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月 8 日，国家卫健委网

站发布两则重要通知：《关于

禁止将“颈深淋巴管/结—静

脉吻合术”应用于阿尔茨海默

病治疗的通知》《关于禁止将

“空肠回肠吻合术”应用于 2
型糖尿病治疗的通知》。

对于“颈深淋巴管/结—

静脉吻合术”，国家卫健委发

文指出，其近期获悉有个别医

疗机构开展“颈深淋巴管/结
—静脉吻合术”治疗阿尔茨海

默病，为进一步加强医疗技术

临床应用管理，国家卫健委组

织专家对该技术进行评估，评

估认为该技术处于临床研究

早期探索阶段，适应证及禁忌

证尚不明确，安全性、有效性

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支

撑。根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令第 1 号）有关规定，决

定禁止将“颈深淋巴管/结—

静脉吻合术”应用于阿尔茨海

默病治疗。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要督促辖区内医疗机构

停止将“颈深淋巴管/结—静

脉吻合术”应用于阿尔茨海默

病治疗，并做好有关患者的随

访服务等工作。同时，在该技

术具备充分相关临床前研究

证据后，指导有条件的医疗机

构加强临床研究设计，在伦理

委员会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科

学、规范开展临床研究。国家

卫健委将根据临床研究情况，

适时对该技术临床应用再次

组织论证。

对于“空肠回肠吻合术”，

国家卫健委组织对其治疗 2
型糖尿病进行评估，认为该

技术应用于糖尿病治疗的安

全性、有效性不确切，单独实

施该技术治疗糖尿病可能会

导致肝衰竭、营养不良等严

重并发症；该技术曾应用于

减重代谢领域，同样因严重

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已被临

床淘汰。

根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

管理办法》（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令 第 1 号）有关规定，决

定禁止将“空肠回肠吻合术”

应用于 2 型糖尿病治疗。地

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

督促指导辖区内医疗机构停

止将“空肠回肠吻合术”应用

于2型糖尿病治疗。

据央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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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小翔 通

讯员 陈瀛）近期，网络上兴起

“抱着冬瓜入眠”的防暑降温

新潮流。“这一说法并非空穴

来风。”省中山医院中医内科

副主任叶璐介绍，《本草纲目》

中早有记载，冬瓜皮性凉味

甘，具有清热解暑、消除水肿、

解毒去热的功效。

冬瓜表面面积较大，散热

较快，可以快速带走人体表面

热量。明代典籍《物理小识》

中明确提及“夏日以冬瓜镇定

心神、凉爽身体”，而清代《江

南通志》也记载了抱冬瓜睡觉

可“祛除痱子之毒”，这表明在

湿热地区此法早已被应用。

叶璐也强调，这种解暑降

温的方法需根据个人体质和

情况而定。对于阳热体质的

人来说，这种方法较为适宜；

但对于脾胃虚寒、一吹空调就

头痛或腹泻的人群，则可能不

太适合。因为抱着冬瓜时，它

直接贴近人的

腹部区域，这里分布着

神阙、中脘、血海、关元等重要

补益穴位。如果寒凉之气通

过这些穴位侵入体内，可能会

损伤人体的阳气。特别是体

质虚弱、畏寒怕冷的老年人，

也不太建议采用这种方式。

据此，叶璐推荐了几种中

医防暑的方法。

饮食调理：建议饮用冬瓜

汤（连皮煲煮以增强利湿效

果），并搭配苦瓜、乌梅等具有

清热生津作用的食材，但应避

免冰饮以免伤及脾阳。

起居与运动：穿着浅色棉

麻衣物，利用晨昏时分适度运

动（如八段锦），午后则应注意

遮阳并保持通风。

体质辨证调理：虚寒体质

者推荐进行艾灸、三伏贴，或

者饮用姜茶以温中散寒。

最后，叶璐提醒，如果持

续高温导致出现头晕、乏力等

中暑症状，应立即就医。对于

不确定自己体质的人，建议咨

询中医师进行辨证施治，以免

误用寒凉之物而加重体虚。

抱冬瓜睡觉？这类人要防“寒”抱冬瓜睡觉抱冬瓜睡觉？？这类人要防这类人要防““寒寒””

图据AI生成

一个经过手术视频训

练的机器人，在没有人工协

助情况下，成功完成一例耗

时的胆囊切除手术。近日，

《科学·机器人》杂志报道了

这项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

学主导的手术，其被视为手

术机器人领域的革命性进

展，因为机器人首次同时具

备了机械系统的高精度和

类似人类的适应性与理解

力。

胆囊切除是一项非常

复杂的任务，包含 17 个步

骤，需要机器人准确识别胆

管和动脉、精准夹持、放置

夹子并剪切相关组织。机

器人在实际操作中实现了

100%的成功率。尽管其操

作时间略长于人类外科医

生，但手术结果与专业医生

相当。 据《科技日报》

智能机器人自主完成
胆囊切除手术

本报讯（通讯员 黄丽）

近期，由嵊州市卫生健康

局、市中医工作基层指导

科、市中医养生保健素养专

委会、市中医学会联合主

办的 2025 年中医药适宜技

术推广项目启动。

在 为 期 15 天 的 培 训

中，来自嵊州市中医院的资

深中医专家们采用理论授

课与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多媒体演示、实物

展示等教学手段，生动讲解

了中医技术的理论基础和

操作规范。学员们通过现

场观摩和亲身体验，深入掌

握了这些特色疗法的精髓，

专业技能得到显著提升。

打通优质中医药服务
“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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