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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爱科

在海慈医疗集团的国医馆，有一位
坐诊针灸名医的号很难预约，可越来越
多的患者愿意排队等候，因为已有很多
疑难病症患者，经这位针灸名医的手，
“针”到病除；近几年，这位针灸名医一上
午的预约患者都在百位以上，从问诊到施
针治疗，每天上午为患者扎针两千余枚。
14日，记者走进海慈医疗集团刘立安主任
的诊室，体验传统针灸文化的奥妙之处。

坐诊半天百余患者预约

刘立安的诊室，位于海慈医疗集团国
医馆的三楼。14日上午7点半，匆匆赶到
三楼的刘立安问助手上午预约患者的数
量。“还得在100位患者左右。”助手说。
在针推康复科的三号诊室，已有4

位患者在等候针灸，据针推康复科护士
介绍，早来的一般都是老病号，新预约的
患者一般在9点左右开始出现小高峰。
“整个针推康复科有50多张床位，刘立
安主任的预约患者一般都是分成三拨来
治疗，这些年来，上午坐诊时间内，每拨
患者在40名左右。”护士说。
记者采访了解到，当天等候针灸的患
者当中，有面瘫的，有颈椎或腰椎疾病的，
有突然性耳鸣耳聋的，也有突然丧失视力、
嗅觉的。“这些患者在来之前一般都经历过
反复的检查或治疗，效果并不明显，最后选
择中医针灸来治疗。”刘立安说。

一上午施针两千多枚

上午8时，刘立安开始工作。

第一位是60多岁的男患者，两眼睁
不开，得用手扒开，来做针灸前已在青
岛、北京、上海的几个医院做过治疗但无
效，14日当天是做第6次针灸。“患病原
因不清楚，这种病在国外也没什么好办
法，在针灸施治过程中，采用常规穴位和
特殊穴位，用电针进行治疗，像太阳穴、
阳白穴等，经过 5次治疗，已经明显好
转。”刘立安说。
针推康复科3号诊室有8张床位，对

等候针灸的每位患者的病史，刘立安都
异常熟悉。记者注意到，在向记者介绍患
者病情的同时，刘立安右手出针，根据穴
位的不同，或平刺或斜刺，伴随着捻转提
插的细微手法，出针快认穴准，基本上每
秒能出一针。“每位患者用毫针的数量在
20枚上下，按预约患者数量来算，一上

午刘教授施针的数量得两千多枚吧。”针
推康复科护士说。

“绿色疗法”专治疑难杂症

上午 10点，来了一位特殊的小患
者，是一位才1岁8个月的男孩，感冒发
烧导致面瘫，第3次做针灸。“认准穴位，
施针的深浅控制好，手法控制好，减轻孩
子的不适感。”说话间，刘立安已经在孩
子的面部、头顶、颈部刺出了10多针。
刘立安介绍说，从不少患者来看，市民
对针灸还没有充分的认识，不知道针灸在
中医领域的重要性。“针灸是‘绿色疗法’，
只要医生把穴位掌握好了，几乎没有什么
副作用，疗效好，见效快。”刘立安说。

这些年看过的患者中，多数患者不
算大病，但均属疑难杂症范畴。一位大学
生嗅觉突然失灵，北京上海的医院都看
了，无效，经刘立安不到20次针灸就康
复；一个孩子跑运动会3000米过程中昏
倒，苏醒后说不出话来，针灸一个疗程后
康复。总之，大部分患者都属于各种检查
后都束手无策的疑难病。

警惕“祖传游医”贻误病情

“针灸不是会背几个穴位，按着这个
穴位按图索骥地扎针就有效果，而是要
求医者在看明白病症的基础上，因病、因
人、选用不同的针来施治。”刘立安主任
说，社会上目前的针灸推拿机构鱼龙混
杂，在他的患者中，不乏因为相信所谓的
“祖传”针灸师，而被贻误病情或者扎坏，
后来迫不得已又转到海慈医疗集团针推
康复科治疗的。
“同一个穴位不同的人扎，会产生不
同的效果，真正的针灸疗法，应该包括三
个方面。”刘立安主任说，针灸的要素，一
是医者要把病看明白了，明白患者是什
么病症，然后根据中医的辨证施治来选
穴位，选好穴位后再在穴位上施以正确
的针灸手法，通过完整的治疗量，才能收
到很好的治疗效果。
据刘立安主任介绍，针灸疗法目前

在世界上已有近百个国家使用。“联合国
推荐的，43种病种适合针灸。疑难杂症
加上常见病，涉及到三四十种。”刘立安
说，在小说或戏剧中有不少“神医”的形
象，一针下去就起死回生，或者让瘫痪的
人马上站起来走路，这算一种认识的误
区，要让中医走下神坛服务大众，还需要
更多地普及中医知识。

名医刺穴，半日施针两千枚
记者走近针灸专家刘立安，体验传统针灸文化的奥妙

刘立安教授指导国外学生。（受访者供图）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王蕾

中国烹饪界泰斗级人物、中国功勋
元老级注册烹饪大师、中国面食“金鼎
奖”获得者、王哥庄大馒头配方创始
人……拥有这么多荣誉称号的陈秀英，
被业界誉为“国宝级”面点大师。73岁的
她不仅有一手中西面点绝技，还经常忙
碌于为“需要的人”义务传授烹饪经验。
为真正落实精准扶贫，近日，陈秀英与本
报牵手，将陆续举办“大师”面点公益课
堂，为困难家庭和弱势群体免费培训，以
助力他们优质就业。

面点大师退休后依旧忙碌

在中国餐饮界，陈秀英是“为人低
调”和“实力派”的代名词。就算您不认识

她，也一定熟知“王哥庄大馒头”、“青岛
大包”、青岛蒸饺，并听说过上世纪80年
代四方大酒店赫赫有名的生日蛋糕。她
1962年毕业于青岛商业技工学校，后就
职于青岛咖啡（后改名青岛饭店）、四方
大酒店等当年青岛最顶级的大饭店。
陈秀英为王哥庄大馒头做了改良配

方，深入380个农户家中手把手培训，让
王哥庄大馒头产业迅速红火起来。她为
岛城诸多知名面点及餐饮企业做技术指
导，“如今早已退休的她依旧很忙碌，只
为了将50多年的手艺和经验毫无保留
地传承给后辈。”受益于陈大师指点的东

方早茶厨师长付岳峰告诉记者。

面点公益课走进聋校

为了真正贯彻落实教育扶贫精准资
助，半岛公益联合青岛教育发展基金会、
青岛市中心聋校，邀请陈秀英大师为烹
饪专业的学生们传授了中西餐面点的制
作技法，为孩子们将来自主创业做指导。
6月12日上午，记者随陈秀英大师

来到了青岛中心聋校，陈秀英大师在董
雪梅老师的手语翻译下，手把手地教孩

子们做“千层酥”。佛手、小鸟、兔子、青
蛙、元宝………每当一件栩栩如生的面点
示范作品呈现，孩子们便不由自主地热烈
鼓掌。陈秀英告诉记者，她走进聋校不止
一次了，第一次来的时候，看到孩子们非
常可爱却难以与她语言交流，她非常心
酸，并决定一定要把最好的手艺教给孩子
们。“孩子们很幸运，有大师来学校传授面
点知识，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也会越来
越强。”该校教务处董守保主任说道。

大师牵手本报开办公益课

作为全国面食领军人物，陈秀英大
师研发的面食配方屡获大奖。她研发的
青岛烧麦获得全国“金鼎奖”，她研发的
各种青岛口味面点频受市民认可。
为让更多弱势群体更好地实现优质

就业，陈秀英牵手本报公益工作室，将陆
续开办面点公益课堂，为弱势群体、残疾
人免费讲解“大师级”面点的制作方法。
公益课时间：6月28日（周三）上午8时
50分；地点：利津路20号甲红叶谷学校
一楼中式面点教室；培训科目：千层酥、
眉毛饺等中式金牌面点。本报热线报名
电话：拨打96663按1键，“面点公益课
报名”。本期培训人数共20个，报名额满
为止。

本报牵手面点大师陈秀英，面向困难家庭开办公益课

想跟大师学面点，快来报名

▲陈秀英
大师受到聋
校 师 生 们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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