流感病毒是普遍
易感，并且高危人群感染流
感后危害更为严重。为此，
今天就和大家谈一谈今冬
明春全面接种流感疫苗的重
要性。

流感绝非“普通感冒”，
结局大不相同

很多人搞不清楚流感与
感冒的区别。这两种急性呼
吸道感染，看似差不多，其实
在引发疾病的原因、传播力、
症状表现、预防方法方面各
有特点，甚至有较大差别。

通常说的感冒，其实是
指“普通感冒”，主要由致病
力较弱的鼻病毒、副流感病
毒、呼吸道合胞病毒等引起，
传染性低，常常表现为鼻塞、
流鼻涕、打喷嚏等症状，也可
以有低热，有自限性，几天时
间自己会好。

流感，全称“流行性感
冒”，由流感病毒引起，容易
出现头痛、全身肌肉酸痛、39
度以上的高热等症状，与普
通感冒相比，症状更严重，而
且传染性较强，主要通过飞
沫和密切接触方式传播。

流感反弹显现，警惕“卷
土重来”

目前，流感在很多地区
开始暴发，例如澳洲、欧美等
国家。今年5月开始，我国南
方部分省市进入流感高发
期，7月份后，北方一些省市
的流感活动水平，也有所升
高，这些流感疫情，均以甲流
为主，甚至出现学生人群中，
聚集性流感暴发疫情，形势
不容乐观。

流感病毒，属于DNA病
毒，容易变异，亚型多，而且宿主也
多，传播范围非常广泛。从目前的
流行病学资料分析，今年流感疫情
和流行趋势将有变化，人们对流感
病毒的预存免疫力下降，易感性和
易感人群增加。

因此，今冬明春，需要警惕流感
的卷土重来。

接种疫苗是预防流感最有效的
手段，可以大大降低流感的发病率
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对于高
危人群，例如老人、儿童、孕妇、慢病
患者、医务人员和一些劳动密集性
人群，建议积极接种流感疫苗，有效
遏制冬春季节流感的暴发和蔓延。

今年多数人属于流感的
易感人群，高危人群危害更重

今年，人群对流感病毒
普遍易感，任何人都可能感
染，其中婴幼儿、老年人和慢
性病患者、孕妇等高危人群
感染流感后危害更为严重。

儿童是流感高发人群，
近七成流感所致严重急性呼
吸道感染（SARI）住院均发生
在 5岁以下，90%以上的流感
暴发疫情发生在学校和托幼
机构。流感可导致多种严重
并发症，包括肺炎、心肌炎、
脑炎甚至多器官衰竭等；

老年人和慢病患者重症
的死亡风险更高。65%-96%
因流感引起的死亡发生在≥
65岁老年人身上，每3位重症
流感病例中就有 1位患有慢
性基础病。

同时，因流感患病或陪
护会产生大量误工，照顾家
中患病学生的家长单次误
工甚至可长达 30 天。由此
可见，若放任流感传播无疑
将给家庭及全社会带来沉
重负担。

全面接种流感疫苗，共
筑免疫长城

每年接种流感疫苗是预
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措施，
可以显著降低罹患流感、发
生严重并发症和死亡的风
险，减少流感相关疾病带来
的健康危害及对医疗资源的
挤兑。而医务人员接种亦可

预防个人感染及流感传播，同时保
障和维持医疗机构的正常运转，降
低卫生系统更广泛的负担。为防止
家庭成员中任何一人患流感后传染
全家的悲剧发生，建议所有≥6月龄
且无接种禁忌者自愿接种流感疫
苗，保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今冬明春流感反弹趋势不容
小觑，促进流感疫苗全面接种迫
在眉睫。当前，我国各地流感疫
苗已陆续可及，建议为您和家人
尽早预约，并及时前往当地预防
接种门诊完成接种，在保护自己
的同时关爱他人健康，共同远离
流感威胁。 □胡必杰

——我国加快探索罕见病诊疗与保障的“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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