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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肿瘤血液科副主任胡皓：

精准靶向阻击癌细胞
中医认为，麻，表明气能过

来，而血过不来；木，麻得厉害了
就是木，表明血和气都过不来；
酸，表明经络是通的，但是气血不
足；胀，表明气很足，若体内气出
不去就鼓胀；痛，单纯性的痛则是
因为有血瘀；痒，表明气和血正在
过来，伤口愈合时候会发痒，但这
与全身发痒不同。

疼
这是人们经常遇到的一种不

适感觉，那疼到底是怎么一回
事？它与痛又有什么不同呢？先
来看看字体结构。疼，外面是一
个病字旁，里边是一个冬。中国
文字都是象形文字，每个字里都
有深刻含意。冬，一定和冬天、寒
冷有关；而病字旁，代表过寒。《黄
帝内经》是这样解释的：“寒胜其
热，则骨疼肉枯。是因为——《灵
枢经·刺节真邪》”这是什么意思
呢？就是寒超过了热，导致骨头
疼、肉紧枯。这种感觉可以用寒
风刺骨这个成语来形容。因此，
可以理解为，由过寒引起的身体
不适感觉。

中医有热者寒之，寒者热之
的治疗方法。因此，对于疼的治
疗办法是避免受寒；同时，如果因
受寒而引起身体不适，则要用热
来解决。通常，引起疼的病证，主
要是外伤、冻伤、风寒感冒等疾
病，大都与寒冷有关。

痛
还是先看下字形结构。痛，

是病字旁，里边是一个甬字。甬
是什么意思呢？路也。我们可以
这样理解痛这个字，它是由于路
被堵住了引起的。那这个路可以
理解为经络，以及一切与之相关
的血管、淋巴等各种疏通管道。
比如，很多女孩有痛经问题，大多
是由于受寒，经络瘀滞，经血下行
不畅所致。解决方法就是要通，
打通瘀滞让气血通畅。中医认为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这个道
理。

痒
在古字中，羊和阳是相通

的。在中医里，阳与人的生命关

系密切。得阳者生，失阳者亡。
阳在病里旁里，则说明阳气病了，
受阻了。因此，笔者理解，痒，实
际上是“痛和健康”的一种临界状
态。

什么情况下人体会痒呢？比
如长伤口时，人会痒，说明气血在
通达到伤口时，受到一定的阻碍，
不顺畅。人体从一股暖流，变成
无数条暖流时，就会感觉痒。还
有人的后背也经常会痒，也就有
人发明了痒痒挠这种工具。这种
痒其实是人体的阳气向外排湿所
致。在排湿过程中，由于人体的
经络不是很畅通，会遇到一定的
阻力，所以会痒。

对于皮肤痒，现在治疗常用
激素，其实那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反而对人体有危害。人体很有意
思，当你面对痒的时候，人最爱做
的事就是挠，而这个挠的过程也
是疏通经络的过程。只不过，这
只是在表皮。而更深层、更好的
办法就是刮痧，让更深层的寒湿
排出来。如果患者原来患处是
痛，现在变成痒，则说明身体在向
好的方向发展。反之，原来是痒，
慢慢变成了痛，那就说明向坏的
方向发展。

酸
酸字的左边是一个酉，右侧

是夋。酉在天干地支中，对应的
是17~19点，刚好是肾经当值。而
夋字，意为“行走迟缓的样子”。
所以，应用在人体上，可以理解为
肾虚。

人体的腰部是容易酸的地
方。在中医里，腰为肾之府。所
以，腰酸的原因也就是肾虚，人体
新陈代谢缓慢了。还有一种状
况，就是在爬山之后，
腿很容易酸，这是人
体血液中乳酸堆积不
易代谢的结果。中医
认为，肾主骨生髓造
血，所以和肾虚有关。

笔者认为，酸，其
实和痒一样，也是一
种身体的临界状态，
向好的方向发展，就
是健康；向坏的方面
发展，可能就是疼痛

了。对于酸，解决的方法，就是加
温和加速，热敷和按摩，这样对缓
解酸很有效果。同时，枸杞也是
强肾的佳品。总之，壮肾才是解
决酸的根本之道。再打个比方，
我们应该很少听孩童说腰酸的，
这就是因为他们“肾气十足”。

胀
胀是肉月旁加一个长字。如

何理解呢？主要是指肌肉组织不
正常的扩大。它和肿基本上是同
一个意思。肿，主要是表现在外
观，而胀经常会是从外观上看不
到的情况。造成胀的原因很多，
可能是外伤引起的炎症，或者捆
绑造成气血不畅。其实，大都是
由于气血受阻，造成身体代谢出
了问题所致。治疗方法主要是疏
通经络，解除瘀堵。

麻
麻，也是一种病态，病字旁

里一个林字。怎么解释这个字
呢？肢体被压的时间过长以后，
导致气血供应不足，而使肌体产
生不适之感。那和林字又有什
么关系呢？笔者这样理解，林字
为会意字，从二木，表示树木丛
生，本义为丛聚的树木或竹子。
那在中医里，肝藏血主木，因此，
如果肝血正常汇聚，人体就安
好。可麻是在林字上加了一个
病字旁，说明是不正常汇聚。解
决麻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解除
这种不正常的压力。患有心脑
血管病的人，很容易产生肢体麻
木，主要是肝血在人体器官组织
中不正常汇聚引起的。

（作者供职于汝州市骑岭乡
田堂村卫生室）

（以上验方由毕峰华提供）

刮痧是一种历史悠久，且非药物特色疗法。为什么老
年人如此信任刮痧？刮痧的治病效果又快又好！刮痧在
我国民间流传了上千年。

刮痧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一、饭后1小时才可刮痧，太饱或肚子太饿、过度疲劳

者忌刮痧。
二、皮肤病患者不适合刮痧疗法；有水肿、糖尿病及心

脏病者忌刮痧。
三、血友病、出血性紫癜和其他出血疾病患者不能进

行刮痧治疗。
四、低血压、低血糖、过度虚弱和神经紧张、特别怕痛

患者需要轻刮痧。
五、孕妇、婴孩或幼童在合格医师指导下可接受刮痧

疗法。
温馨提示：由于刮痧会对皮肤产生一定损伤，所以刮

完后两三天内患处出现疼痛感，属于正常反应。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刮痧的注意事项
□杨丽萍

身体出现这六种症状的原因
□杨文杰

刘某，男，69岁。笔者应患者家属邀
请去其家中诊治患者。家属诉说患者患
胸腔积液合并心力衰竭，近几年来患者
在洛阳市某医院反复住院治疗7次，每次
都要吸氧、抽胸腔积液1000毫升左右，但
呼吸仍然困难，症状日渐严重，直至病危
出院。

诊见：患者面色灰暗，口不渴，大便
干且7天未行，下肢凹陷性水肿，面部浮
肿，呼吸困难伴喉间痰鸣，身出冷汗，四
肢冰凉，舌质青紫，水滑苔，两侧瘀斑成
条，脉沉细无力。

辨证：外寒内饮，肾阳不足，阳虚水
泛证夹瘀证。

处方：黄附子60克，干姜60克，炙甘
草 60 克，红参 30 克，麻黄 18 克，桂枝 18
克，细辛10克，白芍30克，五味子15克，
旱半夏30克，生白术30克，生姜45克，茯
苓45克，葶苈子45克，大枣20枚，山萸肉
60克，山药30克，龙骨30克，牡蛎30克。

注意：黄附子有毒，在平时要先煎2
个小时。该病人属于急危症。

用法：加水 2000 毫升,大火急煎，煎
10分钟后，随煎随服。

二诊：患者家属说，服药50分钟后，
患者出现上吐下泻3次，泻下许多污浊之
物，随后下肢和面部浮肿渐渐消退，呼吸
也感觉顺畅，但是患者出现恶心吃不下
饭。随后，笔者为患者开药方：旱半夏30
克，茯苓30克，生姜45克，红参20克，五
味子10克。共3剂，水煎，每天服用1剂，
分3次服用。

三诊：患者已无恶心，能喝一小碗稀
米粥。嘱咐患者每天频服小米粥以养胃
气，现患者生活可以自理。
总结

方中四逆汤以附子为君，附子能回
阳救逆，通行十二经，与干姜、炙甘草配
伍，破阴回阳；山萸肉、龙骨、牡蛎收敛元
阳，固肾摄精；小青龙汤主治咳喘，病在
肺脏，日久入肾，其病机为“本气先虚，外
寒内饮”，治宜发汗利水，表里双解；真武
汤主治阳虚水泛证。温阳化气利水有强
心利尿之功效；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喘
不得卧，有强心利水作用，对消除胸腔积
液有较好效果。全方共奏回阳、固精、散
寒、温阳、强心、利水之功效，因方证对应，故效如桴鼓。

（作者供职于洛阳伊滨区诸葛镇刘沟村集体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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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皓，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肿瘤血液科
副主任医师，主要从事肿瘤的中西医结合治疗，在临
床上应用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射频热消融技
术、氩氦冷冻消融技术、化学消融技术等微创治疗技
术；曾被选为“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
人，师从“全国第三批名老中医”赵国岑、赵金普老师，
学习他们的临床治疗经验；发表学术论文10多篇，获
市级科技成果二等奖1项。

桑葚、枸杞、玄参各
20克。先将桑葚、枸杞、
玄参分别洗净，水煎 2
次，每次用水 300 毫升，
煎煮 30 分钟，混合两次
药汁，分2次服。治疗期
间多饮水，多吃水果蔬
菜，少食油炸、辛辣以及
刺激性食物。

治手足癣方
取藿香30克，黄精、大黄、皂矾各12克，米醋1000毫

升。将上药切碎，放入米醋中密封浸泡7天，浸泡时每天
摇动数次。使用时取药液倒入木盆中，加温水混匀泡
脚，每天浸泡两三次，每次二三十分钟，连续5~7天。

治消化性溃疡方
砂仁20克，延胡索30克，木香、白术、浙贝母各50克，

乌贼骨 100 克。将上药研成细粉，混匀分装，每包 6 克。
每次取1包于饭前半小时用温开水冲服，每天3次。一般
用药3~20天胃脘部疼痛症状可消失。

治习惯性便秘方

中医调理重度口腔溃烂
□郭宏强

总结
临床上，肿瘤患者放化疗后经常会发生

口腔溃疡，特别是头颈部肿瘤患者放疗
后。很多人一见口腔溃疡就采用清热解
毒法。其实，很多患者就诊时口中黏沫或
涎沫较多，舌质淡红，凭这两点也能判断此
类患者并非单纯为热证，一味清热只能冰
伏其邪，症状反倒会越来越严重。有些非
肿瘤患者出现的长期口腔溃疡，可能是肝
肾不足引起虚热上浮所致，或寒凝血瘀引
起内有郁热所致，故临床上遇到口腔溃疡
一定要仔细辨证，不可一概清热解毒。

此患者为口腔严重溃烂，但进食后上
逆，可知其中焦阻滞，中焦一阻，君相之火
不可下降，故致口干苦，口腔溃烂，火势上
炎，胆火不降，故脉弦大。四肢凉、舌质暗
红、瘀斑，乃寒邪入厥阴经而致寒凝血瘀，
故用生姜泻心汤清上而温下通利三焦，当
归四逆散温经而活血、散寒邪而疏在里之
郁热。重用煅龙骨、煅牡蛎、牛膝、代赭石
使胆胃之气降，气降则火随之而降，同时煅
龙骨、煅牡蛎有敛疮之功效。加蝉蜕则可
散热而利咽，地肤子则可利湿而祛皮肤中
积热。上焦之火热清散而沉降，内郁之热
疏散而渗利，故症状明显缓解。二诊时抓
住痰瘀互结之证，以苇茎汤加减活血而利
湿，加利咽之品，因脉虽缓，但弦大故用生
龙骨、生牡蛎、怀牛膝引热下行。三诊时有
胃气上逆之证，且多涎沫，舌质瘀斑，故以
当归四逆散合生姜泻心汤加茯苓、桃仁、红
花、蝉蜕，以温经散寒，通利中焦，淡渗利
湿。四诊时患者口干咽干、左胁下不适，脉
弦，故予以小柴胡汤。患者口中多涎沫、苔
水滑，右脉滑，故予以茯苓干姜细辛五味子
汤加减以温肺散饮，同时加当归补血汤补
气血，桃仁破血化瘀，蝉蜕、芦根利咽散热。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近日，笔者诊治一名严重口腔溃烂患者，采用中药调理而缓解，记
录如下。

患者张某，女，51岁，患有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在某医院采用R-
FC方案化疗9个周期后，出现严重口腔溃烂，并继发口腔念珠菌感染，
伴有发热、咳嗽、咯痰，入笔者所在医院血液科应用抗细菌、抗真菌等
治疗无效。患者几乎无法进食，痛苦不堪，早期对于喝中药有抵触情
绪，又经历20多天后别无良策，症状仍然很严重，再请会诊。

患者口干、口苦，口腔严重溃烂，进食时剧烈疼痛，胃气上逆，腰
酸，四肢凉，咳嗽、咯黏痰，脾气急躁，舌质暗红，有瘀斑，苔污秽而表面
水滑，脉弦大。

辨为：凝血瘀，中焦痞塞，相火不降。
处方：煅龙骨30克，煅牡蛎30克，怀牛膝30克，代赭石30克，当归

30克，桂枝15克，生白芍15克，细辛3克，通草10克，清半夏20克，黄芩
15克，黄连3克，干姜15克，炙甘草6克，蝉蜕15克，地肤子15克，生姜
20克。水煎，共7剂，每天服用1剂。

二诊：患者服用中药后诉说咽干减轻，口腔溃烂好转，进食疼痛减
轻，剑突下胀满消失，手脚冰凉缓解，现仍有口干苦，咽部黏痰较多，查
舌质暗红，有瘀斑，苔中心黄、水滑，脉弦，较上次会诊已有缓和之象。

辨证：痰瘀互结。
处方：桃仁10克，芦根30克，生薏苡仁30克，冬瓜子30克，桔梗12

克，蝉蜕15克，丹皮15克，玄参15克，牛蒡子15克，怀牛膝30克，白鲜
皮30克，地肤子15克，生龙骨30克，生牡蛎30克，马勃15克。水煎，共
7剂，每天服用1剂。

三诊：患者诉说口腔溃疡和咽痛明显缓解，咳嗽、咯痰减轻，口中
多涎沫，口干，无口苦，进食后有上逆，舌质暗红，苔水滑，脉弦。

辨证：寒凝血瘀，中焦饮停。
处方：当归30克，桂枝15克，生白芍15克，细辛3克，通草10克，炙

甘草6克，清半夏20克，黄芩15克，黄连3克，干姜15克，茯苓20克，桃
仁10克，红花10克，党参15克，蝉蜕15克，生姜5片，大枣3枚。水煎，
共7剂，每天服用1剂。

四诊：患者服用中药后明显好转，现有口干、咽干，吐涎沫，胃泛
酸，左胁下不适，舌质暗红，多瘀斑，苔白水滑，左脉弦，寸部沉弱，右脉
滑。

辨证：肝脾不和，寒饮内停，气血不足。
处方：柴胡20克，黄芩15克，清半夏20克，党参15克，炙甘草6克，

茯苓30克，干姜12克，细辛3克，五味子9克，煅牡蛎30克，芦根30克，
蝉蜕15克，桃仁10克，当归15克，黄芪60克，生姜5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