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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20202020 年招生简章年招生简章
河南省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河南省中等中医招生资格学校
河南省医学教育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招生先进单位
河南省中职示范校建设单位
河南省中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洛阳市特色办学先进单位
洛阳市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省教育厅批
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是全国
20所具有中等中医专业招生资格的学校
之一，位于风景秀丽的洛阳市南线旅游
明珠陆浑湖畔，是莘莘学子求学的理想
学校。该校占地 76亩（1亩=666.67平方
米），建筑面积 28600 平万米，有全日制

在校生4600余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890
人、教职工 126人、专（兼）职教师 86人。
该校常年开设医、护、药系列9个专业，其
中中医、生物制药、护理、康复技术专业
被确定为市政府重点支持的特色专业。
该校以普通中专教育为主，兼有河南中
医药大学成人教育。该校师资力量雄
厚，基础设施完善，教学条件优越。该校
与洛阳市八大医院建立合作关系，以满
足学生实习需要。该校十分重视学生就
业安置工作，实行“订单招生”。该校始
终树立以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从严治校，
科学管理，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坚
持对口高考和就业技能培养两手抓，以
升学和就业需求为导向，强化技能培养，
紧跟市场步伐，合理开设专业，构建科学
和谐的人才成长立交桥。良好的教学模
式、富有特色的办学理念、广阔的就业门
路，使学校得到社会各界普遍赞誉。目

前，该校已成为“学生信赖、家长满意、社
会欢迎”的高素质医药人才培训基地。

中医招生政策

为进一步加强中等职业学校中医类专
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养工作，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等
职业学校中医类专业招生管理和人才培
养工作的通知》指出，经备案后招收的中
等职业学校中医类专业学生所取得的学
历，可作为参加中医医师资格考试和乡村
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依据。

国家资助

根据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
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
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及国
家《秦巴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

划》精神，在该校就读学生均可享受免学
费及助学金政策。①所有全日制在校学
生免交学费。②国家贫困县所有学生及
城乡经济困难学生，第一、第二学年均可
享受每年 2000 元的助学金。③根据国
家精准扶贫政策，凡属精准扶贫建档立
卡贫困家庭的学生，每年可以享受国家
教育扶贫“雨露计划”助学金3000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省教育厅颁发普
通中专毕业证书，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发给就业报到证，国家承认学历，
可参加国家助理医师、执业护士、执业药
师及相关医疗技师资格考试，应届毕业生
均可参加全国对口高考（或单招考试）。

报名须知

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届毕业生，直接

到该校招生办报名；也可以通过该校官
网，在网络报名系统进行报名。

未参加中招考试的应往届初中、高

中毕业生，社会青年及医学爱好者可直
接到该校招生办报名。年龄 15岁以上，
不限学历，均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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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睡早起：进入夏季之后，提倡晚
睡早起。晚睡，不能晚于23时，因为23
时是肝脏自我修复的时间。中医认为，

“肝主藏血”“人卧则血归于肝”，肝好对
血有益；“肝木生心火”，肝好对心脏好；
熬夜伤阴，经常晚睡就会从“耗伤阴液”
发展到“耗伤阴血”，这是一个递进的过
程。

流汗排毒：大家都知道夏季流汗排
毒，实际上还有解郁的作用，郁也就是

平时所说的毒。中医认为，汗为心之
液，血汗同源，因此，大汗淋漓伤阴又伤
阳，久而久之“耗伤阴血”。夏季的运动
以散步、打太极拳、拉筋、打坐为主。汗
多之人，立夏之后在饮食上“增酸减
苦”，酸入肝，有助肝脏，同时酸主收敛，
可以起到收涩敛汗的作用。

忌过度冷：过度的冷气和大量的冷
饮都会造成毛孔闭合，体内的燥热无法
排泄，必成火，虚火伤阴，又会耗伤心

血。当然，这些无节制的冷，也会直接
伤害人的后天之本——脾胃。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
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
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
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按照中
医的说法，夏季在五行中属火，对应的
脏腑为心。正所谓“夏气与心气相通”

“汗为心液”，因此，夏季养生以养心为
重。我们说的心，既指实质的心脏，也

指我们的心神。
保持心态平和：立夏以后，天气转

热，中医认为，“暑易伤气”“暑易入
心”。在盛夏，尤其要重视精神养生，神
气充足则人体机能旺盛，神气涣散则人
体的一切机能遭到破坏。应重视精神
的调养，保持神清气爽、心情愉快的状
态，切忌大悲大喜，使机体的气机宣畅，
通泄自如，情绪向外，以免伤心、伤身、
伤神。

立夏静卧早起立夏静卧早起 静养勿躁静养勿躁
□李伯群

■■养养生堂生堂

立夏意味着春季的结束，夏季的开始，气温会逐渐回升，雷雨天气也会逐渐增多，

农作物也会进入生长旺季。我们的祖先讲究顺应节气养生。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一

下立夏养生的注意事项。

立夏之际，天干物燥，人体的水分
容易通过出汗、呼吸而大量流失，再加
上天气变化无常，人体易上火。人体的
新陈代谢不能保持平衡和稳定，导致生
理功能失调，致使大脑指挥失灵而引起
上火。具体表现为咽喉干燥疼痛、眼睛

红赤干涩、鼻腔热烘火辣、嘴唇干裂、大
便干燥等。

能量消耗大：立夏后，人体的心脏
功能处于旺盛时期，新陈代谢加快，能
量消耗比较大。因此，人体在白天所
消耗的能量要靠晚上的睡眠来补充，

如果睡眠不足，必然会破坏体内新陈
代谢的平衡，使人精神萎靡不振，进而
影响身体健康。应适当进补，保持睡
眠质量。

容易心烦气躁：炎热天气容易引
起“心躁”，一定要戒躁戒怒，努力培

养急事不惊、凡事不争的心态。恰如
嵇康在《养生论》中所说：“夏季更宜
调息净心，常如冰雪在心，炎热亦于
吾 心 少 减 ，不 可 以 热 为 热 ，更 生 热
矣。”也就是说，我们要做到心静自然
凉。

多食酸、少食苦：立夏是阳气渐长、
阴气渐弱的时节，人体的肝气渐弱，心
气渐强，此时应多吃酸性食物，如鱼、
鸡、瘦肉、鸭肉、豆类、芝麻、洋葱、圆白
菜、茄子、冬瓜、芹菜、芦笋、南瓜、小
米、玉米、山楂、枇杷、杨梅、香瓜、桃
等，少吃苦味食物，以补肾助肝，调养
胃气。

多食生津止渴的食物：夏季因天气
炎热而容易出汗，导致体内水分流失，

消化系统功能降低。此时宜多吃稀食，
如早晚食粥，午餐喝汤，这样既能生津
止渴、清凉解暑，又能补养身体。在煮
粥时，还可以加入荷叶、绿豆等具有消
解暑热、养胃清肠、生津止渴作用的食
物。

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平时还
应多吃一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
瓜、桃、乌梅、草莓、番茄、冬瓜、黄瓜
等。立夏时节应少吃动物内脏、肥

肉，以及过咸的食物，如咸鱼、咸菜
等。

饮食要清淡：中医认为，立夏后阳
气上升，天气逐渐变热，此时如果人
们多吃油腻、易上火的食物，就会造
成身体内外皆热，而出现痤疮、口腔
溃疡、便秘等病症。同时，不可过食
和滥食，否则容易伤害肠胃的消化功
能。

立夏之后，天气炎热，心情容易烦

躁，正是喝茶解暑养心的好时节。
麦冬栀子茶：选麦冬、栀子各 4~5

粒，一起泡水喝。有清心祛烦、防暑
降 温 的 作 用 ，缓 解 心 烦 、口 干 的 症
状。

乌梅玉竹茶：选3粒乌梅，3克玉竹，
泡水喝。可以有生津止渴、清热利尿的
作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中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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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反应

作息习惯

饮食禁忌

《三国演义》第六十八回“甘宁百骑劫
魏营，左慈掷杯戏曹操”中写道：曹操请群
臣，正行酒间，左慈足穿木履，立于筵
前。众官惊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陆
俱备，大宴群臣，四方异物极多，内中欠
少何物，贫道愿取之。”曹操曰：“吾只要
牡丹花。”左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放
筵前。以水噀之。顷刻发出牡丹一株，
开放双花。

牡丹花是常用的调经活血中药，为毛
茛科植物牡丹的花蕾，不仅观赏价值高，
还是一味名贵中药，《民间常用草药汇编》
言其调经活血。《四川中药志》言其“治妇
女月经不调，经行腹痛”。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牡丹花含有牡丹
酚、牡丹酚苷、牡丹酚原苷、芍药苷、甾醇、
生物碱、挥发油等，具有降血压、镇痛、镇
静、退热、催眠等功效，对伤寒杆菌、痢疾
杆菌、大肠杆菌、葡萄球菌、肺炎球菌、致
病性真菌等有抑制作用。

牡丹的根皮名丹皮，又名牡丹皮、粉

丹皮、炒丹皮。中医认为，牡丹皮味苦
辛、性微寒，入心、肝、肾经，具有清热凉
血、活血化瘀之功效。牡丹皮苦寒清
泻，走心肝血分，为凉血祛热之要药，凡
血热阴虚者皆可选用。牡丹皮还具有
良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其凉血活血兼
备，有凉而不滞、活而不峻的特点，内
有瘀血而兼有热象者尤为适宜。《本草
纲目》认为牡丹皮“和血，生血，凉血。
治血中伏火，除烦热”，对血热、血瘀
等，皆可应用。把牡丹作为药物最早
载入典籍的是《神农本草经》，书中言
其“主寒热、中风瘛疭、痉、惊痫邪气、
除 症 坚 瘀 血 留 舍 胃 肠 ，安 五 脏 ，疗 痈
疮”。陶弘景《名医别录》言其“除时气

头 痛 、客 热 五 劳 、头 腰 痛 、风 噤 ，癫
疾”。《本草汇言》对牡丹治气理血的机
理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牡丹皮，清
心，养肾，和肝，利包络，并治四经血分
伏火，血中气药也。善治女人经脉不
通及产后恶血不止。又治衄血吐血、崩
漏淋血、跌扑瘀血，凡一切血气为病，统
能治之。盖其气香，香可以调气而行
血；其味苦，苦可以下气而止血；其性
凉，凉可以和血而生血；其味又辛，辛可
以推陈血而致新血也。故甄权方治女人
血因热而将枯、腰脊疼痛，夜热烦渴，用四
物重加牡丹皮最验。”在临床上，牡丹皮治
疗热病吐血、吐衄、血热斑疹、急性阑尾
炎、血瘀痛经、经闭、腹痛、跌打瘀血、高血

压、神经性皮炎、过敏性鼻炎等，疗效甚
佳。一般治疗热性病时宜凉服，治疗跌打
损伤时可温服；孕妇、月经过多女性不宜
服用。

牡丹的叶名牡丹叶。中医认为，牡丹
叶性微寒、味苦辛，无毒，入心、肝、肾、心
包经，具有清热凉血、活血化瘀之功效，适
用于发热吐血、衄血、齿龈出血、抽搐发
痉、风火牙痛、痛经、月经不畅等。药理研
究表明，牡丹叶含有没食子酸，牡丹叶煎
剂对痢疾杆菌、绿脓杆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有显著的抗菌作用。有人用 50%的牡
丹叶煎剂治疗细菌性痢疾 29 例，治愈 28
例，效果良好。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读名著 品中医

随着气温的升高，空气也越来越干燥,整个
人都感觉干巴巴的。中医认为，干燥缺水，最易
伤肺，此时饮食上一定要注意滋阴润肺。说起
润肺，自然不能错过燕窝和雪梨了。今天，就给
大家推荐一款具有滋阴润肺、生津止咳作用的
燕窝百合雪梨盅。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急诊科主
任白清林说，燕窝可滋阴润肺，提高人体肺肾
功能，增强免疫力；百合具有养阴润燥、安心
养神、补脾健胃、清热解毒的功效；雪梨具有
生津止渴、润肺止咳化痰的功效。在空气干
燥的季节，燕窝百合雪梨盅为缓解燥热之佳
品。

食材

雪梨 1 个，干燕窝 6 克，百合 10 克，冰糖 5
克，红枣1个。

制作方法

一、干燕窝提前6小时泡发，每两小时换一
次水，挑毛后清洗备用。

二、百合提前泡发，备用。
三、红枣切丝，备用。
四、雪梨顶部切开，用小勺把梨核挖掉，果

肉挖去，制成盅状。
五、将泡发好的燕窝、百合放入梨盅，冰糖、

红枣丝放于燕窝、百合之上。
六、梨盅中加水没过食材，盖上梨盅盖。
七、凉水上蒸锅，大火煮沸后，转小火蒸1小

时。
八、出锅摆盘即可。
燕窝百合雪梨盅入口后有微微的清甜，然

后有淡淡的梨香、百合的微苦。细心咀嚼你会
发现，燕窝绵厚醇香的感觉溢满口腔，伴随着百
合的软糯，红枣的香甜，丝丝入胃。

白清林说，食疗是将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
与烹饪经验相结合，正所谓寓医于食，它既将药
物作为食物，又对食物赋以药用，药借食力，食
助药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既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又可防病治病，保健强身，延年益
寿。燕窝百合雪梨盅正是遵循这一原则，注重
原料、口感、功效，通过合理烹饪，制成美味可口
的中药美食。

（朱晓娟、彭秀丽整理）

孙维莹/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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