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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永伟

在诊室为患者把脉问诊，在病房不停地查
房、下医嘱、写病历……每个工作日，王贝贝都
不停地穿梭于诊室和病房，日复一日地重复着
这样普通平凡的工作。

把普通平凡的工作做到极致，就是不平
凡。

作为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中医科副主任、
副主任医师，行医十余年来，王贝贝坚持心身
同治、针药并施，坚信临床中对患者的治疗不
是从吃药针灸等疗法开始的，而是从接触到患
者的那一刻便开始了。让患者感受到医生对
他们的关注和帮助，不仅祛痛治病，也把医者
的温度传递给了患者。

“身为一名中医药人，要不断从传统中医
药文化中汲取智慧和经验，助患者养好心身，
护佑群众健康。”王贝贝说。

俯下身耐心为患者诊疗答疑

1月8日，吹了一夜寒风的水城气温骤降。
王贝贝在诊室里一如既往地忙碌，但患者却在
她一句句问候、关怀、叮嘱中感受到了温暖。

“还是感觉身上没劲儿，吃不下饭，睡觉也
很浅。”来自阳谷县李台镇的甄先生在女儿的
陪伴下走进诊室，忧心忡忡地告诉王贝贝。

把脉、听诊、查看舌苔后，王贝贝说：“您的
脉象平稳，日常还是多休息，涵养心身，配合药
物治疗。”

开完药方后，王贝贝见甄先生仍郁郁寡
欢，便开导他：“除了药物治疗，睡前可以泡泡
脚，自己按摩手腕处的神门、内关等穴位。”王
贝贝一边示范一边说，“或者每晚坐在床上静
静地感受自己的呼吸，慢慢就能达到心平气和
的状态，对睡眠会有很大帮助。”

“回家后，我一定按您说的做。”甄先生露
出笑容。

在诊室里，记者注意到，王贝贝平均为每
名患者检查、诊断、讲解时间在 10 分钟以上。
采访中多名患者表示，王大夫对待患者十分耐
心，不厌其烦地解释病因和治疗重点，是一位
不折不扣的“暖医”。

当天上午送走诊室的最后一名患者，来不
及休息，王贝贝迅速赶到医院病房区，查看患
者康复情况。

“大娘，别紧张，我给您听听。”

“ 我 先 给
您摸摸脉，伸出舌
头看看舌苔。”

“痰还多吗？大便干
不干？还经常出汗吗？”

对待每一名患者，王贝贝总是
耐心细致地查看他们的病情，询问他们的
症状变化，叮嘱患者或家属注意事项，赢得受
诊群众的一致好评。

中医心理疗法结合针药应对焦虑症

大学期间，王贝贝学的是中医学心身疾
病专业，工作以后接触到大量的心身疾病患
者。有研究表明，80%的疾病都和心理因素有
关。王贝贝认为，症状是心灵的呼唤，心理因
素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
作用。

“焦虑症是常见神经症疾病，常和抑郁同
时出现，多表现为过度紧张、恐惧、担忧。”王贝
贝介绍，焦虑患者会伴随坐立不安、植物神经
功能失调等，单一的药物治疗虽对减轻临床症
状、缓解病情有一定效果，但是会出现不良反
应，所以亟待探索新型治疗方式。

“中医心理疗法结合针药在治疗焦虑症中
效果显著。”王贝贝说。

俗话说心病还须心药医。所谓中医心理
疗法，是根据中医学理论，通过调节精神情志
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包括以情胜情法、顺情
从欲法、移情易性法、暗示解惑法、音乐疗法、
导引吐纳法等。医者要尽量多与患者交流沟
通，明确患者内心苦闷原因，依据患者描述进
行科学解释，拉近医患之间的距离，增加患者
对医护人员的信任感，“还需积极鼓励患者表
达需求，疏导患者不良情绪，在治疗过程中保
持足够的耐心和同理心。”王贝贝告诉记者。

早在两千多年前，《黄帝内经》中已提出了
“形神合一”理论，指出“情志致病”，认为怒、
喜、忧、思、悲、恐、惊可直接引发脏腑功能失
调、气血不足、阴阳失衡，导致心身疾病的发
生。“焦虑症属于中医的郁病范畴，分为肝郁气
滞、痰热上扰、心胆气虚等证型，可辨证治疗，
这是中医治疗的精髓，符合以人为本以及因人
而异的基本治疗原则。”王贝贝说。

对于精神情志类疾病，针灸有着独特的优
势，《黄帝内经》中有大量针刺治神的记载，如

“凡刺之真，必先治神”“凡刺之法，先必本于
神”。

经过长期研究和临床实践，王贝贝发现针
药与中医心理疗法相结合，可实现优势叠加，
提高临床疗效，缩短患者住院时间。

养生最重要的是养心身

通过在五行针灸班、成无己中医经典讲堂
《伤寒论》学习班、经典本草研习班、中医临证
课等培训班的刻苦学习和努力钻研，王贝贝形
成了独到的中医养生见解。

临床中，王贝贝注重心身同治、针药并
施。另外，她还发现，很多患者不知道在日常
生活中如何保养，对一些养生方法更是知之甚
少。“让中医养生惠及更多百姓，我们还有很多
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说到养生，王贝贝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养心
身，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吃好，不在于吃多少，怎么吃才重要，尤其
是生病的时候。吃好睡好了，精神自然充足，
这是最好的补药，也是养生的基础。”

很多人该吃饭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
甚至治病接受治疗的时候都在看手机，这是一
种形神分离的状态，是一种不自知的状态。“对
自己当下的状态要有自知，只有自知，才能‘形
与神俱、形神合一’。”王贝贝说。

养心怎么养呢？王贝贝说：“中医是长在
传统文化这棵大树上的，传统文化是源头活
水。对于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我们建立一
种通达而智慧的人生观和生命观。人生喜忧
参半，要用一颗豁达的平常心面对人生的顺境
和逆境，尊重和接纳生命的生老病死自然规
律，生命是一场修行，一种体验。”

（照片由马新涛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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