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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顶、发际线、发际线以内的手术疤痕、烧伤疤痕、烫伤

疤痕、电灼疤痕、硬皮病等皆可种植，此外，还可以种植眉

毛、做人工双眼皮、去眼袋。签订合同，不住院，随植随走。

河南省内医生，减免50%手术费。

联系人：郜义祥

种植热线：400-608-1120

13525062439 13673737064

河 南 省 卫 辉 市 郜 氏 医 疗 美 容 专 科

专业种植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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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河南省卫辉市庞寨乡政府东700米路南（京港澳高速卫辉
出口，往滑县方向17公里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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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洛阳市中医药学校 202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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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中等职业教育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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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市文明学校
洛阳市职业教育全面建设先进单位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经河南省教
育厅批准的全日制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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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校占地面积 50667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600 平方米，有全日制在校生 4500 余
人、成人学历教育学生 890 人、教职工
126人、专（兼）职教师 160人。该校常年
开设医、护、药系列 8个专业，其中中医、
生物制药工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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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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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国家有关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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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困
难的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第一、第
二学年均可享受每年 2000 元的助学
金。3.原家庭困难学生，每年可以享
受 国家“雨露计划”教育助学金 3000
元。

学生待遇

普通中专毕业生由河南省教育厅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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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15 岁 以 上 ，不 限 学 历 ，均 可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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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招生计划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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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知悌（约 1243 年~1327 年），字子
敬，号太无，钱塘（今浙江省杭州市）人。
罗知悌是宋末元初著名的医学家，精通
张仲景、刘完素、张从正、李杲等医学名
家的医学思想，将其融会贯通，医术高
超。

罗知悌出身贫寒，少年时被送入宫
中，被迫当了宦官。但罗知悌身残志坚，
拜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为师，认真学习
医学，尽得其传。同时，罗知悌又认真学
习张从正、李杲的医学著作，将其融会贯
通，医术日益精湛。罗知悌爱好广泛，又
善辞章，工书法，精通天文地理，因此深
得宋理宗喜欢。

1275 年，元兵攻破临安，掳走宋恭
宗，罗知悌作为宦官被迫随行至燕京。
罗知悌为人耿直，不攀附权贵，不吝啬钱
财，性格桀骜不驯。在燕京期间，罗知悌
闭门谢客，既不做官，也不和人交往，但
对患者却古道热肠，为人治病不知疲倦，
遇到贫困的患者，还会免费赠送药物。
元代文学家、理学家、医学家、《敖氏伤寒
金镜录》的作者杜本常上门讨教，罗知悌
亦慷慨相授，毫无门户之见。

在古稀之年，罗知悌因年老有病得
以离开燕京，回归故里。临行时，他将所
积钱财、古玩散与街坊邻里和故人，只将
几千部书籍带回杭州。

回到故土，罗知悌身体每况愈下，仍
旧过着隐居的生活，甚少见客，但仍旧竭
尽全力为患者治病。罗知悌晚年收朱丹
溪为徒后，以临床带教的形式进行教学，

“罗每日有求医者来，必令其（朱丹溪）诊
视脉状回禀。罗但卧听，口授用某药治
某病，以某药监其药，以某药为引经”。
这种教学方法既锻炼了朱丹溪的临床操
作技能，又增加了接诊人次，可谓一举两

得。朱丹溪随罗知悌学医 3 年，尽得其
传。1327年，罗知悌因病辞世，朱丹溪为
之营葬乃归，极尽学生之礼。

医学著作

罗知悌推崇精神疗法，又注意固护
胃气，治病处方，灵活善变，疗效颇佳，但
著述不多，目前仅知有《心印绀珠》和《罗
太无口授三法》。可惜《心印绀珠》已经
散佚，唯有《罗太无口授三法》存世。

《罗太无口授三法》分述中风、伤寒、
暑病、瘟疫等内科杂病及妇人胎产前后
诸疾证治。每一种病证按证、因、脉、药
依次论述。该书中多宗《黄帝内经》《伤
寒杂病论》经旨，如“伤风”篇叙述病因，
径引《黄帝内经·素问·评热病论》“邪之
所凑，其气必虚”。罗知悌师从刘完素门
人荆山浮屠，尽得刘氏之学，又旁通张从
正、李杲之说，故其学说兼采刘完素、张
从正、李杲等众家之长，每多阐发己验而
立新说。

《罗太无口授三法》在“类证鉴别”方
面对临床颇具指导意义，如鉴别诊断吐
血、咯血、吼血和咳血，罗知悌先从症状
上进行鉴别，指出“吐血者，逐口出也；咯
血者，咳嗽几声方有微痰，痰中带血丝
也；吼血者，一呕便至一二碗也；咳血者，
咳即有痰有血”，颇与现代临床诊断类
似；再从病因上进行鉴别，认为虽均为
热，而受病则殊。最后指出“诸血证必用
当归”，辨异求同，剖析精当，寥寥数百
言，对 4 种血证的病、因、脉、药叙述详
备。

其临证制方用药，灵活变通。如治
伤寒，其以九味冲和汤代桂枝、麻黄二
汤，言“遵仲景方法，然变态百端，不能悉
举，仔细详之”。又如其论中风，以河间、

东垣心火盛而肾水虚立论，再从“虽缘外
风之中，实因内气之虚”溯源，认为“虚之
所在，气多不贯。一为风所入，肢体于是
乎废也”。并根据中风部位确立治疗大
法：“中脏者宜下，中腑者宜汗，中经者宜
补血以养筋，中血脉者宜养血以通气。”
罗知悌诊病立方，法随证出，方据法立，
井然有序，简明扼要，实为临证圭臬。

医学贡献

一、促进了金元时期南北医学的交
流

从南宋立国开始，中国分裂为南北
对立的两部分，南北学术交流也基本中
断。其间南宋医学秉承北宋医学的昌盛
局面继续向前发展，基础理论和临床实
践方面均有重大突破，涌现出《三因极—
病证方论》《绍兴本草》《活人事证药方》

《普济本事方》《仁斋直指方论》《小儿卫
生总微论方》《针灸资生经》《外科精要》

《济生方》等一大批医学著作；在北方的
金元地区，则涌现出刘完素、张元素、张
从正、李杲等一大批伟大的医学家，开中
医门户之先河，但由于战乱原因，南北双
方医学学术交流较少。

罗知悌在南宋浓厚的医学氛围中成
长为一代名医，自然深受其浸润。罗知
悌拜刘完素弟子荆山浮屠为师学医，旁
通张从正、李杲之说，一人而兼南北医学
之长。南宋末年，他随三宫（太皇太后、
太后、皇帝）被俘虏至燕京，长达 40 余
年，期间“闭门绝人事”，把刘完素、张从
正、李杲之学术思想融会贯通，并多有创
新，对北方医学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深
刻理解。同时治病救人，也将南方相关
医学思想带到了北方。罗知悌晚年回归
杭州，收徒治病救人，又将北方医学思想

带回南方，培养出朱丹溪这样的医学大
师。

二、培养了一代名医朱丹溪
从促进中医学进步发展的角度来

看，罗知悌的最大成就无疑是培养了一
代名医朱丹溪。罗知悌晚年收朱丹溪为
徒，视朱丹溪为衣钵传人，将刘完素、张
从正、李杲之学及其自身临证经验倾囊
相授，为创立丹溪学派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一是将习医之法授予朱丹溪。罗知
悌认为《黄帝内经·素问》《难经》为医学
思想之根本，张仲景的《伤寒论》详释外
感之疾，李杲的《脾胃论》阐析内伤之
病。朱丹溪闻之，疑窦冰释。

二是将病因病机纲领授予朱丹溪。
罗知悌尤其提到“湿热、相火为病最多，
人罕有知其秘者”，后来朱丹溪在湿热
和相火两个方面尤有发挥，此言功不可
没。

三是培养了朱丹溪的创新思想。罗
知悌的创新思想影响了朱丹溪。罗知悌
治病处方不拘泥古方，制方用药灵活善
变，疗效颇佳。朱丹溪亦秉承恩师尊古
而不泥古的创新思想，在继承金元寒凉、
攻下、补脾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滋阴学
说，成为金元四大家之集大成者。

罗知悌的一生是坎坷而富有传奇色
彩的一生，他出身贫寒，被迫入宫，又因
刻苦学医成为杏林中的翘楚，被宋理宗
喜欢，享尽人间荣耀。后因南宋败亡而
被迫离开故乡，过了 40 余年的俘虏生
活，直到晚年才得以返还。其间阴差阳
错，促进了南北医学的交流，培养了一代
名医朱丹溪，足以流芳千古。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员
会））

罗知悌对医学发展的贡献罗知悌对医学发展的贡献
□□黄新生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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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期有个官吏叫童恢，字汉宗，琅琊郡
姑幕（今山东省诸城市）人，曾任不其县（今山东
省青岛市辖区）县令多年，《后汉书》为其列传。

据记载，童恢为官奉公廉洁，勤于政事，体
恤民情，惩恶扬善，深受百姓拥戴。至今，当地
还流传他伏虎降妖、屡破奇案等传奇故事。其
中，他妙方治贪的故事，说明他颇懂医药，为传
统中医添彩。

那一年，当地盐司（管理盐务的官）王佟患
了一种邪病，时常感到胸口憋胀，透不过气来，
为此坐卧不安，每到晚上，头还如针扎般疼痛，
远近的郎中都看遍了，没人说出个所以然。童
恢对他早有了解，知道这个王佟胆大包天，走
私、受贿无所不做，便提出给他看病。

见到王佟，童恢没问病情，也没看舌搭脉，
随手开了两张处方便匆匆离去。只见第一张处
方上写着：二乌（川乌、草乌）、过路黄、香附子、
连翘、王不留行、法半夏、荜茇、朱砂。王佟初看
这8 味药，觉得奇怪，可连念了两遍，就觉得有
寒气入脑，一下子从炕上跳了起来，并瞬间脸色
蜡黄，汗流浃背。原来，王佟一直自作聪明，认
为他的两宗丑事天衣无缝，无人知晓，而现在童
恢开的药，连贯药名首字，分明就是“二过相连，
王法必诛”。这是把自己的老底儿给揭出来了，
他怎能不胆战心惊。

王佟再看第二张药方，上面是：桑寄生、乳香、官桂、木香、益母
草、茯苓。他又将这6味药的首字连贯一读，竟是“赏汝棺木一副”。
他早闻童恢疾恶如仇，执法如山，这下子更觉害怕，一时气血攻心，
吐出一口鲜血来。

家里的老少见此情景，吓得号啕大哭，乱作一团。王佟也泪眼
婆娑，后悔不已，并打定主意要自首。于是第二天一大早，王佟便来
到童恢府上，跪地求饶说：“童大人，恕我罪过，贪心邪起，幸亏大人
及时敲击……”

童恢听后哈哈大笑，竟说起医理来：“你所以胸部憋胀，头痛不
止，乃因婪气郁凝，瘀血积结。现此气泄出，吐尽浊血，你的病很快
会痊愈的。心病贵在己医。不过从医家看来，这两剂药只要服下，
能开窍、止乱、壮气。”

此后，童恢没有和王佟及其他人再提此事。王佟投案退赃后，
仿佛像换了个人似的，每天神清气爽，疾病的症状也消失了，还不住
夸赞童大人高明，从表皮到内心彻底治好了他的病。

（作者供职于辉县市中医院）

疏通经络疏通经络 恢复气机恢复气机
□□翟红斌翟红斌

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人们所患的疾
病也越来越多，有的疾病甚至还越来越
重，对于此现象，也许从大禹治水的故事
中我们可以找出答案。

大禹治水是《山海经》中的一个故事，
但被众人熟知的只是这个故事的后半部
分。其实大禹治水也叫鲧禹治水，讲的是
大禹和他的父亲鲧两人治理水患、造福百
姓的故事。

相传上古贤君尧还在世时，中原地
区洪水泛滥，鲧被推荐治理水患，鲧采
用修筑堤防，并逐年加高加厚堤防的办
法以障洪水，9 年不得成功，最后被放逐
羽山而死。舜帝继位后，任用鲧的儿子
禹治水，禹总结父亲的治水经验，改“围
堵障”为“疏顺导滞”的方法，把洪水引
入疏通的河道、洼地或湖泊，然后合通
四海，平息了水患，历时 13 年最终治水
成功。

鲧禹父子治水，一个堵一个疏，最终
结果却完全不同。其实，在这一堵一疏之
间，也蕴含着丰富的中医治病机理。

围追堵截 未必治病
在日常生活中治疗感冒，很多人往往

会习惯性地选择抗病毒、杀菌；治疗肿瘤，
常见的就是放疗、化疗、手术切除；见到血
压高、血糖高，首选就是降压、降糖。这些
治病方法不就是一种围追堵截的思维方
式吗？

当人体内的气聚集在一起，升降出入
的循环出现了障碍，气机不顺，出现喘、
闷、咳嗽、腹胀、打嗝，甚至高血压病、糖
尿病、肿瘤等疾病，一味地灭、杀、切，而
不去疏导气机，病情怎会不加重呢？更
甚者终身服药的病例也比比皆是，有些
人服用了一辈子的药，最终也没有把病
治好。

在临床中，也有很多用堵来治病的案
例，比如感受风寒后引起的咽痛、发热、牙
痛、口舌生疮、面部痤疮等老百姓所说的

“上火”症状，均是由于受寒后体表关闭而
体内的阳气无法透达于外，攻冲于上所
致。

而很多人治疗“上火”时，会选用双黄

连口服液、清热解毒口服液、牛黄解毒片
等清热泻火药。殊不知，这样不仅使侵袭
于体表的寒邪无法驱除，还会引邪入里，
伤及脾阳，症状虽然暂时得到了缓解，但
身体却受到了伤害，这就是典型用“堵”的
思维来治病的例子。

此时，正确的方法应该是用辛温药来
打开被寒邪束缚的体表，让体内的郁热得
到疏散，这时头面咽喉部不再受到郁热的
熏灼，自然就不会再“上火”。

疏通经络 恢复气机
今年2月，笔者接诊了一例胸闷几十

年的患者。患者主诉胸闷、气短、鼻塞，
平常总感觉胸中气不够用，呼吸不畅，经
拍打捶胸后感觉稍缓解，病史几十年，常
年治疗效果不佳。四诊合参后，首诊让
其服用白通汤 10 剂，服药第四天，患者
胸闷症状有所改善，鼻塞改善最为明
显。二诊让其继续服白通汤 10 剂。三
诊除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 10
剂。后续患者反馈胸闷症状已基本消
失。

究其病机，是长期的寒邪束表、腠理
闭塞，使瘀滞在胸中的气得不到升发、宣
泄所致。故改变以往补益、滋阴、活血、化
瘀的治疗方法，为其温阳宣散，鼓舞体内
真阳，解除肌表束缚，温通经脉，驱寒外
出，引气机向上向外走，堵在胸中的气自
然消散，症状也就随之消失。

《道德经》有云，“天地之间，其犹橐龠
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其大意为，天
地之间，不正像风箱一样吗？虽里面空虚
却不会穷竭，越是排除，它风量越多。延
伸到人体来讲，即以深长呼吸，推动全身
的气液循环，使经络畅通，气液畅旺，匹配
阴阳。所以说，人体内的气机循环周而复
始，如环无端，升降出入，无时不有。而中
医治病，重在调气，帮助气机恢复或回归
到人体自身本能的运行状态之中，顺应各
脏腑功能活动的开展。因势利导，顺势而
为，疏导畅通，通关达窍，从而达到治病的
目的。

（作者供职于郑州金水中易中医门诊
部）

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养养生堂生堂

■读书时间
■杏林撷萃

元泰定二年元泰定二年（（13251325年年），），在杭州名医罗知悌的家门口在杭州名医罗知悌的家门口，，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还是烈日当空，，年轻的朱丹年轻的朱丹

溪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溪总是恭恭敬敬地站在那里，，请求拜师学艺请求拜师学艺。。最终精诚所至最终精诚所至，，罗知悌收朱丹溪为徒罗知悌收朱丹溪为徒，，悉心传授医术悉心传授医术，，

将其培养成一代医学大师将其培养成一代医学大师。。杏林中人称之为杏林中人称之为““罗门拱立罗门拱立”，”，与与““程门立雪程门立雪””并为传世佳话并为传世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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