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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关节疼痛及其它症状，有不少
治疗方法，从土方偏方甚至到人工关
节，很多患者因为医学常识缺乏，忽视
了膝盖疼痛是关节内受伤发出的需求
保护信号，让本可以改善或恢复正常
的膝关节疼痛，错失良机导致不可逆，
余生靠拐棍或轮椅行走，失去了活动
的自由。
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和屈曲

关节,由股骨、胫骨和髌骨构成，膝关
节最易损伤，是全身发病率最高的关
节，关节内外因素会造成膝关节病，主
要有骨性关节炎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也称骨质增生)、滑膜炎、髌骨软化、半

月板损伤、类风湿性关节炎、关节外伤
等。
膝关节疾病大部分是受冷受凉造

成、慢性劳损、长期姿势不当、过度负
重、肥胖过重等导致膝关节软组织损
伤，膝关节外伤损伤，如骨折、软骨、
韧带的损伤。临床症状和危害有：膝关
节有弹响、磨擦音、发凉怕冷、不能打
弯、上下楼痛、不能久立久行、积液肿
胀、小腿胀痛、无法下蹲、关节内外侧
疼痛、夜晚肿痛无法睡眠、腰腿痛麻、
关节变成O型或X型，严重者瘫痪失
去行走能力等。如有上述任何症状，要
及时就医检查治疗。

汽熥疗法是多种方法无效后可再
治疗选择的疗法，是天道中医通过传
承配方创新改良的外治疗法之一。通
过近十年大量临床，发现对颈椎病、腰
突、膝盖痛等上百种病症有改善或康
复功效。主要通过高温中药熏蒸全身
然后在颈腰膝高温敷药，化解出里面
的瘀垢垃圾，排出来形成结痂脱落,颈
腰膝等疾病慢慢改善或康复。
特别是吃止痛片、膏药、封闭等无

效后，很多患者会失去信心,放弃继续
治疗，忍痛坚持,关节腔内半月板磨损
消失,上下两个骨头间摩擦,靠吃止痛
片维持，最后变成X形或O形腿,慢慢

就失去行走自由,建议卧床或手术,汽
熥疗法对已经变形的也只有改善作
用,没有大幅改善或消除症状的效果。
61岁的赵女士膝疼痛呈发作性，

以左膝为甚，10余年前受凉开始出
现，以行走时为甚，活动受限，休息后
缓解。左腿从去年时彻底不能打弯，只
能拖着走，去医院检查为膝关节退行
性病变，积液，半月板损伤，要求人工
关节置换，由于惧怕手术，通过康复朋
友引荐采用汽熥疗法，连续5个疗程，
可以正常走路了，也不用走走停停歇
歇 了 ，恢 复 正 常 生 活 。健 康 热 线
80889272。 半岛全媒体记者

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可中药外治

□半岛全媒体记者 滕镜淑

盘手串，原本是许多中老年人热衷的
休闲爱好，可近一段时间以来，在小学生
中间也开始流行起来。近日，家住青岛的
王先生发现自己三年级的女儿朵朵（化
名）也开始了盘起“珠子”，五颜六色的珠
子拿在手里发出清脆的声音，在一些家长
看来，孩子的这种行为有些不可思议。一
般来说，中老年人才喜欢盘手串、盘珠子，
小学生怎么就老气横秋地盘上了手串呢？
针对小学生喜爱盘珠子的行为，青岛妇女
儿童医院心理科副主任周长虹表示，小学
生阶段处于心理飞速成长期，他们的喜好
大多有着较强的不稳定性和可变性。盘珠
子的流行，更多的是一种模仿行为和从众
心理。在了解了小学生盘手串的心理原因
后，不论家长还是学校、社会，都应给予尊
重，紧张焦虑和过度干预都没必要，做好
适度引导和教育才是关键。
“我就说这是中老年人玩的，怎么小
孩也在玩这种东西。应该是网上的一种潮
流，他们每段时间都有一种潮流，好像不
玩就跟不上潮流。”王先生告诉记者，有时
候女儿还会自己网购一些十几块钱的珠
子。“就是选一些她觉得好看的，五颜六色
的，不像我们大人‘盘珠子’这么讲究。”据
了解，这种玩具由一根弹性线和多个彩色
珠子组成，可以随意拼接成各种形状和图
案。学生们用它来做手链、项链、戒指等饰
品，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
朵朵告诉记者，他们喜欢盘珠子的原
因有很多。“随时随地都能盘，可能是比较

解压吧，声音听起来很舒服。”有人说，孩
子们压力太大了，盘手串是释放压力、寻
求身心放松的行为。一些家长也开始担
心：是不是孩子的心理真的出了问题？
作为小学生，有一定程度上的学业压
力，但是否已经大到需要通过盘手串来释
压的地步？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小学生
就是出于好奇，看别人玩开始跟风而已。
很多人上学时，肯定也流行过转笔、转书
等，其实和盘手串原理都是一样的。身边
人都在玩，渐渐也就成了流行。就像一位
小学生说的，“边做作业边盘，尤其无聊的
时候特别想盘，手停不下来。”一位三年级
的男生说。“我觉得盘手串可以锻炼我的
创造力和动手能力，可以自己设计出不同
的样式。”还有一些小学生解释称，盘手串
不仅为了好玩，更是为了与同学有聊天话
题，甚至是解压。
周长虹表示，对小学生盘手串不必过
度解读，流行一段时间，自然而然就会改
变了，紧张焦虑和过度干预都没必要，做
好适度引导和教育才是关键。
“我们先要界定一下这个盘珠子的行
为对他是否有危害，有没有影响到他的正
常生活和社交，有没有对他的生长发育造
成一些危害。如果对他自身，或者对周围
的人没有妨碍的话，不用过多的去干涉
他。”周长虹建议，对这类行为，家长等周
围人要适度淡化，不要给予孩子过多的关
注，有的孩子可能觉得好奇模仿，没有给
他太多关注的话，过一段时间，他自己慢
慢也就会淡化，会消退了。相反如果家长
学校太多去注意‘盘珠子’的行为，比如不

断的去提醒他，去议论，或者过多的去制
止他，他反而会觉得这种行为很特别，会
强化他这种行为。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孩子这
种行为背后，如果是因为缺少一些娱乐放

松的方式，或者找不到更合适让自己减压
的方法，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想办法帮
孩子主动找到一些更加积极的、有意义的
一些行为方式，我觉得可能对孩子会更有
益一些。”周长虹介绍道。

小学生流行“盘珠子”解压？
心理专家提醒：不必过度解读，做好适度引导和教育才是关键

□半岛全媒体记者 齐娟

为了进一步发挥中医中药的优势，
推动中医药高质量发展，2023年市卫生
健康委监督执法局将中医医疗机构中药
饮片管理专项整治工作列为全市卫生健
康监督执法“十大专项整治”之一，对全
市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理工作进行
一次“全面体检”。目前工作方案已经印
发，市局中医药监督执法大队已经率先
行动，各区市相关工作正在逐步推进。
此次专项整治以中医医疗机构中药

饮片管理为切入点，严把医疗机构中医
药服务“第一关”，对医疗卫生机构中药

饮片采购、验收、保管、处方开具、调剂、
煎煮等各环节进行监督执法检查，督促
医疗机构依法规范开展中药饮片服务，
保障医疗质量和用药安全。截至目前，中
医药大队已经对市发证7家综合性中医
医疗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发现的问
题进行了督促整改。下一步将结合全年
重点工作安排进行市区联动，确保一级
以上医疗机构监督覆盖率达到100%，
未定级医疗机构及门诊部、诊所监督覆
盖率不低于90%，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将进行严肃查处，通过监督执法达到
让机构严格尽责、群众安心用药的良好
效果，让中医药在健康中国行动中进一

步发挥作用。
问：此次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

理专项整治工作，卫生健康监督执法部
门的主要执法依据有哪些？

答：我们主要依据《山东省药品使用
条例》《处方管理办法》《医院中药饮片管理
规范》等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对医疗卫生
机构中药饮片采购、验收、保管、处方开具、
调剂、煎煮等各环节行为开展监督检查。

问：专项整治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检查中我们主要从中医医疗机构

中药饮片管理制度是否健全，人员资质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采购、验收、保管、调剂、
煎煮等环节是否符合要求，处方开具是否

符合要求等方面开展现场重点检查。
问：此次专项整治的范围是哪些？
答：本次专项整治，我们采取市区两

级联动，分头开展、同步推进的方式，对
辖区内提供中药饮片服务的中医医疗机
构，包括中医（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医
（中西医结合）门诊部、中医综合诊所、中
西医结合诊所、中医诊所开展重点整治。

问：专项整治的具体时间？
答：自2023年3月中旬至11月底，在全

市范围开展中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管理专
项整治，整治期间，对于发现的违法违规行
为，卫生健康监督执法部门将依法严肃查
处，并予以媒体曝光，持续形成震慑效应。

中药饮片管理 启动专项整治
规范开展中药饮片服务 保障医疗质量和用药安全

嗓音嘶哑也是病？
耳鼻喉专家教您如何科学护嗓

□半岛全媒体记者 滕镜淑

嗓音是我们与世界交流沟通的“重
要名片”，近年来，嗓音疾病逐年增多，影
响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健康。4月16
日是世界嗓音日，今年的主题是“您的
嗓音至关重要 ”。海慈医疗集团本部
耳鼻喉科主任、西院区耳鼻喉科学科
负责人刘盛林介绍，声音嘶哑，简称声
嘶，表现为发音困难、声音变粗、低
沉、沙哑甚至失声，是喉部疾病常见的
症状。
日常生活中我们如何保护嗓音？刘

盛林建议：首先，要学会科学发声，适时
用声。发音时多用软起声，避免起音急
促，练习胸腹式联合呼吸、进行喉肌松弛
训练，控制音高、音量，避免大声喊叫及
长时用声。讲话的声音要保持正常，不要
过高或过低，耳语音式的发音对于保护

嗓音来说也是不利的。其次，注意饮食，
多饮水，避免或少食刺激性食物：如辛辣
食品，炒货(瓜子、花生等)，口味过重的
食物，生冷食物等。过冷的食物可使咽喉
部的肌肉产生不正常的收缩和血管痉
挛，引起黏膜损伤，影响喉肌和声带的正
常功能。此外，避免饮食过饱、饭后立即
平卧或挤压腹部，治疗消化道疾病，避免
胃酸返流。酸性气体、液体经食管反流到
咽喉部，可刺激损伤黏膜产生炎症病变，
导致嗓音异常。最后要注意作息规律、合
理，劳逸结合，避免过度疲劳，保证充足
睡眠。注意适时增减衣物，预防上呼吸道
感染。另外，保持工作及居住环境的空气
清新，避免粉尘、烟雾刺激。适当体育运
动，提高免疫力，扩大肺活量，增强发声
器官的活动能力。
专家提醒，如果声音持续嘶哑，伴随

其他喉部症状，应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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