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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刊

夏天要注意养脾，一是
脾位于人体中部，按中医学
所划分的季节，长夏正是一
度之中、人与自然相配，有

“脾是长夏”之说。二是夏天
人体消耗较大，需要加强脾
的“工作”。三是人们在夏天
多食冷饮和瓜果，而生冷食
品 易 伤 脾 肾 造 成“ 脾 失 健
运”。四是不少人易在夏天出
现不思饮食、乏力等，通过养
脾可起开胃增食，振作精神
的效果。另外夏天过后是秋
冬季，脾胃功能不好，则易在
冬秋季生病。养脾方法主要
有以下几种：

1、益脾法：据夏天的特
点，选用各种粥养益脾胃。如
莲子粥：莲子50克、白扁豆50

克，薏仁米50克、糯米100克共
煮粥食。山药获苓粥：山药50

克、获苓50克、炒焦粳米250克
煮食粥。

2 .护脾法：选用各种药粥
护脾益胃，如莲子50克、白扁
豆50克、薏米50克，或银耳20

克、百合10克、绿豆20克，加入
糯米100克煮粥食；或山药50

克、茯苓50克、炒焦粳米250克
煮粥食。

3 .温脾法：用厚纱布袋内
装炒热食盐100克，置于脐上
三横指处，有温中散寒止痛
之功。或用肉桂粉3克、荜拔粉
10克、高良姜粉10克，装人袋
内，夜间置于脐上。此法还可
止吐泻。

4、助脾法：即运用音乐来
改善脾胃功能。音乐养身古
已有之。并有宫音为脾之音
之说，常用宫音的亢奋效果
来治疗过思伤脾。音乐使人
心情舒畅，胃肠蠕动，消化酶
增多，使脾胃功能增强。早餐
前可听一曲激昂的交响乐，
中餐可听听民乐，晚餐时则
宜听轻音乐。

中国医学认为脾胃健康
则人能长寿。因此一年四季
都要注意养脾，而夏季养脾
事半功倍。

养脾需趁夏

四法保脾胃

夏季是过敏性疾病缓解期

夏治疗法重在温阳散寒
本报6月2 0日讯（记者 樊

伟宏） 过敏性疾病往往出现在
秋冬季，天气变冷时容易发作。
夏季虽然不是过敏性疾病的发
病季节，但却是该类疾病的缓解
期。因此，通过冬病夏治可以达
到治本的效果。

据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 原
市八院 ) 针灸推拿科主任医师

郭瑞介绍，过敏性疾病大多属
寒 性 体 质 ，根 据 中 医“ 寒 则 热
之”的治疗原则，要用热性药、
补气药进行治疗。在人体经络
气血旺盛的三伏天穴位敷贴治
疗，能够温阳散寒，加强寒冷气
候适应能力。“过敏性疾病不能
单纯地称为免疫系统低下或者
亢进，而是免疫系统出现了紊

乱，比如过敏性皮肤病、过敏性
鼻炎、过敏性结肠炎等。比较常
见的还有支气管哮喘与喘息性
支气管炎。”

对此，郭瑞表示可以通过敷
贴和针灸进行治疗，人的身体有
许多部位都会发生过敏，其中常
见发生过敏的器官是鼻子。

“在相关穴位用温热、补虚

药物敷贴治疗，能补益脾肺，调
节脏腑，刺激经络，改善体质，提
高人体免疫力，减少过敏性疾病
的发作。”郭瑞说。

而用针灸来冬病夏治，可
以提高人体免疫力。从根本上
改善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
等疾病的症状，起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过于疲劳、精神高度紧张、饥饿者不宜针刺；年老体弱者针刺应尽量采取卧位，取穴宜少，手法宜轻。
怀孕妇女针刺不宜过猛，腹部、腰骶部及能引起子宫收缩的穴位如合谷、三阴交、昆仑、至阴等禁止针灸。
小儿因不配合，一般不留针。婴幼儿囟门部及风府、哑门穴等禁针。有出血性疾病的患者，或常有自发性出
血，损伤后不易止血者，不宜针刺。皮肤感染、溃疡、瘢痕和肿瘤部位不予针刺。

格专家提醒

虚寒体质患儿冬病夏治效果最佳

体质不同 贴敷也要个性化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樊伟

宏） 小儿冬病夏治效果最为理
想的是呼吸系统疾病，其适应症
主要有反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
鼻炎、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
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慢性支气
管炎、支气管哮喘、变异性咳嗽
等，主要针对中医辨证属阳虚为
主，或寒热错杂以寒为主的患儿；

也适用于怕冷、怕风的虚寒体质
的其他患儿。

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原市
八院 )针灸推拿科主任医师郭
瑞表示，三伏贴对预防治疗小
儿诸多疾病有良好效果。三伏
贴的穴位有：定喘穴、肾腧穴、
肺腧穴、大椎穴、膏肓穴等。具
体贴哪几个穴位，要按病情来

定。医生根据多年积累，按不
同的疾病选择不同的基本穴位，
不同体质的孩子选择不同药物的
个性化贴敷方法。

据郭瑞介绍，三伏贴自头伏
起每隔10天左右治疗一次，皮肤
好的儿童可7天贴一次，共3次为
一个疗程。第一次贴敷最好还是
到医院请医生贴，这样穴位找得

准，到了第二次如果上次贴的印
子还在，也可自己贴。

郭瑞表示，患者在进行贴
敷时，不要急于追求效果，一
般而言，连续治疗 3 ～ 5 年后，
机 体 的 抵 抗 力 就 能 得 到 较 大
提 高 ，冬 病 的 发 生 会 明 显 减
少。同时配合“冬病冬治”三九
穴位贴敷效果更好。

药物贴敷后，多数患者会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疼痛等感觉，也有部分患者无明显感觉，这些均属于
药物吸收的正常反应。如果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请及时取下药物，用清水冲洗局部。切不要搓、抓、挠，也不要
用洗浴用品及其他止痒药品，防止对局部皮肤造成进一步刺激。背部贴药处出现针尖至小米大小的水疱，属药
物贴敷后的正常反应，患者仅需保持背部干燥即可，如果水疱较大或有少量液体渗出，应到医院寻求帮助。

贴敷药物期间应尽量避免食用寒凉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直吹，以利于药物吸收；
应减少运动、避免出汗；尽量避免食用海味及辛辣、牛羊肉等食物，以免出现局部过敏现象。

格专家提醒

贴敷后有麻木感

属于正常反应

本报6月20日讯（记者 樊
伟宏） 最适宜冬病夏治的皮肤
疾病主要有冻疮和皮肤痒痛等。
据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原市八
院)传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胡文
娟介绍，冻疮是由于寒冷引起的
局限性炎症损害，是冬天的常见
病，其特点是“一年发病，年年复
发”，经常造成皮肤局限性损害
和自觉痒痛不适，给人们的工
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不便。

“冻疮一旦发生，在寒冷季
节里很难快速治愈，只有等天气
转暖后才会逐渐愈合。为了避免
冻疮复发，中医提倡在夏天治
疗。”胡文娟说。

据了解，冻疮的治疗应整体
和局部相结合。用药时须注意补
气、补血、养血、活血。服用温经
通络的药，如黄芪、党参、桂枝、
生姜等。外用药可用新鲜中草药
炮制而成的酊剂外搽。其具体方

法是将药物直接涂擦于以往患
冻疮的部位，揉搓至局部发热，
中午及晚睡前各1次，连续用药1

周。中午擦药时，需晒太阳3—5

分钟，擦药以后尽量不接触水，
使药物能保持较长时间。

“冻疮局部治疗法更多，有针
灸、温灸、电棒和照红外线等。”胡
文娟介绍说，针灸主要施针在容
易长冻疮的部位；温灸的主要穴
位有足三里穴、关元穴等。

皮肤痒痛、冻疮等寒季难愈

夏治冻疮，莫忽略养血活血

敷贴的部位不要沾水，以免影
响敷贴的效果；敷贴的部位不要着
力，以免移动，影响穴位的准确性；
过敏性体质者，若敷贴部位出现红
肿痒疼等不适，可提前揭去药膏，
一般不需处理，可自然恢复。

格专家提醒

贴敷部位莫沾水

格教你一招

对对
症症
篇篇

过度疲劳患者

不宜进行针灸

过敏性疾病

儿科疾病

皮肤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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