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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中医科

!""#年入选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第三批全国名老中医药学术经验继承人!师从于国医大

师张琪教授" !$年来一直从事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肾脏疾病及内科疑难杂病的临床工作"

擅长$运用中医药治疗各种慢性肾脏疾病%如慢性肾炎蛋白尿#血尿!复发性尿路感染!慢性肾

衰竭及糖尿病肾病#痛风肾等继发性肾脏疾病&'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伴肠化'对亚健康#年

老体虚#月经不规则#易感冒免疫力低下及儿童体弱人群的中医调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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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更多资讯请关注 !上海名医"

微信公众号或拨打新民健康会员

服务中心热线#!"#$%!"&#&%'

健康(

! ! ! !微信朋友圈中居多的养生类
“鸡汤”可信吗？日前，在“!"#$安利
纽崔莱营养中国行”上海站活动上
披露的《微信“谣言”分析报告》指
出，排名靠前的“谣言”主题是：健康
养生、疾病，其中以“养生食品安全”
等死亡焦虑为主题的谣言占 $$%。
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学院范志红副教授表示，互联
网传播的健康消息越来越多，也出
现了很多矛盾和混乱。
范志红表示，眼下各种公众号

关于健康养生信息的推送层出不
穷，一则健康信息的阅读量少则几
百人，多则上万人。但仔细观察不难

发现，很多养生帖都互相冲突。而许
多谣言通常都假借专家身份，进而
说服读者相信。更有巧用病从口入
的传统观念，看准了吃货们的心理，
将疾病、健康类谣言混入食品安全。
同时，用专业术语精心包装，使这些
谣言看起来头头是道。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所长

助理王帆博士认为，如果想要分辨
出营养谣言，除加强监管外，还要提
高公众的健康素养和媒介素养。只
有当公众具备了这两种素养，才能
自己有意识地去甄别，才能让“谣言
不攻自破”。

叶雪菲

足不出户
完成看病就医
瞿介明提出，未来医院的发展，

应逐步形成以大型医院为中心的医
疗健康服务生态圈，包括科学诊疗、
分级诊疗、协同医疗等。他介绍，瑞
金医院的中期发展目标是要建成线
上医院，并以大型医院为核心构建
云端医疗服务平台，将中小型医院、
民营医疗机构、支付方及第三方独
立机构共同组成云医联体，提供在
线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及常
见慢病的科学管理，从而和实体医
院形成一个有机的整合体。
届时，市民足不出户就能通过

网络沟通实现就医。患者可以通过
手机 &'' 终端，以在线咨询、预约
挂号、视频面诊等形式实现跨空间
的实时医患沟通，远程解决咨询、会
诊。&''内还详细记录了用户的健
康数据，包括就诊记录、病历信息，
同时体温、血压、血糖等数据也可通
过家庭诊疗设备上传，供医生断症。
若开具了处方，用户可凭借电子处
方，直接在 &'' 内下单，坐等药品
配送上门，省去了奔波购药的麻烦。

慢病患者
有了贴身!管家"

血糖一直忽上忽下？看到美食
就控制不住自己？偶尔还忘记打针
吃药？据了解，多数糖尿病人就医回
家后，普遍缺失院外管理，期间缺乏
有效监督，无法及时解决新发的问
题。但现在随着移动医疗的兴起，糖
尿病一体化管理也有了新的突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书记方秉
华介绍，该院试点的三个社区内，患

者在家就可轻松查血糖，每一次血
糖测试结果可通过物联网实时传至
患者手机 &''及医生数据库中。一
方面，糖尿病患者可熟知自身的血
糖水平；另一方面，医生通过每天监
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情况，可及时
提醒并监督他们每天的用药和饮
食，避免引发并发症。据此，试点社
区内患者血糖达标率从原来的
#()(%上升到 (#*+,，糖尿病知晓率
从 -#*$%提高到接近 +.,。

方秉华坦言，“互联网/”为糖
尿病一体化管理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和遐想，可帮助医生将患者的血糖
情况观察得更透彻。有国外学者认
为，随着可穿戴式设备的发展，到
!"0+年，全球 1%—+%的糖尿病患
者可以在穿戴式的仪器上进行糖尿
病管理。

智慧医疗
尚未切入医疗核心
大会披露，今年医疗健康行业

因“互联网2”发生了翻天覆地般变
化，移动医疗探索步伐大大加快，大
批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医疗类 &''

涌现，市场上也不乏一批医疗 3!3

创业公司，分别从挂号、问诊、买药、
缴费等多维度切入。
不过，即便有再多的模式探索，

互联网医疗仍需要政策的推动。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信息中心
副主任胡建平在大会上表示，从目
前看来，整个互联网医疗主要集中
在健康咨询、预约挂号、健康管理这
些领域，尚未进入到医疗的核心环
节中去，可能还需要相关政策来配
套。

!电子处方"合法化
亟待法律明确
专家们坦言，目前无论哪种互联

网医疗形式，都面临“电子处方”合法
性这道门槛。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
所所长高解春指出，虽然有关互联网
医疗的法律相对滞后，但是任何公益
性的服务并不排斥提升效率，而资本
也不能忘记社会责任，两者并不矛
盾，如果能有效结合，互相碰撞，将有
助于推动医疗信息化发展。

浦东新区卫计委副主任范金成
则提出：“要同时解决用户数据保护
和打破信息孤岛，需要从顶层设计上
着手，并且离不开多方共同参与，要
有与当前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法律法
规及配套机制，需明确个人信息归
属、在线医疗范畴等。”吴瑞莲

! ! ! !由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
院南院与北美医学教育基金会共
同成立的“北美教育基金会尿失禁
及盆底手术培训中心”日前在仁济
医院南院正式揭牌。该培训中心将
为全国盆底疾病诊疗培训更多的
医生。

该培训中心采用学员一对一、
手把手的现场手术操作指导，提高
基层医院医生盆底疾病的诊疗水
平，规范盆底病的标准手术流程。中
心将定期邀请国际北美盆底病专家
以及全国著名盆底尿控专家进行授

课，并提供各种手术的光盘演示、尿
失禁手术关键技巧讲解、盆底重建
手术关键技巧讲解等。每位学员经
毕业考核合格最终将获得由北美盆
底手术培训中心和仁济盆底中心共
同颁发的培训证书。
据悉，该国际培训中心的成立

将加快推动盆底疾病诊治尖端技术
的推广，促进国际同行间交流和更
新学科进展，解决技术要求较高的
临床技术瓶颈，为上海地区乃至全
国盆底疾病诊疗的发展起到积极作
用。 记者 沈琦华

世界数字健康大会披露未来就医新模式：

视频面诊!电子处方!药物送上门
! ! ! !今后!看病是这样
的"在手机 )**上预约
挂号后!可与医生视频
面诊!并通过家庭诊疗
设备上传血压等数据
帮助医生进一步诊断#

待电子处方开出后!患
者即可在线下单购药#

近日在沪开幕的第四
届世界数字健康大会
暨 "+,-中国数字医疗
论坛上!上海瑞金医院
院长瞿介明介绍了这
样一种就医新模式#据
悉!由于互联网医疗相
关法律相对滞后!数字
医疗尚未切入医疗核
心!这种看病模式还需
一段时间才能落地#

冬令进补别贪吃，小心上火
! ! ! !天气日渐寒冷，热衷于食疗养
生的人开始尽情吃辣、涮火锅、吃羊
肉。然而日前在徐汇区天平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举办的第 4(期上海市
社区健康大讲堂上，上海同济大学
附属同济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孙瑞
涛表示，冬天适当进补、吃辣可提高
体温，具御寒的作用，但是过了头，
容易引起“上火”。

服石斛$芦根
代茶饮降火

孙瑞涛指出，不少人一到冬天
就容易脸上冒痘、口舌生疮，这是他
们吃麻辣火锅过量，或大热的肉食，
造成的“上火”。还有一些人吃了一
段时间的膏方，也会出现各种“上
火”。这是因为如果膏方中温热药等
运用不当，或药不对症，或用量过
大，就会造成“上火”症状。此外，如
果冬天天晴久不下雨，天气干燥或

久吹空调，也可能导致“上火”。
孙瑞涛建议，在这种“上火”的

情况下，可以暂停服膏方，等体质恢
复正常后，再接着服膏方。同时，在
日常生活中，应减少辛热食物的摄
入量。在停膏方期间，还可以服用如
石斛、太子参、芦根煎水来代茶饮，
能够起到清火的作用。

儿童$孕妇
可服膏方但需谨慎
许多人都说，儿童、孕妇不能吃

膏方，怕影响孩子、胎儿的成长发
育。孙瑞涛表示，其实这两类人也是
可以服用膏方的，但一定要谨慎选
择。她介绍，孕期对营养的要求明显
增大，如供不应求，则会出现头晕、
乏力、小腿抽筋等症状，加之有部分
孕妇妊娠初期还会有恶心呕吐，食
欲不振等反应，导致体内出现虚损
表现。专家建议，可适当予以太子

参、西洋参、白术等具有清补、平补，
又能和胃的药物制成膏方进行调
理。对于有先兆流产、习惯性流产的
孕妇可选择寄生、续断、杜仲等中药
的膏方安胎保胎。所以，孕妇不必忌
服膏方，但要到有经验的中医医生
那里开具膏方，顾及脾胃，从小剂量
开始，逐渐加大剂量，并且避免在处
方中使用活血化瘀及其他滑胎、坠
胎药物，以免流产。
对于儿童，既有发育未成熟而比

较柔弱的一面，又有生机蓬勃、生长发
育比较迅速的一面，所以儿童在生理、
病理、免疫力等方面与成人有明显的
差别。儿童五脏六腑比较柔弱，免疫功
能低下，抵抗力较差，对某些疾病具
有易感性，不仅容易发病，且传变迅
速，但儿童脏腑之气清灵，患病后易于
康复。所以孙瑞涛表示，儿童在服用膏
方在用药、剂量和服法上应与成人不
同。 叶雪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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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谣言泛滥“朋友圈”超五成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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