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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一个多月前，以只卖小码衣服著称的时装品

牌 BM（Brandy Melville）在北京三里屯开了新店。

开张第一天，店外排起长队，店内人山人海，网友

们戏称，“全北京的美女都在这儿了！”与之前火遍

全网的 A4 腰、漫画腿、锁骨放硬币一样，BM 宣扬

的也是“纸片人”的审美标准——只有“瘦成一道

闪电”，能把自己塞进童装一样尺码的衣服里，才

有资格成为“BM 女孩”。

在欧美国家，BM 不仅因其单一的审美标准

备受争议，更因为让众多消费者感到在店里受到

“身材羞辱”而一再遭到投诉和抵制。然而，这一品

牌和它所宣扬的“纤瘦才是美丽”的理念在亚洲却

大受欢迎。“BM 风”的流行，增加了女孩儿们的身

材焦虑，甚至有女生因为达不到所谓的“BM 女孩

标准”而感到自卑。

以 健 康 为 代 价 的 审 美 标 准 一 定 不 是
好标准

事实上，“瘦益求瘦”已成为当下年轻人的一

种“流行病”。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心理健康重点实

验室的王葵副研究员和她的团队，针对我国年轻

人的求瘦意愿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研究，发现在被

调查者中，只有 12.6%的女性大学生和 13.5%的男

性大学生对自身的体型满意；有 72.8%的受访女

生希望更瘦些，这个数值在男生中为 46.2%。研究

者进而分析了参与者自我报告的身高和体重的数

据，发现其中只有 10.58%的人真正超重，其余的人

不仅并不肥胖，而且在成年人群中属于偏瘦体型。

显然，大多数想要变瘦的年轻大学生并非是

因为自己真的肥胖，那么他们究竟希望有一个什

么样的身材？为此，研究者询问了他们的理想身高和

理 想 体 重 ，结 果 发 现 ，女 性 理 想 的 BMI 均 值 是

17.87kg/㎡，明显低于健康标准的下限18.5kg/㎡。事

实上，有 75.7%的女生希望拥有低体重的身材（BMI<
18.5kg/㎡），而有这样的愿望的男生仅占2.3%。

在另 一 项 针 对 兰 州 1000 多 名 高 中 生 进 行

的 调 查 中 ，研 究 者 发 现 ，被 调 查 高 中 生 求 瘦 意

愿 与 大 学 生 基 本 一 致 ，甚 至 更 加 严 重 。很 多 被

调 查 高 中 学 生 很 在 意 自 己 的 体 重 ，并 且 受 到 相

关 困 扰 —— 有 16.97% 的 被 调 查 男 生 会 为 了 控

制 体 重 而 减 少 一 天 中 吃 饭 的 次 数 ，这 个 比 例 在

女 生 中 为 17.5%，有 16.1%的 女 生 会 为 了 控 制 体

重 而 不 吃 肉 。

为什么“纸片人”的身材会受到广泛赞许和追

捧？为什么明明很苗条的姑娘却嫌弃自己“太胖”，

口口声声喊着要“减肥”？王葵认为，人们对“瘦”的

过度追求与大众媒体宣传的单一审美标准有很大

关系。在电视、网络或海报上经常可以看到低体重

的演员或者模特，他们通过种种形式向人们传达

了“瘦就是美”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又通过社交媒

体得以强化。然而人们忽视的是，演员和模特其实

是进食障碍的高危人群，很多明星的 BMI 数值都

要远低于正常值。

面对苛刻的参照标准，人们很容易对自己的

体像感到不满意。王葵解释说，体像是人们大脑中

关于自己身体的图片，这个图片有可能偏离客观。

因而一些从大众的角度来看相貌还不错的人，可

能会觉得自己丑得“影响市容市貌”，并且感到“难

以见人”，有的甚至会出于对外貌的焦虑而回避一

些正常社交。

体像的“主观性”从胖瘦的角度来看更明显。

临床上可以观察到一些明明体重低于医学上正常

水平的人，却坚信自己的某些部位“太胖了”。现实

生活中，也有一些在父母看来并不胖的孩子，采取

一些非常“决绝”的方式来控制体重。而这些决绝

的方式，常常会损害他们的健康。

王葵说：“什么样的身体才是好看的，不同的

时期人们往往有不同的标准。但是，当一个标准需

要人们付出健康的代价，那么这个标准一定不是

好标准。”

减肥的风险不仅仅是减不了肥那么简单

降低体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是要

达到并保持调查折射出的大多数女性希望的低体

重水平更是难上加难。为了达到目的，一些人可能

会对自己“下狠手”，严格限制自己的食物摄入量，

让自己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然而，据王葵介绍，众

多科学研究表明，长远来看，苛刻的节食计划对体

重控制往往没有效果。从心理学来说，其中的原因

可以用“白熊效应”来解释。（记者注：白熊效应又
称白象效应、反弹效应，源于美国哈佛大学社会心
理学家丹尼尔·魏格纳的一个实验。他要求参与者
尝试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熊，结果人们的思维出
现强烈反弹，大家很快在脑海中浮现出一只白熊
的形象。当人们刻意转移注意力时，思维也开始出
现无意识的“自主监视”行为——监视自己是否还
在想不应该想的事情，从而使自己无法从根本上
放弃对事情的关注。）

王葵进一步解释说，当一个人制定并且参与

了非常苛刻的节食计划，首先就要考虑哪些东西

不能吃，而这些往往是自己非常喜欢吃的东西。

“苛刻的节食计划意味着一个人将常常处于饥饿

状态中，于是大脑很可能想的都是与这些食物有

关的内容。一旦忍受不住的时候，就可能吃掉比正

常量多许多的食物。”王葵说，“就好比很饿的时候

点餐，基本都吃不完；很饿的时候逛超市，会莫名

其妙买比平常多得多的食物。”

王葵介绍，心理学上有一个基本假设，即人的

认知资源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想要抑制

获取食物的冲动，就需要调动认知资源，而当这个

人遇到压力情境时，则需要调动一些心理资源来

进行应对，因此，那些负责掌控节食计划的认知资

源就被调走，节食的阀门随之松开，一个大吃大喝

的周期就会开始。不节食的人偶尔大快朵颐内心

一般没有什么负担，而对于节食的人而言，大吃大

喝之后往往会有深深的负罪感。于是，在负罪感的

驱使下，新一轮的、很可能是更苛刻的节食计划就

会开启，随之而来的是新一轮的体重循环。一个循

环之后，体重基数更可能上升而不是下降。一不小

心，节食减肥就变成了越减越肥。接着，人们会责

怪自己没有毅力，怀疑自己的自控能力，而这一切

都源于大家低估了降低并且控制体重的难度。

王葵看到，为了降低体重，有些人甚至会铤而

走险，采取一些非常极端的减肥方式，比如用代餐

食品代替正常食物，完全不吃某类食物或者干脆

禁食，此外还有过度运动、服用非医生建议的减肥

药，饭后诱导呕吐、滥用食欲抑制剂、滥用代谢加

速药物、滥用泻药和利尿剂等。这些方法都是进食

障碍患者常常用以控制体重的，对健康的危害性

极大。王葵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神经性厌食

症和神经性贪食症是最常见的进食障碍亚型。其

中，神经性厌食症是所有精神障碍中致死率最高

的。不少进食障碍患者在发病前都有严苛的减肥

史。因此，减肥的风险不仅仅是减不了肥那么简单。

身材/容貌焦虑背后有更深层的心理根源

那些采取苛刻和不理性的方式让自己变瘦的

人，他们行为背后的心理原因究竟是什么？身材焦

虑或容貌焦虑是否只是浅层的表象，其背后还有

什么更深层的心理根源？

王葵认为，很多在容貌和身材上跟自己较劲

的人，其实是因为生活中有一些更深层的焦虑在

控制着他们，这种焦虑可能来自对现实生活中某

些人或事的不安全感和不确定性，只是因为造成

这些焦虑的根源更加难以掌控，于是他们将注意

力转移到自己的身材和外貌上，不仅纠结于自己

的体重，对自己的五官也百般挑剔。从前阵子被热

议的“颅顶增高手术”“小腿神经阻断术”以及“玻

尿酸精灵耳”就可看出，很多人的外貌焦虑已经发

展到近乎失控的程度。

女孩子会对身材和容貌产生焦虑的另一个原

因，则是来自社会对女孩子的设定，那就是“女孩

子一定要好看”。王葵指出，不少女生可能在中学

时代都收到过一些有关自己外貌方面的负性评

价，这些负性评价可能来自自己的朋友，更多的则

可能来自自己的父母。虽然他们在说这些负性评

价时很可能是无心的，比如父母可能会跟朋友开

玩笑说“我家胖墩儿”如何如何，但这些评价往往

会让当事人很走心。无心的玩笑可能让一些人多

多少少有了心理阴影，在以后的人生中遇到挫折

时，例如被分手，或是求职失败，就会怀疑是不是

因为自己不够好看。社会对女孩子外貌的过多讨

论，造成了女性对人生的观察和总结有了偏差。

外貌与幸福感没有因果关系

王葵指出，其实外貌与个人的幸福感并没有

因果关系。由于社会过分强调女孩子需要好看，让

一些女孩子觉得好像只要自己好看，生活中所有

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其实当她们走入职场，或

者进入婚姻后，就会意识到这个信念是错误的。每

个人在职场和婚姻中都会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都

会有问题需要解决。即使是高颜值的明星也会跟

平常人一样遭遇感情的背叛，也可能要面对职场

中的不公平竞争以及婚姻里的鸡飞狗跳。解决矛

盾需要深层次的交流，而不是想当然的自以为是。

人们在择偶时的确会偏爱容貌好看、身材出

众的人。在交往不深的时候，人们也的确很容易以

貌取人。“但是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人，那些真正对

你有影响的人，都不会在意你的外貌。”王葵说，

“真正能够维系一段关系的，绝不是容貌或身材，

而是更深层的东西。”

王葵对那些会被相貌和身材困扰的中学生群

体尤其感到担忧，她在调研中看到，“一些中学生真

的会因为觉得自己不好看而拒绝出门见人，甚至不

去上学。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

并且这种影响会非常深远。”她告诉记者，很多进食

障碍患者在中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进食障碍症状。

因此，王葵建议，媒体应有社会责任感，树立

正确的舆论导向，让孩子们建立多元的审美观和

正确的人生观，避免对容貌和身材的过度宣扬和

关注；同时，当学校从医学角度教育孩子们有关肥

胖的危害时，也要注意教导他们区分肥胖和正常

体重的标准，不要矫枉过正，避免他们因控制体重

而危害健康；此外，家长也可以帮助孩子们丰富他

们的生活，让他们懂得，丰富自己的内涵比关注外

貌更加重要，让他们把注意力转移到比容貌和身

材更有价值的地方。

“人生中有许多比追求美丽的外貌更有价值

的事，过多地纠结于体重和容貌，会妨碍实现自己

的价值。”王葵说，“年轻人应该放下对于身材和容

貌的执念，学会爱自己，欣赏自己，接纳自己，不仅

要学会接纳自己的优点，也要学会接纳自己不完

美的地方。这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门必修课。”

人生中有许多比追求美丽外貌更有价值的事，过多地纠结于体重和容貌，会妨碍你实现自己的价值

以瘦为美不健康，年轻人应如何走出身材焦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显

示，全球约有 9.7 亿人患有精神心

理 疾 病 ，大 约 占 世 界 总 人 口 的

13%。以 健 康 寿 命 损 失 年 为 评 价

指标，由精神 障 碍 造 成 的 疾 病 负

担占全球疾病 总 负 担 的 第 二 位 。

根 据 我 国 最 新 的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我 国 成 年 人 各 类 精 神 疾 病

（不 包 含 痴 呆）的 终 身 患 病 率 为

16.6% ，其 中 抑 郁 障 碍 和 焦 虑 障

碍属于常见和多发疾病，其发病

率均约为 7%。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

第六医院院长陆林指出，我国精

神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属于

偏低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

居民心理健康状况更佳，而是由

于 人 们 对 精 神 心 理 疾 病 认 识 不

足，或者患有疾病但自己并不知

情，又或者不肯承认自己患病。

陆林说：“我国大部分抑郁症

患者不会去医院看病，因此也无

法确诊，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恰

恰相反。抑郁症是可以治疗的，经

过治疗，70%～80%的抑郁患者可

以恢复正常生活，1/3 的抑郁患者

治好后可以终身不再复发。然而，

大部分抑郁症患者却因不去医治

而耽误了治疗。”

如 何 评 估 自 己 的
心理健康

陆林指出，心理健康是健康

中国的重要内容，目前来看，我国

大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非常不到

位，这也与东方文化有关——东

方人一般不愿意谈论自己的情绪

和心理状况。中国人在生气时会

说自己“气得头晕”“气得头疼”，

而西方人则会说“气得发疯了”。

那么什么是心理健康呢？世

界卫生组织指出，对心理健康进

行评估时，需要从主观幸福感、自

我效能、自主性、才能、代际关系、

智力潜能和情感潜能的自我实现

能力等多个方面进行考虑。心理

健康表现为：能保持对工作较浓

厚的兴趣和求知欲望；能保持正

确的自我意识、接纳自我；能调节

与控制情绪并保持良好的心境；

能保持完整统一的人格品质；能

保 持 和 谐 的 人 际 关 系 并 乐 于 交

往；能保持良好的环境适应能力。

陆林解释说，心理健康受多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生物

因素、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和个体因素四方面。

生物因素指的是年龄、性别、遗传易感性，比如青少年

时期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女性更年期容易出现情绪问题等；

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压力、性别歧视、社会排斥等，比如经济

欠发达或贫困地区的人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单亲家庭的孩

子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家庭因素包括与配偶或父母、子女的

关系等。个体因素包括人格因素、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他

特别指出，家庭因素在我国是亟须改善的问题，“从临床可

以看到，很多孩子的问题来自家庭，是父母和子女的不良沟

通造成的。”

如果心理问题长期得不到疏解，超出个体忍受能力或

危及生命时，个体就容易出现精神异常的表现，导致各种精

神心理疾病的发生。最常见的心理问题有抑郁障碍、焦虑障

碍、应激相关障碍（急性应激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

因素相关生理障碍（睡眠障碍、进食障碍）等。

当出现心理问题时，需要积极应对。陆林建议可按照心

理问题严重等级，寻 求 适 当 的 帮 助 。“ 出 现 一 般 心 理 问 题

时，可以自我调整，或去社区、单位进行心理辅导；出现严

重心理问题时，则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当出现心

理障碍时，不仅要接受心理咨询师的干预，必要时还需要

心理医生的介入 ；当出现精神病性症状时，则需要精神科

医生对症处理。”

保持健康要从良好的睡眠开始

陆林强调，保持健康要从良好睡眠开始。睡眠是大脑的

重要功能之一，适当的睡眠是最好的休息，既是维护健康和

体力的基础，也是获得高度生产力的保证。不同年龄的人

群，睡眠结构也不同。美国国家睡眠基金会推荐的睡眠时间

为：新生儿 14～17 个小时；婴儿 12～15 个小时；幼儿 11～14
个小时 ；学龄前儿童 10～13 个小时 ；学龄儿童 9～11 个小

时；青少年 8～10 个小时；成年人 7～9 个小时；老年人 7～8
个小时。

“当睡眠出现问题时，情绪就容易出现问题，情绪长期

出现问题，身体的内分泌、神经系统、心血管功能都容易出

现问题。所以说睡眠是我们健康的基础。”陆林说。

陆林指出，我国人群存在严重的失眠问题。失眠发生率

不断增加，他介绍，2018 年发生率约为 25%，2019 年增长为

36%。与此同时，睡眠障碍呈低龄化趋势，90 后人群失眠占

比明显增加。“预防抑郁症，要维持健康的生理和心理，从每

天睡好觉开始。”陆林说，“如果长期失眠或者睡眠剥夺，身

体就会出现问题。临床看到很多青少年，晚上因为学习或玩

游戏不好好睡觉，慢慢地很多问题就会出现。”

人们对睡眠卫生有很多认识误区，比如有人认为打呼

噜的人睡得香，有的人会边看电视边睡觉，有的人认为睡前

喝酒和运动有助于睡眠，有的人虽然失眠却害怕吃安眠药，

有的人晚上失眠白天补觉⋯⋯陆林指出，睡眠也是一门科

学，科学的睡眠方式才能消除疲劳。拥有健康的睡眠需要规

律作息，需要建立床与睡眠的联系，要避免睡前过度刺激，

要保持健康合理的饮食，要进行适当的运动。

精神疾病与许多躯体疾病相关

在陆林看来，身体和心理的健康是紧密结合的。他告诉

记者，精神疾病与 许 多 躯 体 疾 病 相 关 ，11%的 躯 体 疾 病 患

者共病精神疾病，心理问题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心血管、肿

瘤等疾病的死亡风险；许多难治性的躯体疾病，结合精神

心理治疗效果更佳。“心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

化系统疾病都与精神健康相关。那些长寿的人，他们的经

济条件、生活习惯都不相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心理健康。”

因此，陆林呼吁要对普通大众加强心理健康相关教育

与科普宣传，降低社会对精神疾病的歧视与偏见；精神卫生

从业人员需要提高综合素质；医学相关人员也要在诊疗中

加入心理健康知识，加强人文关怀。“这不仅有利于患者康

复，也有助于医护人员综合素养的提升。”陆林说。

出现心理问题怎么办
陆林院士

：可按严重等级寻求适当帮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历史上，中国与中美洲地区曾因地理差距和

语言差异长期缺乏沟通和了解，“一带一路”倡议

的实施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全新的交流平台，也为

各国的医药文化传播搭建了桥梁，中医药文化在

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赵

静教授认为，虽然目前中医药文化在该地区的传

播尚处于起步阶段，但随着中巴关系的增进，中医

药在巴拿马以及在该地区的进一步推广将迎来历

史机遇。

在科技部国际科技培训项目的支持下，赵静

与其他几位专家共同对巴拿马国内医疗卫生情况

以及与中医药交流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以期为中

医药在该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发展提供方向。

中药的使用在巴拿马有一定的
民众基础

在研究中赵静发现，虽然中巴建交时间不长，

但是中医药在巴拿马的传播由来已久，并且受到

华人移民和本地传统医学等因素的推动。

早 在 20 世 纪 初 ，中 医 药 就 已 传 入 巴 拿 马 。

1915 年，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

举办了首届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中国初次

参展，展出的中药产品东阿阿胶获得了该届博览

会的金奖。中医药也从此时开始逐步走进美洲，走

进巴拿马。2015 年，时隔 100 年后，东阿阿胶又一

次获得巴拿马博览会 100 周年庆典金奖。

巴拿马运河的建成和开航沟通了亚洲与美洲

大陆的经济文化交流，旅巴华人与日俱增，到 21

世纪初，人数达 20 万，占巴拿马人口总数的 1/10。

1977 年，《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巴拿马政府批

准采用针刺疗法》的报道，报道中指出巴拿马政府

批准国内采用东方古老的针刺疗法，并认为这在

西方属于新型疗法。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批水平较高的中医师

开始陆续从中国移居到巴拿马，中医药在巴拿马

兴盛起来，几乎有华人聚集处就有中医师的服务。

在中国移民的带动下，巴拿马民众也开始接受并

尝试中医药治疗。目前，尽管中医师执业尚未纳入

相关立法，但不少巴拿马官员对中医持普遍尊重

态度，对中医师的行医执照要求并不严格。旅巴的

中医师多以个体或互助组形式（两个以上家庭组

合）在公寓建立诊所并开展医疗活动。据 1998 年

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国外中医药概览》记载，

巴拿马唐人街和旅巴中华总会会址对面的大厦内

聚居有十多家私人中医诊所或医疗室，并按专科

分为内科、妇儿科、骨科、皮肤科、五官科等。

21 世纪初，拉丁美洲国家对传统医学的使用

进入一个新阶段，在生物医学模式概念和实践的

影响下，对传统和替代疗法的需求有了突飞猛进

的 增 长 。2001 年 一 项 关 于 拉 丁 美 洲 和 加 勒 比 海

地区对于传统医学的调查研究显示，尽管传统医

学在这些国家的官方保健体系中尚处于从属地

位，但已成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民众医疗

保健的重要选择之一。该地区 9 国还建立了一个

由专业人士和机构参与的关于传统医学系统的

数据库，旨在支持传统医学相关药物研究并促进

以初级卫生保健为重点的官方医疗政策的推出，

而该数据库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泛美卫生组

织的认可。

与此同时，巴拿马民众对注重保健与预防的

传统医学的需求日益强烈，中医药也在其中。据相

关资料记载，旅巴华人选用中国传统中药看病治

病的历史由来已久。巴拿马城镇商业区有许多中

药材店铺，并且有不少港资、台资或外籍华人投资

的大中型中药材企业。在中药汤剂中，治疗甲状

腺、肠胃、浮肿相关疾病的汤药销量较大，中成药

以降脂、减肥类，如“收腹降脂消瘦丸”“山楂降脂

片”等销量较多，此外，男科成药也很有市场。

“当地中医行业的开展带动了中药市场的繁

荣。中药的使用在巴拿马有一定的民众基础，从华

侨中逐步向当地居民拓展。”赵静说。

探索多样的中医药合作与交流形式

赵静指出，目前，中医药在巴拿马的工作主要集

中在临床医疗方面，在教学、科研、学术研究等方面

涉及较少。结合中医药目前在巴拿马发展的状况，她

对未来中医药在巴拿马的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以文化为载体推进中医药传播。赵静指

出，2017 年 6 月 13 日中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这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中国文化

在该国的传播。在这一大的趋势下可以“利用书

籍、电视、网络等媒介宣传与推广中医药等中国文

化”。鉴于巴拿马及中美洲许多国家都以西班牙语

为主，为使巴政府、专业人士及民众更好地了解中

国文化及中医药，赵静建议，促进现有西班牙语相

关书籍的出版，并组织中医古籍及中医药最新研

究进展等专业书籍、宣传片的翻译及网站的制作，

同时研发推出多语种中医药知识网站和手机软件

等，加大中医药的可及性；此外，还可通过举办国

际中医药博览会、开展中医药文化节等参与度较

高的活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更直观的形式传

播中医药文化。

其次，通过与巴拿马合作办学、合办中医医院

的形式，将中医药的临床应用与教学双管齐下，开

展其本土中医师的培养，为中医药在该国的良好

发展奠定基础。赵静建议通过组织访学、科研协

作、学术沙龙等活动，加强两国医学专业人士间的

交流和了解，让专业人士更切实地接触和了解中

医。可借助互联网等便捷的交流方式开展远程教

育与合作。

此外，以传统草药研发为切入点，推广中医

药。赵静在调研中发现，巴拿马传统医学与中医学

一样，十分重视本地草药的运用，“例如将番木瓜

用于治疗皮肤病和糖尿病导致的皮肤症状，胡椒

属植物用于治疗皮肤感染、虫蛇咬伤、牙痛、鱼毒、

肌肉痛、缓解感冒症状等。这些与中医药中记载的

相关药物的药效十分相似，如中药木瓜具有祛风

湿的功效，花椒具有杀虫止痒功效。”因此，她认为

可以以传统药物的研究和开发为切入点，针对该

国常见及高发疾病进行合作开发，使巴拿马传统

医学与中医药学间建立良好的沟通，共同为民众

健康服务。

最后，加大针灸推广力度。近年来针灸作为中

医药的主要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应用与传

播。在巴拿马周边的许多国家针灸疗法的运用也

比较广泛，如墨西哥已将针灸纳入官方教育计划，

并设立了相关医学学位；古巴的许多医学院校已

将针灸学作为重要教学内容纳入课程体系；阿根

廷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即成立了中华针灸协会，全

阿根廷有超过 500 名以本土医生为主的针灸师。

目前针刺疗法在巴拿马民众中也并不陌生，在线

上可以查到其本国相关注册针灸师的信息，民众

可以根据所在城区或针灸师姓名检索或预约自己

需要的针刺服务。因此，赵静认为，可以将针灸师

的交流访学以及针灸研究的开展作为中医药传播

与推广的重点，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在巴的传播。

中医药在巴拿马：可探索多样的合作与交流

2018 年 11 月 7 日，重庆花博会期间，大剧院街头设置了一个鲜花长廊，但近看长廊共有 7 个不同等级的“身材挑战门”，其中“完美身材”等级仅有 20 公分宽度，不少市民

称，没人能过得去。 视觉中国供图

中医药在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