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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淑兰今年格外忙碌。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英国

几度封锁，她越发“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了。找她

的人络绎不绝，有的为了看病，有的为了学习中医。

她几乎所有时间都坐在电脑前，白天通过网络在线接

诊，用中医的理论治疗新冠肺炎的症状，举办讲座，

告诉大家如何运用中医知识预防新冠肺炎，晚上则是

一对一地授课。她告诉记者，这段时间，来找她学中

医的人格外多，并且他们都希望能够尽快学会中医的

精髓，学以致用。

汤淑兰 1991 年来到英国。此前，她师从国医大

师王绵之，在中国做了 4 年中医。刚到英国时，她还

没有推广中医的念头，只是在兰卡斯特的一家英国医

疗中心出诊看病。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针灸就逐

渐风靡英伦，教授针灸的课堂也很多，但是关于中药

的教学却并没有。1993 年，汤淑兰在曼彻斯特开办

了自己的中医诊所，同时也开始给几个慕名而来的学

生讲课，传授中医知识。后来，伦敦针灸学校请她去

开设中药系，讲授关于中草药的课程。汤淑兰在讲解

中草药的用途时，对药材名称使用的不是从中文翻译

过来的英文或拉丁文，而是中文拼音，所以直到现

在，许多英国以及欧洲学习中医药的外国人谈到中草

药和方剂时用的都是“原汁原味”的中文发音。很多

外国学生为了能读懂 《伤寒杂病论》 等中医著作而开

始学习中文。这段时间，汤淑兰每周都要从曼彻斯特

赶到伦敦去上一次课，一上就是 6 个小时，路上要花

8 个小时，非常辛苦，但是她“因为心里喜欢，也不

觉得特别累”。慢慢地，越来越多来自英国各地的学

生都跑到曼彻斯特找她学习中医。看到这么多英国人

对中医求知若渴，汤淑兰决定自己创办一所中医学

校，白天看病，晚上教学。

汤淑兰说，在英国开办中医学校很辛苦。20 世

纪 90 年代的英国是中医的天堂，但是却没有中医师

愿意开办学校，因为“时间上划不来”。单是开设中

医 诊 所 就 非 常 耗 费 精 力 ， 不 仅 要 看 病 ，“ 装 修 、 宣

传、财务样样都要自己来”。开诊所之外再去教学，

就更加需要毅力，“要牺牲所有晚上和周末的时间”。

汤淑兰说，这些年来她能够坚持全靠内心“对中医的

热爱”，她想要和更多人分享中医的理念。她的学生

也给了她坚持不懈办学的动力，“他们不管刮风下雨

都会来我这儿上课，有的身体不好也坚持来，他们从

英国各地乘火车过来听课，还有人专程从爱尔兰、法

国赶过来。看到他们这么喜欢中医，我也不能放弃。”

给外国学生上课要用英文，需要事先做大量的准

备，汤淑兰常常备课备到天亮。课上得多了，她也开

始在当地中医学术杂志用英语发表文章。她说自己的

英语完全是在工作中锻炼出来的。通过给学生上课，

她深刻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含义。

中医在英国是门很小众的课程。汤淑兰刚开始教

课时，很多学生年龄都比她大。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有的是针灸师，会扎针灸但不会用中药治病，所以来

学习中医药知识；有的想要半路转行，用中医创业；

有的是家庭主妇，孩子长大后没事做，出于兴趣学习

中医；还有的是因为被中医治好了病，所以产生了想

要更多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念头。

汤淑兰的中医学校最初规模不大，更像是一个以

传播中医药文化为主的中医班。汤淑兰说，通过学习

中医药，可以让外国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医药文化。学

生有二十几个人，一般是利用周末时间，连续学习两

天，每天 6 个小时以上。汤淑兰自己编写了一本 《中

成药手册》，作为基础教学的教材，学完这本教材后

的学生如果还有意愿继续深造，会继续学习方剂。慢

慢地，学生越来越多，她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英国

其他地区的中医大学，以及爱尔兰、德国、法国、西

班牙、波兰等国的中医学校也邀请她去上课。

她创办的“淑兰中医学院”规模也在壮大。现在

有 100 多名学生，分为长期班和短期班。长期班有三

个年级，每个年级一个班，有二十几名学生。课程有

两年制和三年制两种，包括中医基础学、中医诊断

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妇科、儿科、皮肤

科、针灸经络学说、针灸临床学、推拿、拔罐等十几

门课。她聘请了十几位全职老师，另外，还从世界各

地聘请了二十几位兼职老师，这些老师有的就是她以

前的学生。使用的教材很多是她自己编写或参与编写

的 ， 除 了 《中 成 药 手 册》， 还 有 南 京 中 医 药 大 学 主

编、南京中医药大学主译、她作为外籍顾问参与编写

的中英对照教材 《新编实用中医文库》，以及她作为

副主编参与编写的世界中医学专业核心教材 《中医妇

科学》。

为了让海外中医教学更加规范和正规，“淑兰中

医学院”2016 与南京中医药大学合作，创办了一个

面向外国人的中医硕博项目。项目一共招了三届学

生，现在第一届的 5 个学生已经顺利毕业，拿到了中

国教育部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2018 年“淑兰中医

学院”还得到了中国中医药管理局的批准，被审定为

“中国英国中医中心”。

汤淑兰戏称自己的“淑兰中医学院”是“海外中

医高等教育的摇篮”，培养了一批拥有欧洲高等中医

学历的人才。她对学生们说：“你们会成为欧洲领衔

的中医老师和中医临床工作者。”她告诉记者，中医

在中外民间交流中起到了很好的桥梁作用。很多外国

人因为用中医看好了病，而开始想要了解中国文化，

想要去中国。她说：“中医是科学，也是哲学，是艺

术。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外国学生学习中医并不会比

中国学生更困难。有感觉和悟性就可以学好，语言不

通并不重要。”

西格塔·哈特女士从 1993 年就开始跟随汤淑兰

学习中医了，现在她仍然每个月都来一次曼彻斯特，

跟汤淑兰学习中药方剂。她已经会开处方了，治好了

很多不孕症患者。她告诉记者，以前她的身体状况很

差，她最初学习中医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帮助自己，

而非广泛地治病救人。汤淑兰为她打开了中医之门，

让她在帮助自己的同时也学会了帮助别人，让更多的

人身体健康。她说，“中医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知识宝

库。西医固然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很多疾病西医无法

解释和治疗，中医弥补了西医的缺陷。中医是一个完

整的体系，它非常强大。学习它也能够学以致用，产

生良好的治病救人效果。”

另一位学生萨乌德·哈迪先生在曼彻斯特经营中

医诊所已经有 20 年了，他仍然一有空就会来跟汤淑

兰学习。他向记者介绍说，这几年关于不孕不育的求

医者越来越多，很多英国患者都寄希望于中医。他用

中 医 治 好 了 很 多 哮 喘 、 不 孕 不 育 等 疾 病 。 他 感 到 ，

“西医成熟到一定程度就会缺乏发展潜力，而中医是

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中医的发展是无止境的。”

丽赛特·桑谢兹在英国也开了一家中医诊所，她

来跟汤淑兰学习时，已经有了针灸专业的本科学历。

她想跟汤淑兰学习中医药知识，这样可以治疗更多的

病症。她的梦想是把中医药推广到她自己的国家。她

说，在她的祖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她的祖母有一片很

大的土地，希望有一天能够在这片土地上种满中药，

给当地人看病，让更多的人从中获益。

经过 20 多年的办学，汤淑兰对自己未来的中医

教育之路也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她说，不管遇到多

少挫折，她都一定要把中医教育进行下去，尽自己的

一切努力推广中医文化。她现在是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中医教育委员会的常务理事。她希望利用自己的

身份和人脉推动中医进入英国教育系统，让从她学校

毕业的学生能够拿到英国政府颁发的学历和学位证

书。她告诉记者，她会继续联合与她一样愿意传播和

推广中医文化的海外中医学者，“一起为中医的发扬

光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个有特色的海外中医

开拓者。”

做一个有特色的海外中医开拓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健康中国建设的

加快推进，人民群众对高质量健康服务的日益增长，

都对卫生健康人才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

是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以后，社会各界更加关注我国

医务人员队伍建设状况，也引发了对医学教育更加深

刻反思。我国护理教育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需要

怎样的眼界和思维才能完成护理教育的使命？如何做

才能创新护理教育实践，提升护理学科人才素养，实

现护理教育新发展？在近期举办的协和护理教育新百

年研讨会上，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

王辰、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吴欣娟等专家从不同角度

分享了对护理行业发展的思考和见解。

护理人力资源不足，护士受教育水
平有待提高

今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是支持护士和助产士，世

界卫生组织也在这一天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份 《世界

护理状况报告》，报告指出，2013-2018 年，全球护

理人员增加了 470 万人，但是目前仍然存在 590 万人

的缺口，特别是低收入经济体、乡镇、低层级医疗机

构面临护士缺口问题尤为突出。因此，世界卫生组织

呼吁各国高度重视护理人士短缺的问题。

护士数量不足、分布不均的现象在我国也较为突

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在分

析我国护理人力资源现状时指出，在发达国家，每千

人人口的护士比例占到 10/1000-15/1000，而在我国

只有 2.7/1000，护理人力资源明显不足。此外，我国

护士受教育程度也偏低，护士中，学历为大专的占

49%， 本 科 占 21%， 硕 士 占 0.2%； 而 美 国 注 册 护 士

中，研究生比例是 19%。因此，王辰提出，“想要中

国人民受到和发达国家人民相仿的护理照护，就必须

有人为护理界发展去思考、谋划、呼吁和行动。”

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吴欣娟指出，护士是健康中

国建设的主力军，在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方

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老年护理护服务需

求、慢病防治需求、妇幼保健服务需求、终末期患者

安宁疗护需求、人民群众预防保健需求、应对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及各种自然灾害等都对护士行业提出了新

挑战。

吴欣娟认为，要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护理人才必

须加大护理专业人才供给，同时在教育中注重救死扶

伤的道术、心中有爱的仁术、知识扎实的学术、本领

过硬的技术、方法科学的艺术这五个方面的培养。她

说：“要培养学生有救急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有仁

爱怜悯之心；要培养学生有严谨的治学态度，脚踏实

地学习知识，严格遵守学术道德规范，自觉鄙视科研

不端的行为；要让学生早接触临床，多接触临床，培

养学生分析判断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沟通技巧与人

文关怀能力的培养，也要融入教学中。”

吴欣娟表示，随着新时代的发展，护理学科也要

追求教学方法的艺术，培养优秀的护理人，离不开高

质量教学，因此教育要在方法上做到与时俱进，兼顾

科学性与艺术性，将现代信息技术融入护理教育中，

提升课堂教学效果和吸引力，要制定规范的培养方

案，“适合不同层次的学生，注重课堂上与学生的互

动，在互动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护理领军人才至关重要

王辰认为，护理教育需要培养真正的领军人才。

他说，南丁格尔是一个让“护理”成为“学”的人，

她把护理教育从过去“师带徒”式的半工学教育，变

成了规范教育。南丁格尔提出了护理精神的深刻内

涵，即爱、人道、照护。在她之后，护理就被被赋予

了精神、文化、业务和行动的含义。“护理学界必须

有一批真正高层次的人才，他们可以担当护理学界的

领袖，他们既有高度的文化素养和悲悯情怀，又能够

做学问，知道学术体系如何发展，知道在新的历史阶

段护理如何跟医疗、民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进步和

文明水平的提高相结合。这样的人就是护理学界的领

军人才。”王辰说。

王辰介绍，协和护理教育已有百年历史。协和

的 护 理 教 育 着 重 于 精 英 教 育 和 护 理 领 军 人 才 教 育 ，

在此基础上还适时增加了与国际比肩的硕士和博士

教 育 。 在 王 辰 看 来 ， 国 际 间 的 交 流 必 须 充 分 强 调 ，

“ 我 们 必 须 站 在 各 个 民 族 先 进 文 化 积 淀 的 基 础 上 去

成就中国特色，而不是对别的国家先进方面视而不

见。高度重视国际合作是必须的，所以协和与世界

卫生组织合作，2010 年建立了护理政策制定与质量

管理合作中心。”

王辰同时郑重提醒，“任何一个学校，如果生源

出了问题，要比师资出问题更为严重。”他说，“教育

第一要素是要让大家清晰地看到教育的结果是什么，

也就是说，教育的第一要素是灿烂受教育者的职业前

景，所以，全社会和护理学界必须为护士们规划出美

好的多层次的职业前景，这是必须做的。”

王辰指出，“护理是一个非常有时代性的、担负

着重大使命的职业，承担这样的使命，必须要有洞悉

性，能够看到护理面临的问题，同时还要具备前瞻

性，具有远见，能看到护理学的未来。”因此，他再

三强调，培养护理领军人才至关重要。“任何学界如

果没有一批有思想的人、肯干的人、勇担使命的人是

不行的。护理学界尤其要有领军人才。此外，还要设

计好护理多层次的教育，设计好不同层次护理人员的

职业发展，使中国护理学界进步和发展能够适应中国

社会发展的步伐，能够承担社会、民族、国家、人类

对护理的期望，完成护理学界的使命”。

立足中国大地办教育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曾益新表示，王辰院长提

到培养护理界领军人才特别重要，他说：“一个好的

领军人才可以带动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引领一个地

区的发展。在培养创新人才职能定位上做更多的思考

和探索，对整个中国护理事业的发展都很有意义。”

对正在跨入护理新百年的协和护理教育，曾益新

提出三点期望：一要充分发挥好协和专家学者荟萃优

势和作用，为建立健全医学人才使用激励机制献计献

策，为国家谋划好未来中国医学教育发展道路。要根

据国家发展的健康需求和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紧密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协助国家做好对医学教育工作的

顶层设计和前瞻性的布局，推动全社会关爱关心医护

人员，促进医护人员职业发展，保障医护人员合理待

遇，共同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二要充分发挥“国家队”的作用，率先示范引领

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以国办文件为指导思想，立足

中国大地办教育，探索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和国际做法

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尤其要按照国办文件精神

推动建立以品德、能力、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

认可为医学人才的评价机制，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带

动全国的医学教育改革发展。

三要充分发挥优良传统，精耕细作培养更多高质

量的新时代医学人才。质量是医学教育的生命线，要

建立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

教学全过程，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要全面提高教师

教书育人的能力，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进一步优化

人才培养结构，加大全科、儿科紧缺专业人才供给，

脚踏实地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质量医学人才。

护理教育必须培养高层次有前瞻性的领军人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秋 冬 季 节 是 呼 吸 道 疾 病 高 发 季

节，专家多次提醒，气温降低有利于

病毒和细菌的存活和传播，存在今年

秋冬季节新冠肺炎疫情与流感等呼吸

道传染病叠加流行的风险。随着秋季

到 来 ， 家 长 应 该 如 何 提 高 儿 童 免 疫

力，预防呼吸道疾病？儿童在秋季还

有哪些易发病，家长又应该如何预防

呢？为此，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

了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儿科主

任医师史英杰。

史 英 杰 告 诉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秋渐深，昼夜温差加大，儿童感

冒的病例比夏季明显增多。“孩子体

温调节功能不完善，如果没有根据气

温变化及时增减衣服，或者晚上开着

窗户睡觉吹了凉风，孩子就很容易感

冒 。 家 长 要 注 意 及 时 给 孩 子 增 减 衣

服，早晚多穿一点，中午还要及时脱

掉，不然也容易感冒”。

此外，史英杰还建议家长可以在

早晚用生理盐水或海洋水给孩子喷或

擦鼻腔。鼻腔黏膜有吸附作用，可以

阻隔外界病原细菌。鼻腔湿润有利于

鼻黏膜更好发挥阻隔作用，

史英杰主张儿童在感冒初期应尽

量服用中药，尤其是病毒性感冒，中

药治疗效果更好。

史英杰特别提醒家长，秋天要注

意 饮 食 清 淡 ， 多 吃 青 菜 杂 粮 ， 多 喝

水，少吃肉。他发现孩子在秋季很容

易出现流鼻血的现象，“这主要是因

为孩子平时青菜杂粮吃得不够，营养

不均衡，导致毛细血管变脆，秋天天

气干燥，空气直接冲击在鼻中隔的位

置，毛细血管就容易破裂。”

孩子流鼻血后，很多家长会把孩

子鼻子堵住，史英杰说这种处理方式

是不正确的，“流鼻血时一定要让孩

子低着头，捏住鼻子 3-5 分钟，把血

止住。流鼻血比较严重的情况，可以

先用生理盐水或用凉白开水把棉签沾

湿，再蘸上云南白药堵住鼻孔，一周

之内不要再碰鼻子。”

此外，秋天儿童过敏性疾病也会

增 多 。 秋 天 是 过 敏 性 鼻 炎 高 发 的 季

节，治疗儿童过敏性鼻炎，史英杰主

张采用西药。史英杰说，对于过敏类

疾病，现在还没有根治的办法，只能

预 防 和 控 制 ， 尽 量 少 接 触 过 敏 原 。

“有的人过敏只是有症状反应，有些

人却会转化成疾病，简单说就是，有

的人过敏后会留记忆，有的人不留记

忆。所以家长要弄清楚孩子对什么东

西 过 敏 ， 连 续 半 年 以 上 避 免 孩 子 接

触 过 敏 原 ， 尽 量 让 身 体 把 过 敏 原 忘

掉 。 过 敏 类 疾 病 很 少 是 终 身 的 ， 脱

离 过 敏 原 半 年 以 上 ， 再 接 触 时 身 体

可 能 对 这 种 过 敏 原 不 再 识 别 ，就不

会再过敏。也可以借助药物脱离过敏

原，但这种脱敏只是一对一的，对多

种过敏原不起作用。对于过敏体质的

孩子，每年在春秋两季服用一个月抗

过敏药，服用两三年后也能起到预防

过敏的效果”。

秋季还是儿童腹泻增多的时期，

史英杰说，这个时期的腹泻多是由轮

状病毒引起的。腹泻这类疾病有自限

性，一般几天内能够治愈，但有些孩

子会因为没有及时治疗而转成迁延性

或慢性腹泻。史英杰说，抑制肠道细

菌的西药比较少，头孢类抗生素对痢

疾杆菌等肠道细菌疗效有限。庆大霉

素和喹诺酮类药虽然对痢疾杆菌有特

效，但是庆大霉素有耳毒性，喹诺酮

会抑制儿童软骨发育，这两种药对儿

童均属禁忌。因此，治疗儿童腹泻，

使用中药是最佳选择。中医方剂的葛

根芩连汤治疗急性肠炎、细菌性痢疾

等效果都非常好。他建议家长在孩子

腹泻时，及时就医用中药治疗，防止

转成迁延性或慢性腹泻。

汤淑兰正给外国学生上中医课。 受访者供图

汤淑兰编写的教材《中成药手册》。 受访者供图

秋风起

天转凉

儿童发病增多该如何预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