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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专版

为进一步弘扬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激
励广大中医药工作者为群众提供优质的中医
药服务，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县中医药管理
局在全县医疗卫生系统内开展了“济阳县优
秀中医师、优秀中药师、优秀基层中医”评选
活动，经过层层选评、专家论证、实地考察，最
终评选出 10名优秀中医师、5名优秀中药师、

15 名优秀基层中医，他们立足岗位、勤勉敬
业，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
展现了中医药工作者的良好精神风貌，为群
众健康提供了优质的中医药服务，促进了我
县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得到了群众的一致好
评和社会的广泛认可。《新济阳》将对优秀中
医师、中药师、基层中医陆续刊登。

言

引

弘扬中医文化 传承中医精髓

济
阳
县
优
秀
中
医
师

孟庆传
男 ，主

任 中 医 师 ，
毕业于山东
中 医 学 院 ，
济阳县中医
院 院 长 、党
总 支 书 记 ，
山东中医药
大学兼职副
教 授 ，济 阳

县人大常委会委员。
先后到山东省中医医院、北京协

和医院、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进修深
造，师从国内外著名医学家胡大一教
授、邵耕教授、许玉韵教授，潜心研习
医术。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
诊治部分疑难、危重病，尤其是肺心
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肿瘤、慢性
溃疡性结肠炎、病毒性肝炎、类风湿
性关节炎、癫痫、抑郁症等疾病的治
疗取得了显著疗效。

先后荣获“山东省先进工作者”、
“济南市优秀中医人才”、“济南市劳
动模范”、“济阳县十佳医生”、“济阳

县第五、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等
荣誉。

2010年在《中医临床研究》上发
表了《冠心病证治与调理肺气》，在中
国医学科学院论文汇编上发表了《中
医药治疗病窦综合征48例》，还发表
了《中西医结合治疗肺心病慢性呼吸
衰竭临床观察》，编纂了《中医诊断学
与现代医学》等著作。

以位次第三研究者身份进行了
“功能性阳痿通阳治疗的规律性研
究”,通过山东省卫计委的科学技术
成果鉴定。

刘春莲，女，主任中医师，毕业于山东中
医学院，济阳县中医院副院长，济南市儿科专
业委员会委员，济南市妇幼保健行业协会理
事。

熟练运用中医药技术治疗儿科常见病、
多发病。如呼吸系统的感冒、咳喘、乳蛾、鼻
渊，消化系统的胃脘痛、腹痛、厌食、泄泻、口
疮、鹅口疮等疗效显著。一些发病率相对较
低或疑难的疾病运用中医药疗法也取得了较
好疗效，如夜惊症、多发性抽动症、遗尿等。
另外，针对部分患儿口服中药困难，创制了系

列外用中药制剂，如小儿止泻散、理肺散、口
疮散、防感散、止汗散、遗尿散等。推拿治疗
小儿斜颈及泄泻疗效显著，受到群众广泛认
可。

2008、2012、2016年度均获“全市中医药
工作先进个人”荣誉。

在《光明中医》上发表了《小半夏加茯苓
汤治疗再发性呕吐》，在《中医药导报》上发表
了《加味止嗽散治疗风寒犯肺型小儿咳嗽的
疗效观察》，是《儿科学》的副主编。

路贵敬
男，副主

任 中 医 师 ，
毕业于河北
医 科 大 学 ，
济阳县中医
院 副 院 长 ；
山东中医药
大学兼职副
教 授 ；中 国
针灸学会经

筋诊治专业委员会常委、学术部副主
任；中国针灸学会经筋诊治专业委员
会山东分会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山
东针灸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理事；山东
省首届健康山东“健康大使”。

1991年被济阳县人民政府授予

“济阳县卫生系统先进个人”；2004年
获“济南市青年岗位操作能手”；2005
年再次获得“济南市青年岗位操作能
手”；2006年获“济南市建功立业先进
个人”；2011年被济阳县人民政府授予

“济阳县建功立业先进个人”；2011年
获济南市“健康山东防病与健康知识
演讲比赛优秀奖”；2013年济阳县慈善
总会授予“济阳县慈善奖优秀慈善工
作者”；2014年济南市卫生局授予“医
院标准化建设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
获“济宁市王叔和中医药科技奖一等
奖”；2017年济阳县委、县政府授予“济
阳县党建工作先进个人”。

主要论文著作有《头皮针治验3
例》、《针灸临床杂志》2000年第9期；

《针刀为主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280

例疗效观察》《内蒙古中医药》2009年
第2期；《浅谈薛氏经筋理论及其临床
意义》《光明中医》2014年第8期；《基
层针灸科常见病误诊误治分析》《中外
健康文摘》第11卷第19期；《单针运动
刺治疗早期经筋痹痛300例即刻疗效
分析》《中国民间疗法》2015年第9期；
著作《经筋理论应用与发挥》2014年3
月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主要科研成果有2013年《一种高
压消毒针灸盒》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2015年3月合作课题《长圆针解结膝
周规律性结筋病灶点治疗膝骨性关节
炎的临床研究》获济宁市王叔和中医
药科技奖一等奖；2017年6月《长圆针
解结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研究》
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通过。

怀保健
男，副主

任中医师，毕
业于滨州医
学院，济阳县
中医院副院
长，当选为山
东中西医结
合学会呼吸
病专业委员
会委员；山东

中医药学会第三届中医内科专业委
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学会肺系病专
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医药大学聘为
兼职讲师；山东协和职业学院聘为讲
师。

积极开展中西医结合，运用中

医中药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
喘，慢性胃炎、胃溃疡、胆囊炎，失
眠，便秘，心、脑血管疾病及某些妇
科杂症的辨证论治，具有见效快、
疗效好、费用低等优点，深受广大
人民群众一致好评。病员除本县
外，还辐射到商河、章丘、天桥等周
边县区。

主要荣誉称号有：2008年10月，
被山东中医药大学评为2007—2008
学年“山东中药大学实习教学优秀教
师”；2015 年3 月被济南市卫计委评
为“济南市平安医院创建工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2016 年4 月被济南市
卫计委评为“济南市改善医疗服务行
动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主要论文著作有：“泻肺止咳汤

加减治疗咳嗽变异型哮喘50例临床
观察”论文，第一作者发表在《中医临
床研究》2014年10月第6卷第28期；

“加味六君子汤治疗老年得性肺炎临
床分析”论文，第一作者发表在《光明
中医》2016年2月第31卷第3期；“浅
谈调气、活血、化瘀法在肺系病中运
用的体会”论文，第一作者发表在《中
医临床研究》2016年8月第8卷第22
期。

跟随山东中医药大学“泰山学
者”，全国名中医张伟教授学习“肺
系”病的中西医特色治疗理论和技
能。

调气、活血、化瘀法治疗“肺系
病”科研成果正在积极申报科研立
项。

陈 跃
男 ，主

任 中 医 师 ，
毕业于山东
中 医 学 院 ，
济阳中医院
副院长。

注重用
中西结合的
方法治疗骨
伤科各类疾

病，从单一的手法复位、小夹板外固
定治疗骨折，到骨伤科各类疾病手术

的开展。善于用中医药技术应用临
床，自拟消肿止疼方、活血止疼散等
协定方在临床取得很好疗效。先后
开展了髋关节置换、膝关节置换术，
股骨头坏死中西医疗、脊柱骨折的手
术治疗、伊利扎诺夫支架在骨科创伤
及整形方面的应用、骨盆及髋臼骨折
手术治疗，关节镜技术、膝踝骨关节
病的中西医治疗等各种复杂的病症
及骨科手术。每年各类手术病人达
400余例。

2015 年 5 月在全市疾病预防控
制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个

人；在 2005 年度红十字工作中成绩
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在2012年度
传染病防控与疫情报告工作中成绩
突出，被评为先进个人。

《长柳木板反牵引治疗小儿股骨
干骨折》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在《中
医临床研究》2011年9月第三卷第17
期；《环形钢丝加“8”子张力带内固定
治疗髌骨骨折》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
在《中外健康文摘》2011 年第 8 卷第
40 期；2014 年 8 月规划出版的图书

《临床骨科诊断与治疗》，编委会中担
任第六主编。

魏林
男，主任

中 医 师 ，毕
业于河北医
科 大 学 ，济
阳县中医院
针灸推拿科
主任。

山 东 省
老年病医学
研究会第二

届针灸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中
医药学会第三届推拿专业委员会
委员、山东省疼痛研究会第四届中
医针灸镇痛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
中医药大学兼职讲师、中国针灸学
会经筋诊治专业委员会山东分会
常务委员。

重点研究颈椎病，从古典医籍

中搜寻与颈椎病症状相关的记载
并加以提炼，结合近代中医大师治
疗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辨证、组
方、取穴特点；从颈椎的解剖、生
理、病理、生物力学、影像全面认识
颈椎病，确保诊断治疗的正确率，
减少漏诊、误诊的发生，治疗有效
率达 98%。积极开展带教和科研工
作，把“冲击波配合髋关节注射治
疗早期股骨头坏死”作为科研方
向，并申请立项。

济阳县第六批专业技术拔尖人
才、济阳县十杰爱岗敬业能手、济阳
县五一劳动奖章、济阳县优秀劳动
者、济南市第二批名中医“薪火传承
工程”指导老师、济阳县卫生工作先
进个人。针灸科先后被授予济南市

“青年文明号”和“两好一满意”示范
集体，2016年确定为“山东省重点中

医药专科建设单位”。
发表了《辩证取穴治疗偏瘫130

例》、《穴位注射治疗颈性眩晕 90
例》、《钩针治疗桡骨茎突狭窄性腱鞘
炎》、《体外冲击波配合关节腔注射治
疗早期股骨头缺血性坏死》、《针罐结
合治疗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 126
例》、《辨证分型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118例观察》、《浅谈调气、活血、化瘀
法在肺系病中运用的体会》、《自拟胸
痹汤治疗不稳定型心绞痛60例临床
疗效》等9篇论文。学习继承国医大
师“醒脑开窍针刺法”，在常规应用于
治疗“中风后遗症”的同时，引申治疗

“椎动脉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
疗效确切。

科研成果“一种复合颈椎康复
贴”，于2011年3月获国家实用新型
发明专利。

柳宪翠
女 ，副

主 任 中 医
师 ，毕 业 于
山东中医药
大 学 ，济 阳
县人民医院
中 医 科 主
任 ，山 东 省
预防医学会
甲状腺疾病

防治分会委员，山东省预防医学会糖
尿病防治分会委员。

开展冬病夏治、三伏贴治疗慢性
支气管炎、慢性鼻炎等慢性寒性疾病
取得显著疗效。中西医结合治疗糖
尿病、甲亢及各种内分泌疾病方面也
取得显著疗效！积极开展中医针灸、
红外线治疗；中医中药治疗妇科病、
内外科常见病、疑难杂症。

2005-2009 年连续五年被评为
医院十佳大夫，2008 年被评为济阳
县十佳大夫，2009 年被评为济阳县
先进工作者。2010、2011、2012、2013
年连续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

2000年5月《汉防己化肝养胃汤

治疗门脉高压性胃病的临床观察》在
《中国临床医药研究杂志》发表；2000
年5月《中医活血化瘀对肝纤维化的
诊治》在《中国临床医药研究杂志》
发表；2005 年 7 月《中西医结合治疗
糖尿病足55例临床观察》在《中国医
药卫生》发表；2006 年 12 月《诺和龙
合六味地黄丸治疗2型糖尿病60例
临床观察》在《中华医师论坛》发表。

2008 年申请了“糖尿病足中药
药浴器”专利，2009 年 3 月获国家知
识产权局批准，并颁发了实用新型专
利证书。

许培柱
男 ，主

治中医师，毕
业于河北医
科大学，济阳
县中医院急
诊科副主任，
济南市急诊
专业委员会
委员。

1988年
调入中医院从事内科工作，多年的临
床工作，总结了一些经验。中医治疗

内科疾病，以虚为多。呼吸系统疾
病，如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支气管扩
张等，多气虚痰饮内蕴，治疗以补气
祛痰为主，祛病同时，预防复发，自拟
黄芪麦冬汤加减，大多 5 到 15 剂控
制，并大大减少复发机会；神经系统
疾病，如脑梗塞，脑供血不足，神经功
能紊乱等，自拟柴胡安神汤，增加脑
供血，调节神经功能，大多5到10剂
控制症状，减少后遗症发生；消化系
统疾病，肝郁脾虚者多，自拟党参健
脾汤，及疏肝健胃汤，治疗胃肠疾病，
效果显著。10 到 20 剂，可 1 至数年

良好，或可痊愈；心血管疾病，用通阳
活血汤，效果好，可很长时间无症状
生活。高血压可减少降压药用量，甚
至长时间停药；泌尿，内分泌，运动系
统等疾病，以经方为主，加减应用，可
补西药之短，扬中医之长，减少复发
等。调到急诊科后，每天仍有 10 到
30 人次治疗慢性病，多以中医中药
为主，在社会有一些影响。

荣获济南市医德医风先进个人，
并帮我县名医玄振一先生整理学术
著作一部。

宋传亮，男，副主任中医师，毕业于滨州
医学院，济阳县中医院脾胃科主任，中华医
学会济南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会员；济南医
学会第四届消化病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济南
医学会第一届消化内镜专业委员会委员。

20余年来刻苦学习岐黄之术，长期致力
于中医内科临床工作，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内
科杂病，尤其擅长运用中药治疗功能性腹
痛、慢性胃炎、胃溃疡、胆囊炎、结肠炎等消
化系疾病，临床取得了非常满意的疗效，深

受患者好评。2003 年到山东省立医院进修
消化内科一年，对消化系统疾病的诊治有了
较为全面的认识和掌握。

发表学术论文 11 篇，参编医学专著 2
部。《中西医结合治疗肝硬化 56 例》发表于

《光明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溃疡性结肠
炎37例》发表于《山东中医杂志》；《加味开郁
导气汤治疗功能性腹痛综合征的体会》发表
于《光明中医》；《现代疾病诊疗学》副主编，
2017年5月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武传征
男，副主

任中医师，毕
业于滨州医
学院，济阳县
中医院中医
外科主任，山
东中医药学
会第三届外
科专业委员
会委员；山东

协和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山东中医药

大学兼职讲师；山东省医师协会胸外
科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参加工作以来致力于中医中药
在外科疾病治疗中的应用，带领全科
积极研究、应用中医药技术，形成完
善的外科疾病中医治疗体系。在外
科容易西医化的现实中，时刻重视中
医药在疾病诊疗中的优势和重要性，
做到中医的参与治疗率逐年提高。

1999年以来连续多年获得县卫
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县级卫生系统十
佳医生、卫生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2006-2007 年被评为山东中医药大
学实习教学优秀教师；2009-2010年
被评为山东中医药大学实习教学优
秀教师。

在《中国中医药咨询》上发表《中
药外敷配合乳腺治疗仪治疗乳腺增
生病的临床效果分析》；在《中国医药
指南》上发表《当归四逆汤合阳和汤
治疗肢端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效果探
讨》；在《中医临床研究》上发表《浅谈
调气、活血、化瘀法在肺系病中运用
的体会》。

近一段时间，我县反应麦苗死亡问
题较多。县农业局对此高度重视，立即
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指
导，分析原因，提出对策，帮助群众解疑
答惑。麦苗死亡的主要原因是：

一、部分地块秸秆还田质量差，没
有充分粉碎，加上抛洒不均匀，有的地
方多，有的地方少，若麦苗的根扎在秸
秆上，就不利于小麦的生长，造成根弱、

苗细，麦苗死亡。
二、部分地块土壤松塇，播后没有

镇压或镇压不实，种子不能与土壤紧密
接触，麦苗出土后，根系跑风漏气，造成
苗弱或麦苗死亡。

三、部分地块播种过深（播前不镇
压，容易造成播种过深），播深达到 6-
10cm，麦苗在出苗过程中，消耗过多养
分，致使麦苗出土后苗弱，抗冻、抗病、

抗虫能力弱，致使麦苗死亡。
四、据气象资料，10月30日，我县出

现1次降温过程，最低温度达到-1.4度，
这时，麦苗生长旺盛，叶嫩多汁，抗冻能
力差，造成冻害，目前表现为部分叶片
干枯、死亡。深播弱苗、土壤松塇、镇压
不实的地块死亡较重。

五、部分地块出现旱情，土壤墒情
较差，影响麦苗生长，造成苗黄、苗弱，

甚至死亡。
六、上茬玉米生长期间，部分地块

除草剂喷施过晚或重喷或喷施药量过
大、浓度过高，造成除草剂残留，产生药
害，致使根系发黑、腐烂，心叶弯曲，发
生死亡。

七、红蜘蛛危害致使麦苗叶片发
白、失绿，麦苗生长受到影响。

主要应对措施如下：

一是对于发生旱情和秸秆还田质
量差或土壤松塇镇压不实的地块，要抓
紧浇水，将土壤充分沉实，恢复小麦生
长，避免冬季遭受更严重的冻害，苗弱
的地块浇水前可使用尿素每亩10公斤，
以促进麦苗生长、分蘖。没有水浇条件
的地块，要镇压，将土壤压实，使麦苗根
系与土壤密切接触，增强小麦抗冻能
力，要注意镇压效果。

二是对于发生除草剂药害的要喷
施芸苔素内酯等植物生长调节剂，恢复
麦苗生长；对于红蜘蛛可以喷施阿维菌
素或哒螨灵等杀螨药剂。

济阳县农业局
2017年11月9日

近期麦苗死亡主要原因与应对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