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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背后有一颗细腻的心
“会看病才是王道”

“我在汤养元工作四年，每周将近看 350个病人，
疾病五花八门，疑难杂症居多。光光是不孕不育病人，
就已经生下了107个健康可爱的宝宝⋯⋯”

王校明性情犟、人缘不太好，有人劝他改改脾气，
他也全然不在乎。

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狂妄”的中医狂人，内心却
是无比细腻。正是这种细腻，让他能够发现很容易被
忽视的病因，通过辨证，施治患者顽疾。

25岁的金女士，一向身心健康，面色红润，食欲、
睡眠都很正常，但就是怀不上孩子。她来找王校明医
师求助的时候，已经有三年零九个月的不孕史了。

“金女士属于阴虚血燥，她原来服用的中药方滋阴
凉血，虽然没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但就是没有成效。”金
女士离奇的病情困扰着王校明。为进一步辨证，他对
金女士做了更加仔细的望闻问切。

“病人小时候有没有得过什么病？有没有什么痛
楚？”经王校明医师提醒，金女士想起自己右臀部皮肌
炎已经长达五六年，近年来曾为此就诊数次均无效。

“经病人同意，我检查了病人右臀部皮肌炎部位，
发现病变部位有一手掌大，色艳红，略高于皮肤，干净
光滑无疹子。”通过仔细询问，王医师还得知，由于皮肌
炎瘙痒难耐，金女士夜间时常抓痒。

“我对此辨证为素体阴虚血燥，兼有热毒宿郁肌
肤。”找到了病因再对症下药，综合施治一年多,金女士

皮肌炎消失，还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一个小时最多只看6个病人
“慢工出细活”

王医师给病人看病很细心，所以一个小时他最多
只能看 6个病人。面对一天 50多个病人的门诊量，他
常常要放弃中午午休时间，从早上八点看到下午五
点。如果碰上几个疑难杂症，他还会看到晚上天黑。

当天没看完的病人怎么办？只有拖到第二天。渐
渐地，他的坐诊时间越来越长，除了周二和周六，一周
有5天都泡在汤养元看病，“我不是为钱而工作”。

尽管坐诊时间增加到了 5天，为更方便与病人沟
通交流，王校明医师特地开通了微信。下班后，原本可
以放松休息的他，现在又会多花四五十分钟的业余时
间来给病人答疑解惑。

“只要诚心来咨询的病人，我都会加他们为好友，
碰到一些问得特别多的病，我还会在朋友圈与大家分
享。”这不，玩了两年半的微信，王校明成功“圈粉”三
千多病友。

从医30多年的方子全部保存完好
温故而知新

在汤养元国医馆坐诊，王校明能够享受一年一次
的旅游机会。可是作为一名“中医狂人”，他经常放弃
这个机会，除了吃饭睡觉，他把时间都用在了钻研病

例上。
“比起旅游啊，我最开心的事情还是给人治病，研

究研究疑难杂症。”
王校明说，他在坐诊时会随身携带一台笔记本电脑，

里面存着他的“宝贝”——给51种疾病分了类：肝炎、肾
炎、子宫脱落、痛经⋯⋯每类疾病都会列举一两个经典案
例的诊治心得。此外，对于一些特别难治或是还在探究
中的疾病，他也会特别标注，并随时更新诊疗进展。

从医三十多年来，所有病人的方子都被按姓名用古
老的四角码编排，完好地保存在王校明医师的家里、办
公室里。老病人一来，报上名字，王医师就能轻松找到。

那些老病历、老方子，串连起来就成了病人的健康
与疾病档案。一些病人说，自己都没保存得如此完
整。这可是王校明医师心尖上的“宝贝”。每到夜深人
静的时候，他会翻翻方子，更新总结，以便更好地给病
人提供服务。

现在，他还跟随潮流玩起了微信个人平台——从
开设到运营，这位64岁的老人凭借自己好学的态度和
对中医的热爱，一手打造出了充满个性特点的公众号：
中医治疗什么？从整体观念到辨证论治、阴阳五行学
说⋯⋯

通过结合病例和传统中国中医学理论，王校明医
师找到了一条既能温习中医学理论，又能与普通老百
姓共同分享学习和研究成果的新道路。

脸上有过敏仍须保湿护肤
蔡教授接诊过一位女病人，整张脸都是红的，皮肤

干得掉皮屑，是严重的过敏缺水状态。
蔡教授仔细问了病人情况：一个月前，皮肤开始过

敏，开始她想涂点保湿的护肤品，可是保湿水拍到脸
上，有点刺痛感，她也不敢再用了。天天就用点清水洗
脸，什么护肤品都不擦。这样过了一个月，脸变越来越
红，这才到蔡教授这里看。

“她的脸红，是因为她过敏后一直不做保湿护肤，
皮肤表层的皮脂膜完全被破坏，面部毛细血管扩张外
露，所以才会造成如此后果。”蔡教授让这位患者做了
半年的保湿调理后，再做激光治疗。

蔡教授说，她这里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以为一过
敏，什么都不能用了，有的甚至连水都不敢用，洗脸都
不敢洗，这样反而会加重过敏症状。

“脸上有过敏不等于不可以擦保湿的护肤品，因为
过敏有炎症后的皮肤是更加缺水的，什么都不擦，只用
抗炎的东西，炎症抗掉了，但肌肤仍旧缺水，此时皮肤
屏障修复不了，很快又会受到外界刺激再次过敏，造成
恶性循环。”

判断过敏是否由护肤品引起
涂上去半个小时后感觉一下

蔡教授说，过敏时是需要涂护肤品的，但护肤品的
成分必须尽量简单，最好是只有保湿作用的药妆，或者
日常一直在用，皮肤已经很习惯的护肤品。

“我们皮肤的最外层，有一层皮脂膜，由水、脂质等

物质构成，起到润滑皮肤、减少皮肤表面水分蒸发、调
节炎症等作用。如果它是完整的，皮肤对外界刺激的
抵御就会比较强，如果它破损了，表皮中接受外界刺激
信号的细胞更容易暴露，皮肤会更敏感。”

给皮肤保湿，就等于在保护皮脂膜，让皮脂膜尽快
修复、加厚，这样皮肤就可以减少敏感性了。

有些患者和蔡教授说，她们过敏时再用保湿水，脸
上会感到刺痛，担心因护肤品刺激引起或加重过敏。

那么，怎么来判断脸上的过敏是不是由护肤品引
起的呢？

蔡教授教了一个很简单的法子：洗脸后擦上药妆
或者原来一直在使用的护肤品，如果刚擦上去时有刺
痛感，但是过了半小时后就蛮舒服了，那么说明这种刺
痛是皮肤有炎症缺水造成的，不是护肤品的错。如果
一直不舒服，那就要换掉这些护肤品了。

如果要换，最好在医生指导下换为合适的药妆，不
建议换成非药妆系列的从未用过的护肤品牌。

敏感肌肤最简单的护理办法
洗完脸用自然水温的毛巾敷一会儿

蔡教授自己也是敏感性肌肤，她说，敏感肌最重要的
护理就是保湿。她平时用的护肤品很简单，多是一百多块
钱能用上两三个月的药妆，基本只有保湿成分，因为化妆
品里多一种成分，就可能对敏感肌多一个过敏源。

洗面奶等洁肤品，过敏发作期间能不用就不用，平
时一天用一次足够了，因为洁肤品多多少少对皮脂膜
会有些损伤，尽量选择温和的弱酸性洁肤品。

蔡教授洗脸一般是这样洗的：先用温水洗，清洁脸
上的油脂污垢，再打开水龙头，用自然温度的水把毛巾
浸湿，在脸上敷两三分钟，作为“冷疗”，然后马上涂上
保湿乳液等护肤品。

“湿敷冷敷后血管没那么容易扩张了，炎症反应也
会减轻。另外脸上还有水分时就用上护肤品，保湿的
效果会更好一点。”

“在皮肤刚开始有点炎症时，一天做上两三次冷毛
巾敷脸，擦你一直用的保湿乳液，不用外用药，皮肤状
态可能就可以调整回来。”

有些女孩子用生理盐水为敏感肌补水，蔡教授觉
得是可以的，比较安全，但她碰到过有些人用生理盐水
还是觉得有刺激，“其实用自来水或矿泉水就可以了”。

过敏时可以用防晒霜吗？
夏天就要到了，拥有敏感肌的人们最纠结的问题

就是要不要用防晒霜。用吧，怕加重过敏反应，不用
吧，皮肤会不会晒黑晒伤，过敏会不会更严重？尤其是
光敏一族，该如何取舍？

蔡教授的方法是，不用单独的防晒霜，用带有防晒
成分的护肤乳。

“现在很多白天用的护肤乳上都会标注有SPF值，说
明它是有防晒作用的，但是同时它又有保湿功能，两者兼
顾，不像单纯的防晒霜那样成分比较复杂。而且这种带
防晒功能的乳液有些可以不用洗面奶，温水洁面即可。”

对于光敏一族或有基础性疾病如红斑狼疮、皮肌
炎的患者，夏天要少吃一些“感光菜”，除了蔬菜里的野
菜、芹菜、莴苣笋等，泥螺、贝壳类也是感光食物。

敏感肌肤最简单护理办法
洗完脸用自然水温的毛巾敷一会儿

浙医二院皮肤科专家蔡绥勍是这样洗脸的

微信粉丝三千多，你问一句，他答十句
他还开出个人平台与病人分享中医知识

细心、耐心、专心——不忘初心的“中医狂人”王校明

“中医狂人”王校明现在每
周一、三、四、六、日都在中山中
路的汤养元国医馆门诊。

记者 谢谨忆 通讯员 方序 鲁青

夏天到了，光过敏的患者又要多起来，过敏时能不能涂护肤品？能不能涂防晒霜？浙医二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蔡绥勍近日做了一场讲座，告诉大家日常该怎么
正确护理皮肤。

都说“人不轻狂枉少年”，十几年前的王校明中医师已经在浙一从医30年，其实已经算不上少年，但他“狂
似少年”，以和不孕症病人签合同、按手印而“闻名”于杭州中医界。

而随着年龄的增加，王校明退休后逐渐收敛了过去的轻狂，但作为一名“医痴”，他不忘初心——耐心、细
心、专心。

如今，64岁的他玩起了微信和个人公众号，个人微信粉丝数都有近四千。结束一天的坐诊后，他就开始逐
个解答病友疑惑，并定期推送发布微信、文章，为读者答疑解惑，与他们分享中医学养生知识。

“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给人治病，研究疑难杂症。”王校明经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记者 周洁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