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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华佗故里走进华佗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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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0日是第34个“全国爱牙日”。日
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关于开展 2022年“全国爱牙
日”宣传活动的通知，确定今年“全国爱牙日”
的宣传主题是“口腔健康 全身健康”，副主题是

“护牙健齿少年强 健康中国民族兴”。
与此同时，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其委托中华口

腔医学会、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等机构及专家共
同编制的《青少年口腔健康核心信息》，科普口腔
健康核心信息及知识要点，助力提升国人口腔健
康水平。

青少年口腔健康核心信息

一、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
每天早晚刷牙，每次刷牙时间不少于 2分钟，

晚上睡前刷牙更重要。选择合适的牙刷，一般每3
个月更换一次，若出现牙刷毛变形外翻，要及时
更换，做到一人一刷一口杯。

适合青少年的刷牙方法是“水平颤动拂刷
法”，将刷毛末端指向牙根方向，与牙面呈 45 度
角，放在牙与牙龈交界处，短距离水平颤动5次，
然后转动牙刷柄，沿牙齿长出的方向拂刷牙面，
每个牙面都刷到。

二、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缝隙
青少年应学习使用牙线清洁牙齿缝隙，可选

择牙线架或卷轴型牙线，使牙线拉锯式进入两颗
牙齿之间的缝隙，紧贴一侧牙面呈“C”字形包绕
牙齿，上下刮擦牙面，再以同样方法清洁另一侧
牙面。建议每天使用牙线，尤其晚上睡前要清洁
牙齿缝隙。接受牙齿矫正的青少年，还需要使用
牙间隙刷辅助清洁牙面。

三、健康饮食，限糖减酸
经常摄入过多的含糖食品或碳酸饮料，会引

发龋病或产生牙齿敏感。青少年应少吃含糖食
品，少喝碳酸饮料，控制进糖总量，减少吃糖次
数及糖在口腔停留的时间。晚上睡前清洁口腔后
不再进食。

四、为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
窝沟封闭是预防窝沟龋的最有效方法，不产

生创伤，不引起疼痛，是用高分子材料把牙齿的
窝沟填平后，使牙面变得光滑易清洁，细菌不易存留，从而预防窝
沟龋。建议11-13岁可进行第二恒磨牙的窝沟封闭。

五、每天使用含氟牙膏，定期涂氟
青少年使用含氟牙膏刷牙是安全、有效的防龋措施。还可以每

半年到医院接受一次牙齿涂氟，预防龋病，尤其是已经有多颗龋齿
和正在进行正畸治疗的青少年，属于龋病高危人群，更应采取局部
用氟措施。

六、积极诊治牙齿排列不齐、畸形
牙齿排列不齐、畸形会增加龋病、牙龈炎等口腔疾病患病的风

险，影响咀嚼、发音和美观，也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乳恒
牙替换过程中或替换完成后，可以去正规医疗机构进行牙齿排列不
齐、畸形的诊治，确定具体的治疗时机及方案。正畸治疗时间较
长，佩戴矫治器后牙齿不易清洁，因此在正畸过程中特别需要注意
口腔清洁。

七、运动护齿，防止牙外伤
青少年参加体育活动时，宜穿运动服和防滑的运动鞋，预防摔

倒造成牙外伤。必要时应佩戴头盔、防护牙托等防护用具。一旦发
生牙外伤，应尽快去医院就诊。

八、定期口腔检查，每年洁治一次
龋病和牙龈炎是青少年常见口腔疾病，可引起牙痛、牙龈出血

等症状。青少年应每半年至一年进行一次口腔检查，以便及时发现
口腔问题，早期治疗。洁治可以清除牙齿表面的软垢、牙菌斑和牙
石，让牙龈恢复健康。建议青少年每年进行一次洁治。

（申 奇整理）

据新华社北京电（记者彭韵佳） 国家医保局日前公布 《关于开
展口腔种植医疗服务收费和耗材价格专项治理的通知》，明确三级公
立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医疗服务部分的总价原则上不超过 4500 元。
对于符合特定条件的地区或医疗机构，价格放宽比例不超过20%。

三级公立医院单颗常规种植牙的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 4500
元，是指门诊诊查、生化检验和影像检查、种植体植入、牙冠置入
等医疗服务价格的总和，不含种植体和牙冠。种植体、牙冠两个部
分的价格通过集中采购和竞价挂网产生。

通知要求各地坚持公益性原则，降低公立医疗机构种植体植入
费、牙冠置入费、植骨手术费等价格，进而发挥对市场的参照作
用，引导民营医疗机构按照符合竞争规律和群众预期的水平，制定
合理价格。

通知明确，全牙弓修复种植、颅颌面种植、复杂植骨等技术难度
大、风险程度高的项目，允许与常规种植牙手术价格拉开适当差距。
固定义齿、可摘义齿等其他缺牙修复方式的医疗服务价格保持相对
稳定，鼓励医疗机构优先为患者提供适宜的缺牙修复服务。拔牙、
牙周洁治、补牙等以技术劳务为主的项目，历史价格偏低的可适当
提高价格。

根据通知要求，各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在种植体集采、牙冠竞价
的结果产生后，进一步合并制定并公开本地区种植牙全流程价格调
控目标 （含种植体、牙冠、医疗服务）。

据介绍，种植体、牙冠、医疗服务等各项价格的治理措施将在
2022年12月至2023年3月在各省份陆续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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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说新语

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发布种植牙医疗服务价格调控目标发布
本报亳州电 （记者王美华） 铜

火罐诊疗法、田氏喉科、华佗夹脊
穴等中医独特疗法给群众带来别样
体验，薏仁芡实糕、芝麻丸、茯湿
糕等养生食品摆满展台……近日，
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
名医故里”主题活动在安徽省亳州
市华佗广场举行。

在活动现场，亳州中医药文化
极具代表性的名片——华佗五禽戏
循环展演，《华佗诵》、太极扇、健
身气功导引十二功法以及刮痧表演
等将中医药进行艺术化呈现，中医
药功法洒脱飘逸，气韵十足，现场
观众感叹仿佛置身仙境，身心舒
畅，让人体会到中医药文化之美。

在华佗广场，中医药文化发展
成果展引得群众注目参观。展览围
绕“弘扬中医药文化 奋进新时代征
程”的主题，展示了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安徽省和
亳州市中医药发展风貌。主题展示
区和非遗项目展示区里人头攒动，
群众观摩龚氏凝敷传统炮制，不少
人还踊跃体验铜火罐诊疗法、田氏
喉科、华佗夹脊穴等。薏仁芡实

糕、芝麻丸、茯湿糕……养生食品
和代茶饮吸引了不少群众，“好吃！
原来中医药养生还可以这么简单。”

“大家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在活动现场，安徽省、市级中医医
疗机构的专家为广大群众进行义
诊，吸引了很多群众。在健康咨询
区，工作人员现场为群众进行脉
诊、拔罐、刮痧、针灸等，让群众
体验中医传统疗法，受到群众欢迎。

“确实舒服多了。”近距离体验
中医药非遗宣传推广项目后，不少
群众感叹中医药疗法精妙、中医药
文化精深。

本次活动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主办，旨在深入挖掘中医药文化内
涵和时代价值，加大中医药文化保
护传承和传播推广力度。据介绍，
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
名医故里”系列主题活动首站在李
时珍故乡 （湖北蕲春） 启动，亳州
市作为华佗故里是第二站，接下来
将陆续在张仲景故里 （河南南阳）、
孙思邈故里 （陕西铜川） 开展相关
活动，把中医药文化服务送到更多
群众身边。

“有中药材的地方，就有
亳州人”

三七、赤芍、五味子、当归、石
斛……走进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
场，一排排摊位上，摆放整齐、种类
繁多的中药材令人目不暇接。除了三
七、茯苓等常见中药，还有王不留
行、徐长卿、僵蚕、北刘寄奴等名称
有趣的中药，每一个药名都值得细细
品味，令人感慨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别看您面前的药材是一小盒一小
盒的，其实这些都是样品，卖家和买
家谈的货量往往是几十斤或几百斤，
有的甚至上吨起。”在亳州中药材专业
市场大宗交易样品行里，市场质量管
理部副经理刘洋清说，这里有摊位
8000 多个，药商近 2 万人，上市中药
材 2800余种，日人流量 4万到 6万人，
年交易额超 450 亿元，占全国同类市
场交易总额近 1/3，是全国规模较大、
配套齐全、管理规范的中药材交易中
心、物流配送中心、供求信息中心、
价格形成中心。

40 多年前，伴随改革开放的东
风，亳州“十万药商”把握住时代机
遇，用勤劳和诚信“买全国、卖全
国”，构建起一个以亳州为中心的中药
材贸易网络，赢得“在亳州没有买不
到的中药材，也没有卖不掉的中药
材”的美誉，也为亳州现代中医药产
业发展打下了根基。

“可以说，有中药材的地方，就有
亳州人。”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药商梁
柱在中药材领域经商 20 多年，据他
观察，全国各地中药材市场都少不了
亳州人的身影，“这里是全国最大的中
药材集散地之一，全国的药商都在这
买卖。”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亳州现
代中医药产业规模达 1445.8 亿元。在
推动中医药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亳

州也在推动中医药“走出去”。2022年
开年以来，亳州市中药材出口稳步增
长。据亳州海关统计，2022年1月至7
月，该市中药材进出口达4.2亿元，同
比增长 17.9%，其中出口达 3.5 亿元，
同比增长15%。

“让患者治好病，还要少
花钱”

“和西医相比，中医具有‘简、
便、廉、验’的特色。也就是说，中
医不仅要给患者治好病，还要简单便
捷、少花钱。”亳州市人民医院副院长
闫良介绍，他出诊时给患者开药一般
不超过 100 元钱，患者体验过后发现
中医药疗效不错又少花钱，以后如果
自己或亲朋好友生病了还会看中医，

“也因为这样，我们这儿来看中医的群
众很多，有的医生忙起来一天都顾不
上喝几口水。”

针灸、熏蒸、耳穴压丸、穴位贴
敷、刮痧拔罐、艾灸……近年来，亳
州市人民医院大力推进中医专病专科
建设，开展具有中医特色的适宜技术
项目和中医非药物治疗法特色服务，
目前共开设了中医科、康复针灸科、
康复运动医学科、骨科康复科、康复
治疗中心5个中医类病区，开设9个中
医专科门诊，拥有 1 个安徽省名中医
工作室、1个亳州市名中医工作室。

“现在信中医、看中医的年轻人越
来越多了。”亳州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
任张秀芳说，“一方面，现代生活节奏
快、压力大，年轻人的健康意识普遍
提高了，大家有点不舒服或小毛病都
愿意用中医药调理；另一方面，经过
新冠肺炎疫情，认识到中医价值的年
轻人越来越多，加上这些年来中药质
量把关更严，效果也更好，大家越来
越认可中医药。”

到医院开了中药后，熬药对于患
者来说费时又费事。亳州如何解决这

个难题？
“我们医院的中药房有 500 多种中

药 （饮片） 品种，能提供中药饮片、
中药配方颗粒、中药特色加工、煎药
配送等服务，满足临床和患者的需
要。”亳州市中医院副院长杨欢介绍，
为突出中药优势特色，医院开展一人
一方的传统水丸、蜜丸、散剂、膏方
制作以及院内协定方的制作。同时，
医院的智慧化煎药中心利用先进的信
息化手段，实现处方的自动接收、条
码煎药单的打印、浸泡、煎煮、包
装、发药等环节信息的全过程计算机
传递与控制，实现全程的质量监控和
追溯，保障了煎药的质量和临床疗效。

近年来，亳州积极探索智慧共享
中药房模式，通过“互联网+中医药”
的方式，依托智慧共享中药房建设，
实现中医药服务的智能化、集约化、
现代化，免去患者自行熬药的麻烦。

在亳州市智慧共享中药房，记者
看到，药房内机器轰鸣，工作人员正
在对医院转送过来的药方进行煎煮。

“医院开具处方后，代煎中心系统会同
步接收到处方，然后根据流程抓药、
煎煮、包装，再配送。整个煎药流程
规范，全流程可控、可及、可追溯。”
沪谯药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长达
说，“每张处方都是一方一码，患者可
以通过扫码，追溯每个流程的状态。
我们这里每天能完成 1200张处方代煎
和100张膏方制备。”

“小社区医院也能解决大
问题”

“怎样留住患者？提高诊疗服务。
在我们这里，患者既能享受一级医院
的报销政策，又能享受到三甲医院高
水平的医疗服务，患者满意度提高

了，我们逐渐就得到了周围居民的认
可。”亳州市谯城区薛阁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负责人李新杰介绍，亳州市人民
医院与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用

“紧密型医共体”模式，由市人民医院
向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派驻医护、
医技和管理等人员，全面负责薛阁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服务，提升医院
技术和管理水平。

“韩医生给我老伴儿扎针 11 天以
后，老伴儿会说话了。我激动得大半
夜没睡着，一家人高兴得直掉眼泪。”
在薛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5 岁的老
人杨洪涛这样说。他的老伴儿陈淑芹
前不久因脑梗死出现肢体偏瘫，无法
走路、不能说话。朋友推荐他们来薛
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治疗，一开始，
杨洪涛心存疑虑——社区医院能行吗？

“来了一看，环境还不错，那就试试
吧。”杨洪涛说，经过针灸、理疗、偏瘫
肢体训练等综合治疗，如今老伴儿已
经能够走路了，“我们太高兴了，没想
到小社区医院也能解决大问题！等出
院了，我们要给韩医生送一面锦旗。”

杨洪涛口中的“韩医生”名叫韩
黄伟，是亳州市人民医院的主治医
师，从今年元旦起，开始支援薛阁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作为康复科负
责人，在这里半年多来，韩黄伟已经
收到患者送来的数面锦旗。

“我们把传统中医治疗与现代康复
治疗相结合，继承发掘传统中医学精
髓的同时，注重吸收和运用现代医学
先进诊疗手段，强调整体观念、辨证
论治，对一些常见病多发病及各种疑
难杂症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
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韩黄伟介
绍，随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疗水平
不断提高，周围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

“能看病、看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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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直 通 车
金秋时节，安徽亳州大地药香弥漫。白芍、牡丹、

玄参等中药材长势正旺，白芷迎来采收期，田野里生机
勃勃，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近日，本报记者跟随“访名医故里·谱中医华章”
专题新闻调研团在亳州市进行了调研。

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亳州站启动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亳州站启动
近日，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禹越镇三林村，镇卫生院

的医师为村民检查口腔健康情况。 谢尚国摄 （人民视觉）

在亳州市智慧共享中药房，工作人员正在对照清单对中药材进行复核。

在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名医故里”主题活动现场，全
国名中医曹恩泽正在为群众进行义诊。

亳州地处中原、南北通衢，这片土地上诞生了
著名医家华佗。相传1800多年前，华佗在亳州开
辟了第一块药圃。此后，当地中药材种植薪火相
传、经久不衰，到明清时期，亳州就是全国药都之
一。《中国药典》 中，冠以“亳”字的道地药材，
就有亳芍、亳菊、亳花粉、亳桑皮四种。如今，亳
州是全国闻名的中药材集散地和中药饮片加工生产
基地，“四大药都”之一。

在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名医故里”主题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对白芍进行切片。

在2022年“中医药文化传播行动·走进名医故里”主题活动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对白芍进行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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