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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保健肺为先
——名老中医王国斌谈秋季养生与防病

本报记者 于淼 文 丁友明 图

本报讯（记者刘招通讯员白天）昨日，市
房管局发布10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数
据显示，随着我市房价调控政策的逐步推进，
我市商品住房均价连续3个月下降，由7月份
的 7771元/平方米降到 10月份的 7401元/平
方米。同时，由于限价政策的实施，部分开发
商放缓推新楼盘的速度，加上消费者的观望态
度等众多原因，我市楼市并未出现“金九银十”
的火热局面，10 月市区商品房销售 7250 套
（间），环比下降了2.65%,同比下降了17.76%。

商宅连续3个月价格下降

10月，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为8671元/平
方米，环比涨了2.47%；商品住宅销售均价为
7401元/平方米，环比降了2.12%；非住宅销售
价格为12748元/平方米，环比涨了11.59%。

7、8、9、10月份市区商品住房均价分别
为每平方米7771元、7589元、7561元和7401
元，3个月每平方米降了370元。

业内人士认为，这得益于新版“限购令”

和对“房价上限”控制。9月，市房管局发布
了升级版“限购令”。随即，提出“房价零增
长”目标限价。

9~10月，30多家楼盘因为房价上涨，被
约谈、停止网签，并被要求限期进行整改。

市房管局市场处处长江文静介绍，对于
申报价格过高且不接受房管部门指导的新
建商品住房项目，暂停发放其预售许可证；
对于批准预售的项目，利用商品住房限价信
息管理系统进行价格管理，超出申报价格销
售的，无法网签合同。同时，房管部门加大
了市场监察力度，对限购政策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对通过 VIP 排号等手段人为制造“日
光盘”、借势推高房价的项目依法进行查处，
进一步规范房地产市场秩序。

“金九银十”楼市不火

数据显示，10月市区商品房销售7250套
（间），环比下降了2.65%,同比下降了17.76%。

商品房销售面积78.1万平方米，环比降了

0.25%，同比降了8.18%。其中，商品住宅销售
5933套（间），环比降了1.58%,同比降了18.94%；
非住宅销售1317套（间），较上月下降了7.19%。

市区二手房共成交2997套（间）, 较上月
下降了15.05%。

按照楼市运行规律，9月和 10月是楼市
的销售旺季，被称为“金九银十”，但从数据来
看，我市“银十”不但不火，销量还有所下降。

对于商品住房销售下滑原因，市住宅与
房地产协会秘书长叶琦说，自9月1日，新的调
控政策措施出台后，按照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新
的要求，需要开发企业重新申报未售出商品住
房的销售价格，而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持观
望态度，没有及时申报新的销售价格造成无
法销售。其次，新调控政策措施的出台，对部
分消费者的市场预期产生影响，理性购房意识
有所加强，恐慌性购房现象开始缓解。

未来中低价房更多

关于我市商品住房价格走势，江文静

分析，目前已有多个规模比较大的城中村
改造项目已经进入了商品房预售办理程
序，近期将会形成市场投放，未来，中低价
房子将更多。

江文静说，土地部门也加大了住宅用地
投放力度，因此短暂性供求紧张的局面将会
进一步缓解，随着供求关系逐步调整到位，预
计我市商品住房价格将呈现下行的趋势。

所以江文静建议购房群众，一定要保持
理性购房心态，切不可盲目跟风，应根据自
己的实际需要科学选择购房时机。

此外，针对近几日某些商业性研究机
构发布多城市房价指数显示的郑州房价出
现上涨的问题，江文静表示，房管部门公布
的数据基于全部新建商品住房的真实网签
的交易数据，反映了当前供应和销售的实
际状况；而商业性机构发布的数据是抽样
部分项目得出的。两者的数据来源、统计
范围、计算方法等均不相同，其结果无法相
比。可以肯定的是，我市未来的调控政策
不会放松。

麻烦草
在中药中有一味具有发汗散

寒、宣肺平喘、利水消肿功效的
药叫麻黄，相传它的原名叫“麻
烦草”，这源自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位靠采药行医为
生的老人医术高明、闻名乡里。
晚年的他收一徒弟，以继承衣
钵。谁知这个徒弟心高气傲，刚
学一点皮毛就自以为是，不久便
欲自立门户。师徒告别时，老人
特别嘱咐他一句话：“有一种叫
无叶草的草药不能随便给人治
病。”徒弟问：“为什么？”老人说：

“此草根和茎虽然都能治病，但
药效大相径庭，发汗用茎，止汗
用根，弄错可能死人！”徒弟“哦”
了一声便告辞了。

不久，徒弟的药店开张了，不
少人前去看病。这个年轻人用
药大胆，号称无病不治。一天，
他在给一位病人用这种无叶草
治病时，忘记了师傅的嘱咐，把
人给治死了。死者家属遂将他
告到了衙门。县官在审理此案
时，问他医术为何人所教，他便
把师傅给供了出来。师徒遂当
堂对质，结果发现是徒弟粗心把
师傅所嘱之事弄颠倒了：病人本
需用茎发汗，他却用根止汗，结
果病情加重而死。县官审清此
案后，当堂将徒弟判刑入狱，师
傅无罪释放。

数年后，刑满释放的徒弟十
分懊悔当初学医时的浮躁，便前
去找师傅认错，并重新跟着学
医。之后，他为了时刻提醒自己
虚心学道并铭记教训，便把这种
常用的无叶草取名为“麻烦草”，
此名便渐渐传开。后人因“麻
烦草”的根是黄色的，才改名为

“麻黄”。
据史载，郑州地区曾盛产“麻

烦草”。宋代药物学家苏颂曾
云：“今近京（汴京）多有之，以荥
阳、中牟者为胜。苗春生，至夏
五月则长及一尺……”

治疗肺气肿三验方
方一：
熟地黄 15克，五味子、麦冬、山药、山萸肉、紫石英各12

克，茯苓、泽泻、丹皮各10克，肉桂5克，水煎，分2次温服，每
日1剂。

方二：
熟地黄15克，五味子18克，麦冬12克，山药12克，山萸

肉15克，茯苓10克，泽泻10克，丹皮10克，肉桂5克，甘草3
克，加水煎煮，每日1剂，分2次温服。此方止咳平喘，补益
肺肾。一般连用5~7剂即见效。

方三：
青萝卜 500克，生姜 15克。萝卜洗净切丝，生姜切片，

急火炒成六成熟，入纱布包，热敷肚脐15分钟，每日2次，7
日为1个疗程。（上方应在中医师指导下服用）

我国将第四次摸查
中药资源家底

据光明日报讯 近日记者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获悉，
该局已在全国22个省份的655个县组织开展全国中药资源
普查试点工作，计划今年年底在全国 31个省份共 807个县
全面开展，为即将开展的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奠定基础。

据介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分别于1960年～1962年、
1969年～1973年、1983年～1987年组织开展了三次中药资源
普查。历次中药资源普查获得的数据资料，均为我国中医药
事业和中药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第三次中药资源
普查距今已20多年，其间中药产业快速发展，对中药资源的
利用需求不断增大，中药资源种类、分布、量、质和应用等已经
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对中药资源进行摸底调查十分必要。

144个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工作室确定

据中国中医药报讯 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通
知，确定并公布了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张士杰等144名2013
年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专家名单。

各建设项目依托单位要根据《2013年全国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要求，认真组织实
施，为工作室的建设提供便利条件和必要支持，保证建设项
目的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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燥易伤肺 及时补水

“燥是秋的主气，这是因为入
秋后，雨水减少，造成空气当中的
湿气减少，虽然暑热渐退，但主令
的秋燥日益明显，不仅秋阳似火，
而且秋风又性燥，易耗伤津液，使
人咽干鼻燥、口干唇裂、皮肤干
裂，或有人出现咽痒、频繁的痉挛
性咳嗽、少痰、伴见血丝等症状，
还有不少人会有便秘，甚则痔疮
出血、皮肤干涩等——这都是‘秋
燥’的典型表现。”王国斌教授解
释说。

“要想缓解秋燥，第一就要增
加饮水量。”他指出，秋季主燥，而
肺为娇脏，更易遭受燥邪侵袭而
发病，因此，及时补充水分是非常
重要的。秋季每日至少要比其他
季节多喝水500毫升以上，以保持
肺与呼吸道的正常湿度。且研究
发现，如果水温在 20℃~25℃时，
最容易快速被人体吸收。

除此之外，王国斌教授还提
醒，可以保持晚上喝汤，早上喝
粥，以此来弥补经过盛夏多汗、秋
季风盛而伤津导致的体阴不足。

滋阴润肺 少辛增酸

古代著名的营养专著《饮膳
正要》中说“秋气燥，宜食麻以润
其燥”，意思就是秋季多燥，要多
吃像芝麻之类滋阴润肺的药物或
者食物，因此，为防燥邪为患，秋
季宜多吃生津增液的食物比如芝
麻、核桃、甘蔗、蜂蜜、山药。

“秋季保健应围绕肺脏开展，
其中核桃与芝麻在秋季食用最
好，在《神农本草经》和《本草纲
目》等医药学专著里芝麻都享有
很高的评价：健脾胃、利小便、和
五脏、助消化、化积滞、降血压、顺
气和中、平喘止咳，抗衰老。”王国

斌教授说。
除此之外，他还提醒到，秋

季饮食还要注意“少辛增酸”。
也就是说，要少吃比如辣椒、大
蒜、葱、姜、芥末以及各种大料
之类的辛辣食物，以防肺火太
盛。中医认为，辛是入肺的，肺
是秋季的主帅，要统治其他五
脏，辛入肺能助肺之气，使得肺
气更旺，肺火太盛会损伤肝的
功能。因此除“少辛”之外，在
秋天还要“增酸”，以增加肝脏
的 功 能 ，抵 御 过 盛 肺 火 的 侵
入。酸指的是酸味的食品，因
为秋季主收，酸主收涩，而且酸
入肝，比如葡萄、广柑、柠檬、芒
果等，多吃这些水果，不仅能补
充水分和维生素，同时也可以
补充津液的不足。

秋收冬藏 控制血压

“在秋季，也是心脑血管类疾
病的高发期。”王国斌教授解释
说，秋季自然界逐渐寒冷，从中医
角度来讲，使体内气血逐渐趋于
内，外援的提供就差，按现代医学
来讲，由于寒冷的刺激，皮肤乃至
皮下组织以及周围血管阻力增
大。中医上讲的秋收冬藏就好比
一棵大树，秋季树的营养不再向
枝条发放，逐渐集结于树干或树
的根须，这样以保能度过寒冷的
冬季。人也如此，到秋季内在储
备多，外在储备少，容易造成血压
偏高。

“在坐诊中，有患者这样问过
我，他的血压已经恢复正常，是不
是可以停药了。”王国斌教授举例
说，在秋季，血压属于上升的阶
段，这个时候不仅不能停药，要时
刻关注甚至要加大用量。这就叫
因时用药，这也是秋季保健的一
种途径。

王国斌，河南中医学院三附院
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
级名老中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
诊断分委员会顾问，中西医结合肝
病杂志编委，河南中医学院中医诊
断研究所所长，教学名师，河南省
中医内科会诊中心指定专家，河南
省人民政府预备参事，郑州市亚健
康研究会常务理事。

他从事中医教学、临床、科研近
41 年，对疑难杂症，尤其对肝、胆、
胃、肠病、心脑血管病、泌尿系疾病
及腰椎间盘等病颇有独到之处。承
担省级以上课题2项，获国家专利2
项、省级以上成果奖 4 项，出版专著
14部，发表论文40余篇。

“用左右两手的中指指肚同时夹紧鼻
梁两侧，并顺着鼻梁用力向上推至神庭
穴，紧接着向下推至鼻翼旁，推行速度宜
快，一上一下为一次，须快速推100次左
右，使鼻腔内有火热感为佳。”刚走进中医
三附院王国斌教授的诊室，就看到他一边
亲自做着示范，一边叮嘱患者怎样用中医
按摩法缓解鼻炎症状。

和王国斌教授交谈可谓是一种享受，
他清晰的思路和温文尔雅的谈吐总能把
复杂的医学问题理顺得简单明了。

“秋季气候多变，乍凉乍热，昼夜温差
大。中医认为，燥主秋令，且‘燥易伤肺’，
所以秋季养生，要以养肺护肺作为保健根
本，‘秋气通于肺’，这一理论提示人们，秋
季养生保健必须顺应时令的变迁，注意保
养肺气，这样就能有效降低秋季高发病的
概率。”王国斌教授说。

我市10月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发布

调控政策持续显效 商品住宅价格连降
3个月降了370元/平方米

公交车流动
失物招领台

近日，郑州公交三公司在
269 路公交车上安装了流动“失
物招领台”，帮助乘客找回失物。

公交三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公司有46条线路992台公交
车，每天都能捡到很多物品，但由
于缺少联系方式和方法，不少物
品都没办法及时归还。设置失物
招领台后，通过几天运行，我们已
退还好几件物品了。”

本报记者 丁友明 摄

中国高交会启幕在即
我市将组团参会

本报讯（记者 成燕）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
获悉，由商务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
发改委等联合主办的第十五届中国国际高新技
术成果交易会（简称“高交会”）将于本月 16
日~21日在深圳举行。届时，我市将组团参会。

据了解，本届交易会以高新技术成果展、项目
对接和贸易洽谈为主要内容，参会对象包括：有高
新技术成果融资、转让、合作和投资交易需求及有
项目招商需求和信息交流需求的企业、高校、科研
单位及个人发明创造者。参展单位可通过所在省
辖市商务局报名参加，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直接向

“高交会”河南组委会办公室报名参加。
据悉，今年我省向“高交会”组委会申请展场

面积为 214平方米，采取全省统一设计，整体布展
的方式。为充分展示和宣传我市高新技术成果，
我市将统一组织参展企业参加全省布展。

前三季度六县(市)
GDP同比增长9.2%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市统计局昨日发布信
息，前三季度，我市六县(市)生产总值（GDP）合计
2089.9亿元，同比增长9.2%，低于全市增速0.4个
百分点。其中，巩义市、新郑市、新密市以10.0%、
9.9%和9.2%的增速，名列前三位。

前三季度，县域经济总量中第一、二、三产业
增加值分别完成97.5亿元、1423.1亿元和569.3亿
元，同比增速分别为4.1%、9.6%和9.0%。其中，工
业增加值1350.7，同比增速9.4%。三次产业结构
为4.7∶68.1∶27.2。一、二、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增
长的贡献率分别为 2.0%、75.1%和 22.9%，其中工
业贡献率为 70.5%。与同期相比，第二产业贡献
率下降了2.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贡献率上升了
2.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
快速增长仍是我市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同
时第三产业对县域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逐渐加
强。

分行业来看，可谓有喜有忧。其中，房地产
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非营利性服务
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及农业等大部分行业增
速高于全市平均增速；同时工业、营利性服务业、
金融业等部分行业增速低于全市平均增速。

我市将设两个
雾霾监测点

本报讯（记者 汪辉）昨日，记者从省卫生厅获
悉，未来 3～5年内，我省将逐步建立覆盖全省的
空气污染（雾霾）健康影响监测网络，今年将在我
市设立2个监测点。

国家卫计委日前印发了2013年空气污染(雾
霾)人群健康影响监测和农村环境卫生监测工作
方案的通知，要求在全国空气污染高发的16个省
建立37个城市监测点和6个农村监测点，计划通
过3～5年的时间，逐步建立覆盖全国的空气污染
监测网络。

根据方案要求，今年我省将首先在郑州市空
气污染相对重的区域和污染相对轻的区域各设立
1个监测点，收集全年郑州市所有国控（省控或市
控）环境监测点每日的大气监测资料，包括二氧化
硫、二氧化氮、一氧化碳、臭氧、细颗粒物等；收集
2013年全年郑州市每日温度、相对湿度、气压等气
象指标的最大、最小及平均值资料，以及日降水
量、风速等资料，以便掌握郑州市细颗粒物污染特
征、成分差异及空气污染影响健康状况。

近年来，我国许多省份雾霾天气频发。作为
受雾霾影响较大的省份之一，我省将通过雾霾健
康影响监测，揭示空气污染（雾霾）对人群健康影
响特征及变化趋势，以便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减
少相关疾病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