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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医面对面

“患神经性耳聋耳鸣十余年，耳
鸣持续性，影响睡眠和心情，平时大
声讲话听不见。经过高主任针灸6次
后，耳鸣基本不响了，偶尔轻微出
现，听力也明显提高，现在5米远都
能正常交流了，睡得好，心情也好
了。”宋女士难掩欣喜之情，向记者
说道。

宋女士口中的高主任是原北京军
区总医院东区耳鼻喉科主任兼耳聋治
疗中心主任、学科带头人，现北京王
府中西医结合医院耳鸣耳聋科主任高
留华。

一直以来，“治病不治瘫和聋，
治了瘫聋终丢名”的说法甚为流行。
可明知山有虎的高留华却偏向虎山
行，主动当起了耳科医生，这一干就
是近50年。

■ 因同学的遭遇，立志当耳科医生

高留华出身杏林世家，自幼耳濡
目染于悬壶济世、寻医问药，长大后
便跟着父母学习针灸。1970年底，
高留华应征入伍，因其略懂医道，成
为一名卫生员。当时部队驻守在黄海
之滨的一个小山村里，在村里人看
来，他的这点医道已是很不简单了，
于是小病小灾，腰酸头疼都来找他，
免费扎上几针效果挺好，再配上一些
中草药竟然治好了不少常见病。

“参军入伍后，身边不少战友在
训练中受到枪炮声刺激导致耳鸣耳
聋，看到他们痛苦不堪的样子，我就
想为他们做点什么。”谈及当年的选
择，高留华记忆犹新，在他内心深
处，还忘不掉中学时的一位同学，那
位同学因患耳聋听不清老师讲课，急
得经常掉眼泪，“看到她那痛苦的样
子，我又难过又着急，就想如果能为
这样的患者解除病痛该多好。”

■ 与耳聋结下不解之缘

在部队的一天，附近村庄有一位
农民领着自己12岁的耳聋女儿找高
留华求治。“这可是疑难病症，你可
别冒险。”战友们都劝他。高留华那
时的针灸医技已有一定功底，又有中
学同学的先例，因此一心想攻克这道
难关，于是他收下了人生中第一位耳
聋患者。

高留华不敢有任何懈怠之心，通
宵查阅古今医书，确定针灸穴位，又
一针针在自己身上试针，细细体会针
感。扎了无数针，尝遍酸胀、麻痛的
滋味，有一定把握后，他开始给女孩
扎针治疗。经过一段时间精心治疗，
耳聋女孩居然有了听力，并且能和别
人交流了。这次治疗效果让高留华感
到欣慰，决心在无声世界里不断探
索，为更多的耳聋耳鸣患者解除痛
苦，力求找到更科学更系统地治疗耳
聋耳鸣方法。从此，他与耳聋耳鸣结
下了不解之缘。

■ 刻苦钻研，攻克耳鸣耳
聋久治不愈难关

高留华治好小聋女的消息不胫而
走，引起部队官兵和当地老百姓的广
泛关注。他们纷纷把自己的亲人和朋
友带来就诊，前来就诊的耳鸣耳聋患
者越来越多，病情也越来越复杂，高
留华深知自己的理论知识和技术远远
不够，而治疗耳鸣耳聋是他义不容辞
的责任。为了提高自己治疗耳聋耳鸣
的医疗技术水平，他向部队领导提出
要求去大医院进修深造学习。

1979年初，他来到青岛市三甲
医院市立医院进修。在进修期间，他
翻阅了大量的医学书籍，获取了很多
的耳科临床知识，不断虚心地向耳鼻
喉科专家和老师请教，掌握和提高了
治疗耳鸣耳聋的理论基础。在老师和
专家指导下，成立了治疗耳鸣耳聋的
科研小组，制定了一系列科研方案，
进行了临床实践和动物实验。经过多
次研讨，认为神经性耳鸣耳聋主要是
内耳微循环障碍，内耳缺血缺氧导致
内耳听觉毛细胞坏死、变性，出现耳
鸣和听力下降。

学习的同时，他还经常拿自己做
实验，在自己的身上、头上找穴位扎

针，为了得到最佳治疗方案和效果，不
惜用强噪声刺激自己的耳朵达半个月之
久，直到产生极痛苦的耳鸣和晕眩，随
即他又向自己头部神经密集而被称为禁
区的部位试针，逐渐摸索出一套独具特
色的耳鸣耳聋治疗法，提出了因耳蜗微
循环障碍而引起的听神经毛细胞病变受
损，只要改善其微循环就可以复聪的全
新认识。几经周折，高留华终于发现了
具有改善耳蜗微循环，促使听觉毛细胞
再生的新穴位，这就是他首创的“聋鸣
一号、聋鸣二号、聋鸣三号”三个穴
位，经有关专家论证，这三个穴位是他
的新发现，医书上尚未有记载。

治疗耳鸣耳聋的新穴位产生后，应
用新穴位给众多耳鸣耳聋患者治疗在临
床上取得了明显的疗效。那时，一位10
岁的小男孩因病用药导致双耳听力下
降，无法与人正常交流，经过一段时间治
疗，听力基本恢复正常，小男孩后来考上
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高留华新穴位的发明应用，改变了男孩
的人生轨迹，给他带来了幸福人生。

彼时的高留华并没有止于已有的成
就，为了进一步丰富自己的医学知识，
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1981年，他考
上了青岛医科大学，后为了研究中医中
药治疗神经性耳鸣耳聋，1987~1989
年他又来到山东中医药大学学习深造。

■ 精益求精，发明多套耳鸣
耳聋诊疗体系

经过近10年的学习、研究、探索，高
留华总结了一套科学、系统中西医结合的
治疗方案。他认为，耳聋并非肾虚，在治疗
上，打破了传统的以补肾为主治疗耳鸣耳
聋的中医理论，提出采用活血化瘀、通络
解毒、激活听神经理论。他以针灸为主，配
合药物、穴位按摩、电针等多种综合疗法，
在临床上获得显著的治疗效果。1989年1
月27日，新华社记者为这种特色疗法撰
文《“高氏疗法”攻入聋禁区》，在国内外引
起强烈反响。“高氏疗法”诞生后，这种疗
法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受到患者一致好
评。1991年，他撰写的《针刺、电针治疗链
霉素中毒性耳聋100例疗效观察》一文，
发表在美国国际临床针灸杂志上；1992
年他撰写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药物性耳聋
57例疗效观察》一文，发表在中西医结合
杂志上，让广大耳聋患者看到了重返有声
世界的希望之光。

通过多年系统的理论学习和长期的
临床摸索，高留华发明了治疗耳鸣耳聋
的3个新穴位和“聪耳止鸣快速无痛针
刺法”以及耳鸣耳聋按摩疗法，通过5年
的临床科研论证，2011年成功研制了原
北京军区卫生部批号的“丹龙颗粒”。

■ 贡献毕生的精力，为耳鸣
耳聋患者解除痛苦

“不少患者平时要上班，只能挤出
周末看病，还有的从外地过来，来趟北
京不容易。”这么多年以来，高留华都
坚持除了工作日出诊外，周六也出诊，
他不仅对每位患者视如亲人，由于他针
灸技术好，患者家属有其他疾患，如腰
疼、腿疼、颈椎病，只要有求于他，他
也都有求必应，“医生是为患者服务
的，我只想更多地帮助人。看到他们病
情好转，我就很高兴。”

高留华还时常带病工作——长期低
头针灸，患上了颈椎病，坚持工作；胳
膊摔伤了，绑着绷带坚持工作；因疲劳
所致丹毒，腿和脚疼痛难忍，不能走
路，扶着拐杖坚持工作。“外地来北京
治疗的患者每天食宿费很高，不容易，
不能耽误他们的治疗。”近50年来，高
留华为数万名耳鸣耳聋患者解除了痛
苦。为了给更多的耳鸣耳聋患者带去福
音，每年的“爱耳日”“助残日”“全国
义诊周”，他都积极参加义诊活动，每
次都能治疗400多个病人。

在治疗耳鸣耳聋道路上，高留华获
得了一次又一次的科研突破，也获得了
无数次荣誉和奖章。“为耳鸣耳聋患者
解除痛苦，我将贡献自己毕生的精
力。”在众多掌声和荣誉面前，他没有
一丝倦怠和自满。

“把从医几十年来积累的技术和经
验传给更多的人；希望多到相对落后的
山区义诊。”如今，这是六旬有余的高
留华接下来想做的两件事。

高留华：“医生是为患者服务的”
本报记者 陈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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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摘得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
台金牌的谷爱凌在接受采访时，“自
曝”秘密武器是睡足10个小时，这一
话题迅速上了热搜。对此，神经内科专
家介绍，市民无需过分追求10小时睡
眠，保证充足睡眠最重要。

高质量的充足睡眠才最重要

不少市民因为谷爱凌开始关注睡眠
问题，这段时间来看睡眠记忆门诊的人
比平时多出了两成。睡眠记忆门诊以中
老年群体为主，但青少年、中青年近几
年也呈上升趋势，总体来说，女性居
多，据分析可能与女性经历了孕产期、
更年期，或者在生活中承担了更多的生
活琐事有关。最近更是有不少家长带着
孩子来看睡眠记忆门诊，望子成龙、成
凤的家长们希望我们能提供保证孩子睡
眠的秘诀。

“对于青少年，睡眠不足会引起反
应能力下降、免疫力降低、记忆力减退
等多种问题。解决学生睡眠质量问题，
才能提高学习效率，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好睡眠是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标
志。”武汉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经
屏介绍，如果孩子睡眠不足，还会随年

龄、年级的变化而加重，进而影响未成
年人体格和神经发育甚至身心健康发
育。而对于成年人，睡眠不足还会引发
更多的问题。睡眠是消除身体疲劳的主
要方式。睡眠期间是胃肠道及其有关脏
器合成并制造人体能量物质以供活动时
使用的好时机。另外，由于体温、心
率、血压下降，呼吸及部分内分泌减
少，使基础代谢率降低，从而使体力得
以恢复。如果出现短期睡眠不足会出现
困倦乏力、思维迟钝、注意力下降等，
导致情绪易冲动，工作易出错。而长期
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记忆力，还会降低
免疫力，诱发心脑血管病、痴呆、自身免
疫疾病，增加罹患肿瘤的几率；诱发精神
疾病，出现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

由于工作、学习上节奏快、压力大
等客观因素，大部分人很难拥有谷爱凌
同款10小时睡眠。经屏认为，没必过
分要追求10小时睡眠，重点是保证充
足睡眠提高睡眠质量。什么才是充足的
睡眠？经屏列出五个标准：一是睡得
快，一般在30分钟以内入睡；二是睡
得沉，入睡后不容易被轻微声响惊醒；
三是少起夜，睡眠过程中没有或者少有
起夜；四是睡得够，通常健康人每天睡
大约6~8小时，不同年龄的人，最佳睡

眠时间也不一样。新生儿每天睡 20 小
时，宝宝睡14个小时到15个小时，学龄
前儿童每天睡12个小时，小学生需要睡
10个小时，初中生应达到9小时，高中生
应达到8小时，成人需要睡8个小时，而
老人每天需要睡 6~7个小时；五是不赖
床，第二天精力充沛，起床容易，无明显
的困倦感。

规律作息是保证睡眠质量的关键

“不少人存在作息时间不规律的情
况，这就会导致入睡困难、频繁醒来、早
醒、睡眠质量不高等问题。因此，养成规
律作息的睡眠卫生习惯是保证睡眠质量的
关键。”经屏强调，值得注意的是，保证
睡眠质量不是吃保健品如褪黑素，或是一
味延长睡眠时间，睡眠时间过长对肠胃会
有一定的损害；会影响心脏功能破坏心脏
运动的规律，导致心律不齐、心慌；还会
导致大脑供氧不足，从而出现头疼、头
晕、恶心、呕吐、思维迟钝、反应慢等症
状。

如何让自己睡得更好更健康，经屏给
出了这样一份“睡眠宝典”——

睡前至少一小时洗个热水澡，当体温
下降时，有助于睡眠。

睡眠限制。卧室只能用于睡觉。每天
在同一时间起床。

在适当的时间打盹。对大多数而言，
下午2~5点可以，但上午7~12点和下午
6~8点不可打盹。

轻微打鼾可以用一些非处方处理，但
严重者需就诊，因为可能预示其他疾病。

咖啡和酒精会打乱夜间睡眠阶段，睡
前应避免使用。

眼睛视网膜对光线做出反应，夜间黑
暗中产生褪黑素，睡觉时拉紧窗帘。蓝光
等可减少褪黑素分泌帮助早起人清醒。

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促使产生困
意，蛋白质容易警醒。午餐蛋白质，晚餐
碳水化合物，且在睡前四小时进食。

时差：长途旅行时禁食，抵达目的地
后，在第一个正常的就餐时间进食。因为
饥饿16小时可激活食物钟，可能有助于
重置生物钟。

睡眠别玩手机。视网膜的内生感光视
神经细胞只要受到蓝光8分钟刺激，就会
让身体持续兴奋超过1小时，造成生物钟
的混乱。

肌肉绷紧放松训练：绷紧-保持-放松。
自然睡眠疗法：薰衣草、缬草等。
（作者系武汉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芳）

谷爱凌摘金引发睡眠话题热，神经内科专家提示——

无需过分追求10小时，睡眠要充足更要高质量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解放
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了解
到，该中心肝病医学部在慢性
药物性肝损伤研究方面取得重
要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建立了
慢性药物性肝损伤延时恢复的
预测模型，为慢性药物性肝损
伤预后预测及安全用药警戒提
供了客观可量化的手段。该研
究成果已在线发表于国际肝病
领域顶级杂志 《肝脏病学》
（Hepatology）上。

慢性药物性肝损伤是临床
常见的、也是全球关注度最高
的药源性疾病之一。全球有
1100多种上市药物具有潜在
的肝毒性，包括化学药物、生
物制剂、传统药物、保健品、
膳食补充剂等。虽然大多数慢
性药物性肝损伤患者在停用可
疑药物后可获得生化学缓解，
但仍有 8%-20%进展为慢性
药物性肝损伤，病情反复发作
可能进展至肝硬化甚至肝衰
竭，给患者及家庭造成很大的
心理和经济负担。因此，寻找
和确定影响慢性药物性肝损伤
延时恢复(BNR)的高危因素，
预测预后，积极应对包括人工
肝及目前尚有争论的激素治疗
的准确启动或肝移植的及时决
策，提高慢性药物性肝损伤的
治疗有效率，已成为临床研究
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为此，解放军总医院第五

医学中心肝病医学部纪冬/邹
正升/肖小河团队联合攻关，
通过对全国九家医院5326例
慢性药物性肝损伤患者的多中
心回顾性研究，揭示了影响肝
损伤延时恢复 （BNR)的重要
因素，发现显著炎症（HAI≥
10)是 BNR的独立危险因素，
比值比高达 21.3；女性、高
龄、高谷草转氨酶、高胆红
素、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和低血
小板是BNR的高危因素。研
究团队创新性地建立了可用于
预测药物性肝损伤延时恢复的
列线图模型，并命名为BNR-
6，为临床实现对慢性药物性
肝损伤患者的精准分层管理与
风险预警提供了有力工具。

临床应用显示，BNR-6
模型与肝脏组织学高度一致，
可以个体化计算每名患者的
BNR风险。当BNR-6评分明
显偏高，预测慢性药物性肝损
伤患者延时恢复风险高，应更
加积极治疗并密切随访；当
BNR-6评分明显偏低，则认
为BNR风险较低，可适当减
少随访次数，节约医疗支出。
借助BNR-6模型，慢性药物
性肝损伤患者可以被准确区
分，避免穿刺活检对患者肝脏
的可能造成的损害，易于实
施，可在肝病临床诊疗及安全
用药实践中广泛应用。

（刘喜梅 王春艳）

国际首次！我国科学家成功建立
慢性药物性肝损伤延时恢复预测模型

本报讯（记者 陈晶）近
日，第 22届吴阶平-保罗·
杨森医学药学奖（简称“吴杨
奖”）正式揭晓。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
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
席、北京大学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院长韩启德院士获吴杨奖
特殊贡献奖，以表彰其在分子
药理学与心血管基础研究领域
的重要贡献，以及通过社会医
学研究，为推动国家医药卫生
体制改革、推动交叉学科发展
等发挥的重要作用。

14位中国医药卫生领域
的优秀工作者荣获吴杨奖。基
础医学领域的2位获奖者是复
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肿瘤研究
所雷群英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生命科学与医学部魏海明；临
床医学领域的6位获奖者是中
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医院陆前
进、北京大学中国药物依赖性
研究所时杰、中山大学肿瘤防
治中心张力、厦门大学医学院
刘祖国、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
医院邢念增和山东大学第二医
院检验医学中心王传新；药学

领域的4位获奖者是首都医科
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药学部
赵志刚、军事医学研究院毒物
药物研究所重大疫情防控药
物研究室钟武、中国科学院
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靶标结
构与功能研究中心徐华强和
暨南大学药学院丁克；公共
卫生领域的 2 位获奖者是哈
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孙长颢和安徽医科大学卫生
管理学院陶芳标。

据悉，吴杨奖于1994年
经科技部奖励办批准设立，秘
书处设立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
际交流与合作中心，旨在表
彰、奖励在医药卫生领域努力
钻研并作出突出贡献、被社会
及同行广泛认可的优秀中青年
医药卫生工作者。吴杨奖以其
科学、严格的评选程序，严
肃、认真的评审态度，确立了
其在医药卫生领域的荣誉和地
位，成为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
努力争取的一项殊荣。截至
2021年，先后有 449位优秀
医药卫生工作者荣获该项殊
荣，其中包括38名院士。

第22届吴阶平-保罗·杨森
医学药学奖揭晓

本报讯（记者 陈晶）近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
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国
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十四
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
划》有关情况。

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
康司监察专员傅卫就“十三五”期
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取得的
积极进展，以及“十四五”期间基
层医疗卫生体系建设所要开展的
重点工作进行了详细说明。

傅卫表示，当前，我国覆盖
城乡的基层医疗卫生社区服务
网络基本健全，基本实现了城
乡基层社区的全面覆盖。下一
步，将从以下5个方面加大工
作力度，持续推动城乡社区医
疗卫生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

立足于平急结合，积极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强乡镇卫
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疾
病预防职责，持续提升基层疫
情防控能力。加快推动基层发
热诊室设置和规范管理，做好
新冠疫苗接种，协助做好社区
疫情隔离管控等，协同构建起
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

提升综合服务能力。继续
加强服务体系建设，持续开展
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着力提

升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深入
推进城市医联体、农村县域医
共体的建设，加快社区医院建
设，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医防结
合、分级诊疗的新格局。

以人才为核心，持续加强人
才队伍建设。通过订单定向免费
医学生培养、人员培训、对口支
援等综合措施，为基层提供更多
人才保障。积极组织发动城市公
立医院在职医生和退休人员到
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服务。

以健康为中心，继续改善
医疗卫生服务。丰富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内涵，壮大医师队伍，
完善服务方式，积极推进医养
结合服务，提升签约服务的吸
引力和满意度。不断优化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推动电子健康
档案规范化，更好促进医防融
合。深入推进老年人、儿童、孕
产妇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

完善卫生健康基层治理体
系。大力推进村居民委员会公共
卫生委员会的建设，使公共卫生
委员会在卫生宣教、服务评议、
防疫应急等工作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为促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推动实施健康中国、积极应对老
龄化以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等
国家战略打下坚实基础。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十四五”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规划》：

加大力度推动城乡社区
医疗卫生服务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