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内科及心脏中心主任霍勇教授近日

指出，管理清晨血压对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意义重大，许多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都与清晨血压升高密切相关。清晨血压

管理是目前我国高血压管理的薄弱环节，也是我国高血压管

理多年来的痛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上海市高血压研究

所所长王继光教授说，对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而言，清晨醒后

开始日常活动的最初几小时内（通常在 6：00－10：00 之间）血

压会达到一天中的最高峰值，清晨服药前也恰是降压药物效

果最薄弱的阶段。

他表示，造成患者清晨血压管理不当的原因，除了与其自

身的病理生理学等因素有关外，还有药物使用的问题，很多患

者所使用的降压药无法控制 24 小时血压。对此他建议，患者

使用真正长效且每日服用一次即可以控制 24 小时血压的药

物，以有效控制全天血压波动。 （据新华社）

管理好清晨血压
降低心脑血管疾病风险

国家卫生计生委近日就《关于加强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

设的意见》举行例行发布会表示，为持续推进医德医风建设，

卫生计生系统将织密织牢行风建设“高压网”，开展重点领域

专项整治，同时要建立征信体系，发生医药购销领域和医疗服

务不正之风案件的机构和个人列入征信系统，实行行业禁入

制度。

据国家卫计委介绍，近年来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不断

加强，顶层设计得到不断完善，查办行风案件保持高压态势。

2014 年，我国提出加强医疗卫生行风建设“九不准”，包括不准

将医疗卫生人员个人收入与药品和医学检查收入挂钩、不准

开单提成等。然而，医药领域不正之风在极少数的医疗机构

以及个别医务人员中仍然存在。

“我们要把‘九不准’作为卫生计生系统行风建设‘带电的

高压线’，持续推进落实。”国家卫计委医政医管局巡视员李路

平介绍，“九不准”规定出台以来，国家卫计委已经在 14 个省市

共开展了 880 次专项治理活动。

“医疗服务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不仅要求医生的业务

精良，还要求了解患者的心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程

南生介绍，一些医务人员“重业务、轻服务”的现象为提升医院

服务水平提出了新的课题。

自我纠偏纠错的“免疫剂”如何用好？意见明确要对重点

医疗机构进行巡查。2020 年，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全部开展医

院巡查工作。同时，大力普及行风教育培训，2020 年培训率达

到 100％。建立卫生计生系统征信体系。制定信息共享和联

合惩戒实施办法。 （据新华社）

卫计委：不正之风案件
将列入征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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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梦然

专家提示

名贵中药涨价背后名贵中药涨价背后

历史赋予的名贵基
因、现代科技带来的质量
提升、消费升级下的原料
稀缺……看似疯狂的涨价
潮背后，中药不过是拿回
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政能量

健康在身边

又有名贵中成药涨价了。近日，漳州片仔癀药

业发布“提价”公告，国家保密品种片仔癀的市场零

售价将由 500元/粒上调到 530元/粒，供应价格（药

厂销售价格）也将进行上调。

从东阿阿胶到云南白药，再到片仔癀，中成药

涨价俨然已成为行业常态，并且远未有停止的势

头。这也招致了专家与消费者的诟病：中药，似乎

正在远离诊病救人的初衷，成为束之高阁的昂贵奢

侈品。

事 实 果 真 如 此 吗 ？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近 日 就

此 采 访 了 片 仔 癀 药 业 等 几 家 中 药 企 业 和 行 业

专 家 。 他 们 表 示 ，名 贵 中 药 的 涨 价 ，是 企 业 、

行业生存发展的必然，总体符合消费升级的时

代趋势。

本轮名贵中药涨价的主角，是在中国南方和东

南亚地区，拥有高知名度的漳州片仔癀。

资料显示，片仔癀的由来，最早可追溯至明朝

嘉靖年间，由宫廷御医将配方带至闽南，是“福建三

宝”之一。作为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片仔癀具

有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的功效。它和云

南白药一样，是中国仅有的两个国家绝密级中药保

密配方，拥有自己的独特知识产权，其制作技艺已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

“500 多年前，片仔癀就跟随福建先民‘下南

洋’的迁徙，将中医药的深厚与先进，散播到东南

亚乃至更遥远的地带。”片仔癀药业董事长刘建顺

说，当时的东南亚地区炎热荒蛮，充满艰辛和危

险。具备清热解毒、凉血化瘀功效的片仔癀，极适

宜应对热带地区气候。因而去南洋闯荡的先民，行

李中往往都少不了片仔癀。

直到今天，片仔癀依然出口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连续 20 多年位居中国中成药外贸单项品种出

口第 1位。

但令人尴尬的是，片仔癀在当前市场中的知名

度，显然无法与自身辉煌的历史相匹配。在多个机

构发布的中药品牌知名度排行中，片仔癀都排在云

南白药、同仁堂、东阿阿胶以及三精、江中、999 等

新老同行之后。

“身为名贵中药，在国内尤其是北方地区的知

晓者却寥寥，人们当然会对你的突然提价，持质疑

态度。”中华老字号振兴计划专家委员会主任、品牌

学者尹杰说。

他表示，互联网时代，“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

念已经过时。提升品牌和产品的知名度，是中药老

字号在品牌管理方面亟须补上的不足，也是整个中

药行业未来都需要重视和加强之处。

海丝路“使者”却鲜为人知

受访中药企业表示，除去原料稀缺，中药提价

遭疑的缘由，还包括中药产品现代化、科技化程度

低，品质不行的陈旧偏见。

“提到中药，许多人第一时间浮现出的形象，往

往还是草药纸包、手搓脚碾。这导致中药普遍难以

获得产品溢价。”尹杰说。

据刘建顺介绍，包括片仔癀在内的主流中药企

业，其研发、生产、包装、物流、服务等环节早已实现现

代化。各企业在科研、质量方面的投入巨大。片仔癀

近年来投入2500万元技改资金，对生产线进行现代

化升级和扩产改造，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传统中药最常遭遇质疑之处，是缺乏量化标准

和科技含量。但随着对科研投入的加大，先进科技

正逐步提升、优化着中药的传统功效。

据介绍，2008 年，东阿阿胶在国际上率先实

现从阿胶中成功提取 DNA及 DNA真伪鉴别，获得

4项中国发明专利，并且于 2009年在国际学术杂志

上发表了研究成果；2010 年，东阿阿胶与华东理工

大学合作，在世界上首次测定了驴 I型胶原蛋白质

序列；2012 年，东阿阿胶和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

院合作，发明了阿胶质量标准“特征肽检测法”，

2015年被国家药典收录。

片仔癀也选择与各研究机构，共同开展临床研

究、中药药理及分子机理研究、新药研发及临床试

验等诊疗新技术的研发与协同攻关。

目前，片仔癀已与香港浸会大学成立“片仔

癀—香港浸会大学中药创新研发平台”；与中国药

科大学共建“中国药科大学—片仔癀联合实验室”；

与北京林业大学共建“北京林业大学—片仔癀麝类

生物学联合实验室”。

“套用影视剧里的台词：中药，不过是拿回属于

自己的东西。但同时必须牢记，原料优质、工艺一

流、技术先进的产品，才是赢得消费者的唯一方

法。”尹杰这样表示。

科技创新带来产品溢价

在片仔癀、东阿阿胶等企业的提价说明中，原

料稀缺甚至短缺是重要理由之一。

此前，包括东阿阿胶在内的中国阿胶企业，

从非洲大量进口毛驴的新闻，引起了国内外媒

体和公众的关注。背后就是阿胶的原料——驴

皮供应紧张。

据统计，目前国内外市场对阿胶的需求量已高

达 5000 吨，实际驴皮的需求是 400 万张，按照这个

标准，中国的驴存栏量达到 1100 万头才能达到市

场的供需平衡。然而中国毛驴的存栏量近 20年来

持续下降，已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1100 万头跌至目

前的 500 万头，而且还在呈现继续下降势头，造成

市场严重供应不足。

而资料显示，片仔癀采用麝香、牛黄、蛇胆、田

七等名贵药材用特殊工艺制成。在这公开的四味

成份中，天然麝香因为来自国家一级保护的麝科动

物而尤为珍贵。

2003 年我国将麝列入一类野生保护动物，麝

香的使用由国家统一审批和分配。片仔癀是被允

许使用天然麝香的 7种药品之一，每年向国家申请

获得生产所用的天然麝香。但从 2015年开始国家

停止了这种配额供应。

目前，有许多产品原料涉及麝香的中药企业开

始使用人工合成品作为替代。但据刘建顺介绍，出

于对产品药效和品牌声誉的考虑，片仔癀仍然坚持

使用天然麝香。

“麝的养殖，难度巨大。该物种对于环境、温

度、食物等方面的要求很高，只能在海拔较高、气候

适宜的地方进行养殖，成本投入很大。”片仔癀常务

副总经理黄进明向科技日报记者解释了林麝养殖

规模难以快速扩大的原因。

“高速上涨的产能需求和 1500 只的养殖规模

之间是巨大的原材料缺口，因此片仔癀价格一再上

涨的原因也不难理解。”尹杰说。

核心原料日趋稀缺

本报记者 李 颖

需求大而价格升，是最基本的商业规律。传统

中药涨价的背后，是消费升级情况下，市场需求激

增的结果。

以滋补名药为例，行业龙头企业东阿阿胶近

10 年来连续 17 次提价，产品零售价从 100 多元/公

斤涨至 4000多元/公斤，10年价格涨了 40多倍。中

消费升级需求激增

科技日报讯 （记者宋莉）“现代医学发展之路有些‘走偏

了’，离‘科学’越来越近，离‘病人’越来越远；现代医学需要

向中医药学学习，来帮助自己‘纠偏’。”16 日，在第三届中华

健康节开幕式暨院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樊代明院士

如是表示。

樊代明认为，在此基础上，两者整合可以形成一个从整

体出发、重点关注“人”的、真正有效保证人类健康的新的医

学体系。当天上午，来自中国工程院的樊代明、张伯礼、陈亚

珠、王威琪、吴以岭等院士出席了院士论坛，梳理中华民族传

统养生智慧。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表示，中医药是我国医

疗卫生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新型大中药产业将取得优

化工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高人民群众

生活质量等重大综合效益。因此，中医药传统知识不仅要好

好加以保护，更要运用现代技术发掘精华，令中药大健康产

业为中国人民的健康，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服务。

吴以岭院士在报告中介绍了“通络、养精、动形、静神”八

字养生文化，他认为，“八字养生经”不仅可以帮助人们建立

起科学、完善、系统的健康生活方式，减少慢病的发生，同时

也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医养生文化，为中医药健康产业的振兴

发展打下坚实的民众基础。

王威琪院士则表示，通过生物医学工程研究，可以开创

医疗康复、健康养生、健康管理服务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大健

康产业提供持续的科技支撑。

院士分享传统养生智慧

国产业信息网发布的《2015—2020 年中国阿胶市

场分析与投资前景研究报告》 指出，作为享受型的

消费品，未来阿胶类产品价格将随着原材料趋紧和

消费人群增加持续上涨。

“国人的消费心理与行为发生了变化，开始从

价格转向品质，从产品转向品牌。”尹杰表示，经济

收入的增加，让人们愿意为健康花更多的钱，从物

美价廉到便宜无好货、一分钱一分货，大伙的消费

理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此外，物质生活提升后，人们通过消费品牌来

彰显个性。品牌的历史与出身，成为人们衡量、购

买的重要因素之一。承载着厚重传统文化、品质得

到历史背书的中药老字号，成为国人的首选。

刘建顺认为，中国近现代史受西方工业文明主

导的现实，导致中药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当代

消费者的认知中，沦为落后、低端、品差、廉价的象

征，自然会对提价产生不解和抵触。事实上，片仔

癀、安宫牛黄丸、六神丸等中药，用料名贵，有的出

身宫廷，自古便是公认的高质高价。

对此，尹杰也表示，传统中药“自提身价”之所

以受关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假冒伪劣的泛滥，

虫草、石斛等哄抬炒作，让中药在消费者心中的整

体形象不高，品牌、品类的认知度较低，导致人们暂

时难以适应“高价的陌生人”。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骑行，是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同时也

能体现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近年来，骑行

在各个城市逐步兴起，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其中，形

成庞大的骑行族。自行车由原先的代步工具，变

成一项时尚休闲运动，并且形成了骑行文化。骑

车是否也有科学讲究？科技日报记者为此走访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康复医学科主治医师李威。

李威介绍说，现代运动医学研究结果表明，骑

行运动对人有几大益处：首先，因为自行车运动可

以提高中枢神经系统对肌肉骨骼系统的调控性，

因此两腿交替蹬踏可使左、右侧大脑功能同时得

以开发，更可以有效预防大脑功能的衰退。

其次，自行车运动对心肺功能有显著的调节

作用。自行车运动可以有效地锻炼核心及下肢肌

力，同时使全身多肌群共同参与，因而可以强化全

身运动耐力。

另有项调查表明：每天骑单车约 6.5公里的人，

比不骑车的人，患心脏冠状动脉疾病的几率低50%。

“经常运动对减轻心理的压力及改善情绪有

益，特别是在进行户外骑行的时候。”李威表示，与

游泳和其他很多在室内进行的运动不同，骑行时

看到的景色可不是幽蓝的池底或体育馆的四壁，

而是真正的自然美景，沿途的好风光，会让你感觉

十分自由且畅快无比。对于一直困扰现代人的减

肥问题，经常骑自行车也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

对于喜欢骑行的人来说，自行车已成为他们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许多男性却抱

怨：在骑了几公里自行车后，阴茎和阴囊会有麻木

的感觉。美国波士顿和意大利的研究人员发现，

男性骑车的时间越长，阳痿或失去性欲的危险也

就越大。奥地利的研究所也做过调查：许多喜欢

骑山地车的男性的阴囊里都有创伤愈合后产生的

钙化物。

亦有研究指出，长时间骑自行车容易造成前

列腺炎，导致排尿困难、尿频等症状。还有研究显

示，顶尖的自行车选手与其他的运动员相比，其精

虫的活动力较低。这是否意味着男性不适合将骑

自行车当做长期锻炼项目？

对此，李威表示，长时间骑行确实有可能发生

泌尿生殖系的问题，但大部分可以在短暂的休息

后改善，如果采取科学有效的的措施，可以减少骑

行带来的困扰：首先，增加自行车座垫的面积，使

用相对柔软的座垫；其次，调整骑车的姿势，不要

将全身的重量放在与车座接触的部位；第三，可以

适当将座椅的角度调节为向下倾斜大约 10度。此

外，应避免长时间过于激烈的骑车运动。

李威表示，看似简单的骑行，如果不是在科学

指导下进行，骑行的危害能“从头到脚”覆盖全

身。“这绝不是耸人听闻！”

错误的骑行姿势可以造成对颈椎及腰椎的损

伤，最直接的表现为疼痛。李威解释说，引发肩膀痛

和脖子疼主要原因可能是车把比较低，过度依靠上

肢支撑身体，超过了肌肉负载所能承受的范围。

骑行爱好者需要了解“骑车黄金三角配重原

则”，在骑行过程中，将身体重心置于车把、车座及

脚踏板组成的三角形中，合理将身体的负荷分配

在 3个支撑点上，这样就可以减轻腰部的压力。

“骑行中，背部、脖子的姿势最重要。”春分健

身的教练马竞解释说，骑行中需要背部是直的，但

不是竖直，是前倾而笔直的，要从臀部前倾，而不

是腰部或后胸，否则变成“罗锅”或“虾米”——不

仅仅是为了好看，更是需要让脊柱尽量笔直，否则

长期骑行后, 会背痛难忍。另外，脖子要自然挺

直，别太低也别太挺。

马竞强调，正确的骑行姿势应该是：身体稍向

前倾，身体两臂伸直，腹部收紧，采用腹式呼吸方

法，双腿和车的横梁平行或稍向内扣，膝、髋关节

保持协调，身体不要左右摆动，注意把握骑行节

奏。虽然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骑行对预防心血

管等疾病有好处，但如果没有科学的指导，不科学

的骑行反而会使已经存在的心脑血管等疾病的病

情进一步加重。

骑行虽好 也要讲究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