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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经历不到1小时，北京
积水潭医院副院长吴新宝与创伤骨
科赵春鹏、曹奇勇等专家齐心协
力，成功完成了全国首例使用

“3D打印定制化钢板”进行股骨远
端粉碎性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

3D打印精准医学应用于复杂
骨折重建，不仅填补了国内骨科创
伤领域的技术空白，同时标志着我
国在复杂骨折复位内固定手术技术
方面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也是施
行《定制式医疗器械监督管理规定
（试行）》后，北京积水潭医院完
成的首台经定制化备案的定制化手
术，意味着北京积水潭医院定制化
手术正式纳入规范化的管理。

患者是一位高龄女性，因一次
滑倒意外致左膝关节受伤，由此导
致左股骨远端骨质疏松性骨折，伤
后来到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住院
治疗。

吴新宝团队对患者检查后发现
患者系典型老年骨质疏松性骨折，
膝关节周围有明显老年退行性改
变；股骨远端大量骨性增生导致骨
折部位解剖形态与青壮年成人有明
显差异，股骨前弓明显增大；同时
老年患者骨愈合能力下降，容易发
生骨折不愈合，内固定物失效等并
发症。如何更好地解决老年骨质疏
松性骨折这一临床问题，降低手术
并发症是骨科医生面临的一个临床
挑战。

经过吴新宝团队对患者病情进
行综合分析，拟采用当前骨科治疗
前沿的3D打印技术，为患者定制
个性化内固定接骨板进行骨折内固
定治疗。利用爱康医疗的医工交互
系统，爱康医疗研发工程师团队与
吴新宝团队紧密互动，根据患者患
肢影像资料，专门设计了个性化定
制的解剖型股骨钢板。

首先，该定制化接骨板使用创
新设计，其骨接触面模仿人工关节

的表面设计，为类骨小梁微孔设计，
有利于接骨板和骨骼之间产生骨长
入，大大增加接骨板系统对骨折部位
的稳定功能。该设计特别针对老年骨
质疏松患者骨折愈合慢、内固定容易
松动失效的特点，增加了传统内固定
物所不具备的临床优势。

其次，定制化接骨板的形态设计
是以患者的个人CT数据为参考，完
全根据患者个人的解剖形态而打印制
造，与患者股骨远端解剖形态完全一
致 ， 便 于 手 术 中 骨 折 的 复 位 固
定；另外接骨板钉孔设计参考了骨折
端的解剖形态和生物力学特点，骨折
端的接骨板形态得到了强化设计，并
同时计算了手术中所需螺钉的长度，
实现了精准化置钉功能，简化了手术
操作。

吴新宝团队术前详细规划，反复
推演手术流程。最终，在短短不到1
小时的时间内，手术团队按照手术设
计顺利完成了骨折的复位固定。术中
影像显示，骨折解剖复位，定制钢板
位置得当，螺钉位置理想，完美实现
了术前规划的手术目标。

老年骨折患者由于骨折部位骨质
疏松，因而大多愈合迟缓，且折端解
剖形态变化大，尤其是对于发生于人
工关节周围的假体周围骨折患者来
说，骨折的良好复位、坚强固定是骨
折愈合、恢复患肢功能的前提条件。
而带有类骨小梁微孔结构面的接骨板
系统可以附加传统接骨板所没有的接
骨板与骨折部位骨质产生骨长入的新
功能，能更好地稳定骨折端，防止内
固定物失效，创造骨折愈合的稳定力
学环境，加速患肢功能的恢复。同
时，对于骨折部位解剖形态异常的患
者，常规的接骨板无法对骨折部位结
构实现完美的解剖贴附，通过定制化
的假体的使用，实现便捷的骨折复
位、术后异物感降低、骨折固定更为
牢靠。

（王天奡）

全国首例3D打印定制钢板
助70岁患者重建股骨远端

本报讯 （记者 王天奡） 10
月 28 日，商务部发布了 《关于

“十四五”时期促进药品流通行业
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
称《意见》）。根据《意见》规划
目标，“十四五”期间我国要培育
1-3家五千亿元、5-10家千亿元
的大型数字化、综合性药品流通
企业，以及5-10家500亿元的药
品零售连锁企业，100 家左右智
能化、特色化、平台化的药品供
应链服务企业。

按照 《意见》 规划，到2025
年，药品流通行业与我国新发展
阶段人民健康需要相适应，创新

引领、科技赋能、覆盖城乡、布局
均衡、协同发展、安全便利的现代
药品流通体系更加完善。其中，药
品批发百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批
发市场总额98%以上；药品零售百
强企业年销售额占药品零售市场总
额65%以上；药品零售连锁率接近
70%。

同时，《意见》还支持药品流通
企业与第三方物流、邮政和快递市
场化合作，完善农村药品流通网络
建设。此外，还对零售药店的发展
指明了稳步发展数字化药品流通、
持续优化流通行业结构、促进对外
交流合作三个发展方向。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培育
5-10家千亿药品流通企业

最新版《中国儿童青少年精神
障碍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我
国儿童青少年整体精神障碍流行率
为 17.5% ， 其 中 焦 虑 障 碍 占
4.7%。《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
也显示，2020年全球范围内重度
抑郁症和焦虑症分别增加28%和
26%，其中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影
响最大。

随着社会节奏加快，人们的心
理压力越来越大，焦虑症发病率日
益增高，而新冠疫情则更放大了人
们的焦虑。近日发表在《医学互联
网研究杂志(JMIR)心理健康》 上
的一项新研究表明，虚拟现实技术
（VR） 已被发现是一种有效的焦
虑症治疗方法。

近年来，世界各国学术界一直
在研究VR治疗各种心理障碍的潜
力。此前有研究已表明，VR可以
缓解某些恐惧症，治疗创伤后应激
障碍，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在公共场
合减少偏执和焦虑。

该研究调查了VR在治疗心理
健康状况中的使用方式、所用技术
以及它们作为一种治疗方法的有效
性。研究小组对2017年~2021年
发表的有关VR技术用于焦虑症治
疗方法的报告进行了详细审查。他
们发现，大多数研究表明，使用
VR技术在一系列环境下对焦虑的
治疗是有效的，并推荐将VR作为

临床中使用的治疗方案之一。
VR 技术在心理健康领域的应

用，是一个具有很大潜力的创新领
域。它在心理健康干预方面具有独特
的优势，比如暴露疗法。暴露疗法通
常用于治疗焦虑症，该技术通过使患
者暴露于恐惧事件中，来减少相关的
恐惧。使用VR，可以创建在现实生
活中无法再现或难以实现的特定体
验，这些体验可以根据每个人的具体
情况进行设置和改变，并允许他们在
安全的虚拟环境中进行暴露训练。

研究人员招募了 60名志愿者，
除社交焦虑症外，所有参与者均患有
公共演讲恐惧症。参与者与临床心
理学家一起参加了三小时的VR辅
助治疗。这些参与者被要求使用VR
在虚拟观众面前进行演讲。VR体验
可进行个性化定制，根据环境、听
众的心情和听众的行为为每个患者
进行调整。演讲后，参与者可以回
放他们的表演，就仿佛他们是虚拟
观众的一员。参与者的自我报告显
示，VR辅助治疗后，公共演讲恐惧
显著降低。

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暴露疗法
通过减少患者对负面评价和灾难性信
念的恐惧来发挥作用。这项发现意义
重大，因为这表明临床医生在VR的
帮助下也可以进行辅助治疗，从而使
有焦虑症的患者受益。

（陈晶）

虚拟现实技术（VR）有望治疗焦虑

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的学习，仍在进行中。这篇重要讲
话是奋进新时代伟大征程的宣言
书、动员令，是党和国家各项事
业，包括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纲领性
文献和行动指南。

当前，中医药事业发展面临着
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既承载着党
和人民更多的期望，也同样被赋予
了更高的品质要求。作为中医药
人，我们要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
程中汲取精气神，担负起中医药发
展振兴的时代新使命。

发展中医药，要从百年党
史中悟精髓要义

发展中医药，必须坚持运用马
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
药系列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遵
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
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产业化，坚持中西医并重”，这既
是中医学经千百年发展的智慧选
择，更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
的智慧结晶。守正是中医药发展的
根基，创新是中医药生命力的来
源，创新要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
新，只有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才能激发中医药活力，保持
中医药的生命力和吸引力。

中医药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
期生产生活和同疾病作斗争中逐步
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是我
国具有独特理论和技术方法的体系。
中医药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
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习近平总
书记强调，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能一
次次转危为安，靠的就是中医药。发
展中医药，必须要增强“四个自
信”，增强民族志气，深入发掘中医
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
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
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
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
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
谱写新的篇章。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传承创新发展中医
药，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从
坚定文化自信、增进人民福祉的战
略高度出发，高位引领和推动中医
药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
示，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发展中医
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和怎样发
展中医药”等一系列根本性、长远
性的重大问题。发展中医药，必须

要增进自觉，树立“功成不必在
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主人翁意
识；要有危机意识，时不我待，增
强紧迫感；要有机遇意识，顺势而
为，增强责任感；要有挑战意识，
知难而进，增强使命感。

几千年来，中医药守护着中华
民族的生命健康与安全，临床疗效
是中医药发展的“硬核底气”。中
医药学是整体医学、健康医学，注
重社会、心理、环境等对健康的影
响，注重从整体功能上维护健康，
注重预防保健养生“治未病”，与
调整了的医学目的和转变了的医学
模式相一致，显示了独特的优势和
生命力，越来越受到现代生命科学
和健康医学科学的关注和重视，也
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民众的欢
迎和喜爱，显示出广阔的发展空
间。特别是在这次疫情防控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西医结
合、中西医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
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更是中
华民族的底气。发展中医药，必须
要遵循自身规律，做强中医药学科
专业、培养特色人才、挖掘宝库精
华，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要提高
创新能力，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
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
路，推动中医药内涵发展。要改革
管理体系，优化政策制度和人才培
养模式，推动中医药转型发展。要
坚持开放包容，化疫为机，加强各
方传统医药互学互鉴，携手应对公
共卫生挑战，推动中医药融合发展。

发展中医药，从百年党史
中汲取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中国

的事情，关键在党。回顾100年来
党领导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程，中
医药之所以能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
机，党的坚强领导是根本保证和力
量源泉。民主革命时期，广泛使用
中医药，倡导“中西两法治疗”。
新中国成立后，坚定扶持中医药，
团结中西医，开展“西学中”。改
革开放后，坚持中西医并重，大力
发展中医药。党的十八大以来，促
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全面振兴
中医药。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也是
推动中医药自近代以来由“明珠蒙
尘”走向全面振兴的过程，彰显着
党领导下中医药事业的特色与优
势，也为当代条件下中医药事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深刻启
示，即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于危难
中挽救中医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
能实现中医药的发展振兴。新时代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一项全面而
系统的工程，必须加强党对中医药
事业的全面领导，全面落实管党治
党主体责任，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
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江山就是
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性”
是中医药的生动内核和重要属性，
一方面中医药来自人民的伟大创
造，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
活和同疾病作斗争中的哲学智慧
结晶。另一方面，中医药注重

“治未病”，强调“天人合一”，积
累了丰富的养生理念和方法，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健康养生文化深
深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因此，
中医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
爱。发展中医药，必须站稳人民
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发挥中医
药“简便廉验”的特色优势，解
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为人民群众提供更高质量的健
康保障。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
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
民健康，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提供重
要支撑。

中医与西医的价值旨归都是维护
人类健康。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
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
健康，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
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中
医药是个伟大的宝库，不仅是中医人
的宝库，也是西医人的宝库。屠呦
呦、陈香美、吴咸中、陈竺、沈自
尹等一批西医药专家，从事中西医
结合研究，发掘中医药精华，取得
了一批高水平的原创成果，成为中
西医结合大专家，同时高水平的学
术研究，也推动了中医药学科发
展。广大的西医药人研究中医药、
使用中医药，将是未来中医药发展
的最大变量和增量。发展中医药必
须团结中医西医人，坚持中西医并
重，走中西医结合道路。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时代是出
题人；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人民
群众是阅卷人；中医人、西医人、科
技者、管理者，都是赶考人。察势者
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我
们应当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
新的起点，从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重要讲话和百年党史学习中汲取精气
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精华、守正创
新，乘势而上，顺势而为，与伟大时
代、伟大事业同频共振，做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千年岐黄发展振兴
中医梦的见证者、参与者和贡献者。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

（作者系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
院院长、国家首批青年岐黄学者）

赓续百年党史精气神 勇担岐黄振兴新使命
肖炜

随着生活压力与节奏的加快，人
们越来越关注健康。中医认为“脾胃
为后天之本”，强调“内伤脾胃，百
病由生”，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指
出“养生要以脾胃为先”，其重要性
可见一斑。以色列一项纳入1258名
70~82岁老年病人的研究发现，在排
除老人身体活动量、人口学特征、营
养等影响因素后，胃肠健康、胃口好
的老人，死亡风险更低。

生活中，总少不了这样那样的不
良影响，造成饮食不节、饥饱不均，
烟酒与油腻过度、劳累过度，或情志
上的忧思欲怒过度等等，往往伤及我
们的脾胃。中医对于治疗脾胃疾病和
养生保健有许多方法，除常见的口服
中药汤剂、中成药外，还有针刺、艾
灸、穴位贴敷等一系列外治方法，但
最易于掌握、应用最方便的外治方法
是穴位按摩法，今天给大家介绍几个
简单易行的，自己空闲时就可以
进行。

（一）腹胀纳呆按中脘
当出现胃脘痛、腹胀、纳呆、不

思饮食、饭后胀满等症状时，选择中
脘穴。

中脘穴定位于人体上腹部，前正
中线上，当脐中上4寸。该穴有疏肝

养胃、消食导滞和胃健脾、降逆利水
的作用。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点揉法：伸出双手的食指、中指
四根手指，四指并拢，点到中脘穴
上，用力向下点，力度以自己能够承
受为准，坚持10秒钟，松开，然后
再点，再松开，直到症状减轻。

掌揉法：用手掌掌心或掌根，放
在中脘穴上，按揉。

（二）下腹虚寒找关元
当出现胃脘冷痛，喜温喜暖，得

热痛减时，选择关元穴。
关元穴定位于下腹部，前正中线

上，当脐中下 3 寸。该穴有培补元
气、温肾壮阳、健脾益胃的作用。具
体操作方法如下：

掌根揉法：用手掌根部推揉关元
穴2~3分钟，以酸胀发热为度。

震颤法：是双手交叉重叠置于关
元穴上，稍加压力，然后交叉之手快
速地、小幅度地上下推动。操作不分
时间地点，随时可做。注意不可以过
度用力，按揉时只要局部有酸胀感即
可，时间3~5分钟。

（三）呕吐呃逆寻内关
当出现胃部疼痛，伴呕吐或呃逆

时，选择内关穴。
内关穴定位于前臂掌侧，当曲泽

与大陵的连线上，腕横纹上2寸，掌
长肌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该穴有
理气宽胸、和胃降浊的作用。具体操
作方法如下：

每天用左手的拇指尖按压右胳膊
的内关穴，力道适中，不可太强，以
感觉酸胀为佳。每次5~10分钟，每日
2~3次，再用右手按压左侧内关穴。

（四）气机不顺配太冲
当出现因情绪影响，如生气、悲

伤、抑郁造成的胃部绞痛时，选择太
冲穴。

太冲穴定位在足背，第1、第2
跖骨间，跖骨结合部前方凹陷中，或
触及动脉波动处。该穴有疏肝解郁，
调理脾胃的作用。具体操作方法
如下：

可以用拇指或者食指指腹点压，
按揉该穴位，以酸胀为度，每次约
15分钟，每天一到两次，如果自我
感觉手部疲累，不能坚持，也可以改
用硬一点的东西按压。

另外可以配合擦两胁部效果更
佳，自然站立，两手分别摩擦两胁
（从腋下到肋骨尽处），直到局部发红
发热为止。

（五）长寿保健足三里
当出现自觉脾胃虚弱，懒言少

气，饮食不香时，选择足三里穴。
足三里穴定位于小腿外侧，犊鼻下

3 寸，犊鼻与解溪连线上。有调理脾
胃、补中益气、通经活络、扶正祛邪的
作用。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点按法：用拇指的指腹进行一按一
放有节奏的点按，每次点按3-5分钟。

按揉法：用拇指指腹的桡侧缘按在
足三里上，然后做均匀的旋转运动，按
揉时应注意节律一致，用力适中，一般
按揉3~5分钟，以酸胀为度。

每日 1~2 回，每回 10~15 分钟。
局部有皮损溃疡，不宜做按摩。

关于取穴时的尺度，多采用人身自
带的尺子“同身寸”，即以患者本人体
表的某些部位折定分寸，作为量取穴位
时的长度单位，譬如：一个大拇指的宽
度为1寸，三指并拢为2寸，四指并拢
为3寸。

自我穴位按摩特别是养生健身，以
自我感觉舒适为度，方便适用。

自我保健：穴位按摩调脾胃
唐旭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