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夏养阳、冬病夏治”正当时
三伏贴更适合阳虚体质的人

记者 焦守广

“三伏贴”
早在秦汉就有记载

冬病夏治依据的是中医学
“春夏养阳”的原则。即利用自
然界夏季气温高、人体阳气充
足、机体经络气血旺盛的有利
时机，通过适当的内服药物、外
用药物或其他方法来调理人体
的阴阳平衡，使陈旧的疾病能
够得以恢复。此疗法充分体现
了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协调发
展的整体观念，也体现了中医
学未病先防、瘥后防复的治疗
特色。

山东省中医院针灸科主任
杨佃会介绍，三伏贴又称三伏
天灸，以冬病夏治为原理，在夏
季入伏(三伏天)的时间，将中
药敷贴在特定穴位上，有助于
治疗秋冬发作的疾病。三伏贴
疗结合了针灸、经络与中药学，
以中药直接贴敷于穴位，经由
中药对穴位产生微面积化学
性、热性刺激，以达到治病、防
病的效果。

“三伏贴”早在秦汉就有记
载，清代医家张璐所著《张氏医
通·诸气门下·喘》中，就详细记
载了用此法治疗寒哮。历经数百
年的发挥拓展，三伏贴治疗范围
已扩大到内外妇儿各科疾病。

激发人体阳气
去除邪气

冬病主要指人体受寒气侵
袭容易发作或加重的疾病，常
见的如反复感冒、慢性阻塞性

肺病、哮喘、鼻炎、关节炎等。这
些疾病呈明显的季节性，秋冬
季加重，夏季有所减轻。

“冬病”有两大特点，平素
阳虚体质的人，多表现为面色
苍白、怕冷、四肢冰凉、自汗。

疾病症状遇寒加重：80%
的哮喘患者都属于阳虚体质，
入冬后，咳嗽、喘憋程度明显增
加。此时，应“急则治其标”，先
控制咳痰喘的症状，等到夏季
再采用温阳散寒的中药外敷，以
祛除伏痰、扶助阳气、增强体质，
使冬季症状减轻或不再发病。

“夏治”指在夏天进行治
疗，整个夏季都行，当然最好的

时间，是从夏至开始持续到三
伏天，大概是6月底至8月底。

杨佃会表示，临床上除了
我们非常熟悉的三伏贴，还有
夏季服用补阳益气的汤药，以
及针刺、拔罐、艾灸、刮痧等外
治方法，都可以用来“冬病夏
治”。其总体治疗原则，都是激
发人体阳气，去除邪气，从而减
少冬病发作次数或程度，达到
最后不发病的效果。

贴敷三伏贴
要保持连续性

虽然三伏贴适应症广泛，

但也不是人人适合的。临床上
肺炎及感染性疾病急性发作
期、支气管扩张咯血、活动性肺
结核患者、孕妇、严重心脏病、
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瘢痕体
质以及皮肤过敏者要慎用。

“相对于阴虚体质的人，冬
病夏治更适合阳虚体质的人，
通俗说就是体质弱、阳气不足、
抵抗力差、容易感冒的这类
人。”杨佃会说。

每次贴敷保留时间，需遵
医嘱，药物不同，贴敷保留时
间不同。穴位贴敷后，局部有
轻微痒感是正常的。如患者
属体质敏感者，应缩短贴药
时间。如有异常感觉，应及时
取下药物，切不要搓、抓、挠，
以防止对局部皮肤的进一步
刺激或感染。

贴敷期间，应减少运动、避
免出汗，尽量避免电扇、空调直
吹；应忌烟酒及冷饮，避免食用
过咸、辛辣、油腻及海鲜等食物。

利用“三伏贴”治疗，要注
意保持连续性，冬季易发疾病
在夏季症状不明显，或者根本
没有症状，所以治疗效果也要
等到冬季才能显现。

三伏贴的每一贴，应尽量
选择在每一伏的第一天，若错
过了这天，头伏内无论哪天贴，
效果也都可以，只要在接下来
的二伏、三伏对应的日子贴敷
就行。每10天贴1次，最好连续
贴3-5次。

需提醒的是，贴敷疗法只
是治疗疾病的方法之一，不能
完全替代其他治疗。对处于疾
病发作、加重及正在用药的患
者，在贴敷期间不要随意减药、
停药。

男宝宝“小蛋蛋”迷路该咋办
专家：隐睾最好12月龄前治疗，以免影响将来生育能力

记者 王小蒙

“小男孩最常见的难言之
隐，通常是泌尿系统问题，而隐
睾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种。”李
爱武介绍，胚胎发育到第7个月
时，睾丸下端与阴囊底部的引
带，引导着睾丸从腹腔的肾脏
下级降入阴囊内，如果在下降
过程中出现异常，停留在下降
途中，最后没有到达阴囊，这就
形成了隐睾。

这些“迷路”的“蛋蛋”，可以
位于下降途中任何位置，比如腹
腔内、腹股沟、阴囊上部，此外还
有一些孩子的“蛋蛋”，在下降过
程中因为发育障碍而逐渐萎缩
消失，仅剩睾丸遗迹。

除了这些情况，还有一些
“蛋蛋”会出现“走错路”情况。
睾丸在引带末端的其他分支牵
引下，下降至耻骨部、会阴部或
股部，就形成了异位睾丸。

据介绍，隐睾最直接的表
现，就是在阴囊里看不见也摸
不到睾丸，阴囊也因为没受到
睾丸刺激，常常发育不好。大多

数隐睾的孩子没有任何不适，
仅有少量比较大的儿童偶有胀
痛等不适感。

隐睾常常和“鞘状突未闭”
一起出现，所以很多隐睾的孩
子，可能出现鞘膜积液或腹股
沟斜疝。

隐睾该如何诊断呢？李爱
武介绍，靠临床表现和体格检
查，基本可以确诊，也就是说在
阴囊内摸不到“蛋蛋”。

“检查时，将患儿置于平仰
卧位或双腿交叉卧位，在腹股
沟区采用‘挤牛奶样’手法，从
内环口向阴囊方向推挤睾丸。
若能将睾丸推入阴囊，但松手
后睾丸又退缩回腹股沟区，称
为滑动性睾丸，属于隐睾范畴；

若松手后睾丸能在阴囊内停
留，称为回缩性睾丸，非真性隐
睾。”李爱武说，对于阴囊内摸
不到睾丸者，首先使用超声作
为筛选诊断，MRI和腹腔镜在
高位隐睾诊断中有相当价值。

对隐睾来说，手术是最有效
的治疗方式。“研究表明，出生后6
个月内，睾丸还有自发降到阴囊
的可能，这一阶段以观察为主；
大于6个月的儿童，建议积极手
术治疗，最好在18个月前得到处
理。”李爱武说，手术方案的选择，
根据隐睾位置而定，可选择常规
开放手术，还可选腹腔镜手术。

对难以触及的隐睾，应首
选腹腔镜探查，相对于开放手
术来说创伤小、手术时间短、恢

复速度快，可最大限度松解精索
血管到高位，避免损伤精索、精
索管和睾丸动脉，最大可能将睾
丸一次下降固定到阴囊内。对于
高位隐睾探查困难、低位隐睾(阴
囊上方)，可选开放手术，切口
约3-4厘米。

隐睾啥时治疗好呢？李爱武
表示，治疗年龄建议自6月龄开
始，最好在12月龄前，至少在18月
龄前完成，以免影响成年后精子
生成、激素分泌，影响生育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隐睾不一
定都能长成正常睾丸，所以术
后需定期复查有无睾丸萎缩、
回缩、恶变等。“从预后来看，经
过及时纠正，单侧隐睾的生育率
与正常男孩基本相同，但双侧隐
睾的孩子，生育率显著下降。”

李爱武提醒，从长远来看，
有过隐睾的孩子，以后发生睾
丸生殖细胞肿瘤的风险也将增
加5-10倍，尤其是腹腔内隐睾
或双侧隐睾的孩子。早期给予
手术治疗的孩子，虽然可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睾丸癌变概率，
但癌变概率仍比正常人高。

“孩子小蛋蛋怎么看不见、摸不着啊？”隐睾是不少小
男孩会遇到的“难言之隐”，如果不早治疗，可能导致成年
后不孕不育等后果。本期《壹问医答》邀请山东大学齐鲁医
院小儿外科主任李爱武教授，带来儿童隐睾的专业解答。

葛生活课堂

“一日味变，二日色变”
杨梅该怎么保存

1、冰箱冷藏保鲜。用保鲜膜装起
来，放置在冰箱内冷藏，存放之前不
要用水洗。

2、制成杨梅汁。可以将杨梅打成
汁，密封保存，一般可存放一个星期。

3、制作杨梅酒。首先，挑选新鲜、
无损伤无腐烂的杨梅；其次，泡酒容
器和工具一定要是无水无油的，清洗
过的杨梅也要完全晾干水分再泡酒，
否则容易变质；最后，保存杨梅酒的
环境要阴凉没有直射光，温度不能高
于26℃，否则会影响杨梅酒的口感。

杨梅有虫怎么办

杨梅虽然美味，但有一点总让人
不放心——— 杨梅用盐水浸泡，总会爬
出一条条白色的虫子。杨梅为什么容
易长虫？这些小虫从哪来？

杨梅招的虫子，其实是果蝇，含
糖量高的水果是果蝇的最爱。但杨梅
果肉中的虫子，是不致病的果蝇幼
虫，即使不小心误食了带虫的杨梅，
也不必担心健康问题。

如何清洗杨梅？用淡盐水浸泡15
分钟，便能清洗干净。同时，使用白醋
或将白醋和盐混合在一起浸泡杨梅，
也可以去除虫子。

冷藏可抑制果蝇虫的滋生，防止
杨梅过快腐烂。一般将冰箱温度保持
在1℃—5℃之间，果蝇幼虫活力就会
减弱或死亡。

头痛开关：印堂穴、太阳穴

头痛时，用手指从印堂开始，向
上沿前额发际推至太阳穴，往返3遍—
4遍，然后用五指拿法，即用大拇指和
其余四指在穴位上进行节律性地提
捏，从头顶到颈部，往返4—5次。

头被称为“诸阳之会”，按摩这两
个穴位能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的
作用，能够缓解头痛、头晕的情况。

心口痛开关：内关穴

心脏不好的人突发心绞痛，除了
含硝酸甘油，还可以按内关穴，一般
需按5分钟。内关穴属于心包经，从腕
横纹向肘部方向，三横指处(大概腕横
纹上2厘米处)。在正确位置按压时，能
感受到酸胀的感觉，如果酸胀感向掌
心放射，说明位置找对了。

腹痛开关：神阙穴

神阙就是肚脐。腹痛的病人，自
己用掌根揉神阙穴10分钟左右，每日2
次—3次，能起到一定的止痛作用。

中医认为，神阙位于中下焦之
间。揉神阙穴能温通血脉，调和中下
焦，疏通胃肠气，达到止痛的目的。

出汗位置不同
预示哪些健康问题

鼻汗：一般以鼻梁、鼻翼两侧出
汗为主。中医讲肺开窍于鼻，肺气不
足的人，平时可多做深呼吸，还可用
黄芪煎汤代茶。

劳心汗：主要是在心窝及两乳房
之间。平常比较劳累，导致心气相对
不足。平时可用党参来煎汤代茶。

手足汗：可能是脾胃虚弱或湿热。
头汗：这类人群可能是湿热体

质，涉及脏器可能是心、肝胆或脾胃。
哪些情况出汗是脏腑失调的信

号？有种汗偏清，像水，并伴乏力、气
短，那么可能是偏气虚。还有人出汗
偏黏腻，可能提示体内有湿浊、湿热。

关注中医养生的朋友，经常会听说“冬病夏治”这个
词，三伏贴，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专家表示，相对于阴
虚体质的人,冬病夏治更适合阳虚体质的人，通俗说，就
是体质弱、阳气不足、抵抗力差、容易感冒的这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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