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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针推治验

痛经的中西医预防及调理
□田春玲

中医、西医对痛经的认识

中医认为痛经属于“月经
痛”的范畴，引发痛经的病因病
理可分为一虚一实两种类型。
在正常状况下，月经前痛属于寒
凝气滞；月经期间痛属于气滞血
瘀；月经后痛属于气血虚损。

不通则痛：部分女性会在经
期进食一些寒凉食物、冰镇饮料
等，极易使寒湿之邪乘机入侵人
体，引发痛经。

不荣则痛：多因脾胃功能不
佳，摄入的食物不能正常吸收消
化，或长期过度减肥，引发营养
不良，日久就会引发气血虚损。

西医将痛经分为原发性与
继发性两大类。原发性痛经是
指盆腔不伴有器质性病变，在月
经来潮时女性会感到疼痛，以第
1天疼痛感最为强烈，连续疼痛2
天~3 天后逐渐消失。继发性痛

经是指盆腔器质性病变引发的
疼痛，其诱因多与精神神经性、
内分泌因素及子宫因素引发的
子宫过度收缩、子宫缺血、缺氧
有关。

痛经的调理

痛经患者要注意经期保暖，
避免受寒，月经前及月经期间尽
量不吃生冷、辛辣等刺激性食
物，多摄入有营养的健康食物，
且女性要避免淋雨受风，经期内
不要用手触碰凉水，更不能洗冷
水澡。女性在月经期间宫颈口
微张，洗热水澡时要注意防护，
内裤等贴身物品要保持整洁；在
办公室工作者，要适当运动，可
以散步、慢跑，以便辅助气血流
通。夏天患者要尽量避免长时
间停留在空调房内，可以应用温
水袋、热毛巾、盐水袋等对小腹
进行热敷，达到温通静脉、调节

气血、缓解疼痛的目的。通过调
节精神状态来减轻疼痛也是一
种方法。

治疗方法

目前，临床上没有根治痛经
的办法，西医以对症治疗为主，
临床常使用镇痛药物，通过抑制
环氧化酶的活性，降低前列腺素
分泌，起到镇痛的作用。具体措
施可分为：

一般治疗：结合患者实际状
况，缓解其心理压力，消除恐惧
心理，降低可能引起痛经的风
险；月经期间禁止剧烈运动，禁
止食用过凉及刺激性食物。

解痉止痛药物治疗：若患者
疼痛较轻，则可选择适量的消炎
痛、延胡索片、阿托品等；若患者
疼痛较重，则可考虑使用可待
因、杜冷丁等，但该类药物副作
用较多，极易损伤患者胃肠道、

肝脏及中枢神经系统。
对抗前列腺素药物治疗：布

洛芬缓释片是激素抑制剂，可通
过抑制合成酶的活性，减少前列
腺素的产生，避免过强的子宫收
缩和痉挛，有效缓解痛经，但该
药物要求周期性使用，服用时间
较长，且服药后会引发一系列反
应，可以会危害患者机体。此
外，患者在月经期间应尽可能不
进行多余的检查及手术，避免出
现细菌感染。若患者为继发性
痛经，则需要积极治疗原发病，
消除导致痛经的因素。

中医治疗：若为气滞血瘀
型，则应用当归 9 克，赤芍 9 克，
桃仁9克，酸橙9克，元胡9克，五
灵脂9克，牡丹皮9克，乌药9克，
红蓝花 6 克，川芎 6 克，甘草 6
克。每天1剂，用水煎煮后服用。

若为寒凝血瘀型，则应用元
胡 15 克，茯苓 12 克，当归 9 克，

苍术 9 克，川芎 9 克，蒲黄 9 克，
五灵脂 9 克，赤芍 9 克，茴香 6
克，干姜 6 克，没药 6 克，甘草 6
克，肉桂3克。每天1剂，用水煎
煮后服用。

若为气血虚弱型，则使用党
参 15 克，黄芪 15 克，乌药 12 克，
白芍12克，熟地黄12克，当归12
克，延胡索12克，川芎6克，香附
6 克。每天 1 剂，用水煎煮后服
用。

若为脾肾阳虚型，则应用芍
药15克，党参15克，当归、狗脊各
12 克，桑寄生 12 克，续断 12 克，
阿胶 12 克，桂枝 6 克，吴茱萸 6
克，川芎 6 克，干姜 6 克，甘草 6
克。每天 1 剂，用水煎煮后服
用。患者还可应用延胡索止痛
片、十全大补丸等中成药进行调
理。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产科）

中医治疗肺炎
□崔松丽

肺炎是一种比较常见的呼
吸系统疾病。肺炎在呼吸系统
疾病中发病率较高，涉及人群
比较广泛，如果不及时治疗将
会 给 患 者 的 健 康 带 来 严 重 影
响。

肺炎的常见症状

引起肺炎的主要原因为细
菌感染。肺炎可以分为急性肺
炎、迁延性肺炎及慢性肺炎。
按照致病原因，肺炎可以分为

感染性肺炎、理化性肺炎。肺
炎的临床症状主要有：咳嗽、咯
黄绿色痰，发热伴有畏寒，剧烈
胸部刺痛感，深呼吸或咳嗽时
会呼吸急促、气短，身体高热
（体温一般在39摄氏度以上）。

肺炎的影响

患者出现肺炎症状要及时
进行治疗。

如果治疗不及时，患者可能
会出现咯血、头痛（包括偏头

痛）、盗汗、食欲减退、全身疲惫
面色苍白；严重者可能导致败血
症和急性呼吸衰竭，从而对患者
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危害。

中医治疗肺炎

中医治疗肺炎的方法与西
医不同。

肺 炎 反 复 发 作 的 概 率 较
高，特别是在恢复期，西医通常
是根据患者的症状进行不同的
药物治疗；而中医更多的是从

患者整体多方面考虑，以疏通、
祛除患者体内的湿热之气，疏
通患者的气血为主。

中 医 认 为 肺 炎 是 肺 闭 咳
喘，主要表现为咳嗽、痰多、发
热，一般认为是患者体内湿热、
气血不通造成。因此，对于肺
炎患者，应该以疏通患者的气
血，清除患者肺部的湿热之气
为主。

中药取橘红 15 克，半夏 15
克，茯苓12克，桑白皮13克，杏仁

12克，川贝母8克，苍术15克，枳
壳 10 克，茯苓 10 克，桑白皮 10
克，甘草5克。每天用清水煎服，
每天1剂，早、晚各服用1次。

经过临床大量研究表明，
患者在患有肺炎后，特别是恢
复期，采取中药进行治疗，不仅
能够降低西药治疗的副作用，
还能降低患者的复发概率。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孟津
区 妇 幼 保 健 院 中 西 医 结 合 内
科）

中医治疗胃肠道消化不良
□牛 耕

消化不良是指一组表现为
上腹部疼痛或烧灼感、餐后上腹
饱胀和早饱感的症候群，可伴有
食欲不振、嗳气、恶心或呕吐等
症状。

消化不良是一种比较常见
的胃肠道症状，包括器质性消化
不良和功能性消化不良，其中功
能性消化不良更为常见。该病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患病率逐渐
增高，已经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
工作、学习与生活。

消化不良的病因

胃肠道疾病
某些患者可能会有胃肠道

疾病，如急性胃炎、慢性胃炎、消
化性溃疡、胃癌等，导致黏膜的
屏障遭到破坏，引起消化不良。

胃肠动力不足
当出现胃肠动力不足时，可

能会导致食物长期堆积在胃肠
道而没有被消化，从而表现出消
化不良的症状。

精神心理因素
当患者出现精神、心理问题

时，也会导致消化不良。常见症
状有焦虑、不安、紧张、压抑、抑
郁、睡眠质量差、脑力劳动过度
等。

幽门螺杆菌
有些患者感染幽门螺杆菌，

也会导致消化不良。
环境因素

有些人进入一个陌生的新
环境，可能会因为应激反应，导
致消化不良。

饮食因素
不良的饮食习惯也会导致

患者消化不良，比如长时间饮用
咖啡、碳酸饮料等，食用辣椒、生
冷刺激性食物等。

治疗消化不良的方法

控制饮食
中医认为，胃具有腐熟水谷

的作用，在饮食方面要少吃生冷
寒凉的食物，多吃易消化的食
物，减少胃肠刺激，加速营养物
质吸收。

中药治疗
患者若是脾虚气滞导致的

消化不良，可以选择香砂六君
丸。该药有补气化痰、温中行气
之功效，主要药物有人参、白术、
木香、砂仁等，主治食欲不振、腹
部不适等。

患者若是积食、消化负担重
导致的消化不良，可以选择保和
丸。该药有健脾和胃之功效，主
要药物有白术、茯苓、山楂、神曲
等，主治脾胃不和、体倦乏力等。

患者若是本身脾胃虚弱，可

以选择健脾丸。该药有止泻消
食之功效，主要成分有木香、黄
连、茯苓、神曲、陈皮、麦芽等，主
治脾胃虚弱。

针灸治疗
功能性消化不良患者可先

使用针灸，艾灸，耳针和穴位注
射，以及穴位贴敷结合等疗法，
以调理脾胃、行气活血、顺气养
血、滋润肠胃等。

需要注意的是，针灸过后，
患者一定要注意保暖；一旦身体
着凉，就会影响针灸的效果。此
外，患者针灸后要多吃一些营养
物质，也能巩固针灸的治疗效
果。

推 拿
腹部按摩，具有顺畅大便的

功效。
涌泉穴按摩，具有强健脾

胃、气血化生的功效。

推揉四横纹，具有消除积
食、强健脾胃的功效。

患者一定要谨记，进行推拿
治疗时必须由专业的医生进行
操作，切勿自行操作，以免造成
不良后果。

饮食方面：患者平时要注意
调整好饮食结构，多吃蔬菜、水
果等富含丰富纤维素的食物。
选择新鲜的食材，避免病菌的感
染。

作息方面：规律作息，避免
熬夜。平时聚餐、聚会，尽量使
用公筷，定期消毒餐具。

家属要对患者进行心理疏
导，帮助其缓解焦虑不安的情
绪，增强自信心。大家一定要从
日常生活细节做起，不要让消化
不良成为生活中的障碍。

（作者供职于南阳市第二人
民医院中医科）

如何正确使用中成药治疗感冒
□游 倩 文/图

感冒是临床上常见的呼吸
系统疾病，患者可以选择的药物
也多种多样。其中，中成药因其
副作用小、疗效好等特点，受到
了 患 者 及 临 床 医 生 的 充 分 认
可。但是，若中成药使用不当，

亦可能影响患者康复。
因此，中成药的使用应坚持辨

证施治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感
冒，选择合适的中成药进行治疗。

风热型感冒

风热型感冒患者除了鼻塞、
喷嚏等一般的症状之外，还存在
高热、痰液黏稠且呈黄色等为主
要临床表现形式。针对风热型
感冒患者，治疗原则以辛凉解表
为主。因此，其主要治疗药物为
板蓝根冲剂、银翘解毒丸、感冒
退热冲剂等。需要注意的是，此
类患者忌用九味羌活丸、理肺丸
等药物。

风寒型感冒

风寒型感冒患者，大多以鼻

塞、喷嚏、头痛、咳嗽等一般的感
冒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除此
之外，患者还存在畏寒、低热等
特点。这种感冒类型，主要与患
者感受风寒有一定的关联性。
因此，治疗原则应以辛温解表为
主。

此时，患者可选用伤风感冒
冲剂、九味羌活丸、感冒清热冲
剂等进行治疗。在此基础上，针
对存在内热便秘症状的患者，可
给予防风通圣丸进行联合治疗。

除此之外，患者要忌用银翘
解毒片、复方感冒片、桑菊感冒
片等。

暑热型感冒

暑热型感冒患者，在临床上
主要以头痛、口淡无味、畏寒、腹

泻等为主要临床表现，且暑热型
感冒高发季节为夏季。因此，临
床上认为，治疗机制主要以清
暑、祛湿、解表为主。患者可使
用藿香正气水、银翘解毒丸等作
为主要的治疗药物。

临床上还要根据患者具体
的病情，进行药物筛选。比如，
患者若胃肠道症状比较严重，则
不应该在其治疗方案中选用保
和丸、山楂丸、香砂养气丸等相
关药物。

时行感冒

时行感冒，即为流行性感
冒，患者的症状与风热型感冒极
其类似，但是流行性感冒患者的
病情更为严重。除感冒一般症
状之外，患者还存在高热、肢体

酸痛、疲乏无力、怕冷等临床表
现。治疗方法主要以清热解毒、
疏风透表为主。临床治疗药物
主要为重感灵片、防风通圣丸
等。临床研究证实，针对流行性
感冒患者，可采用联合治疗的方
案进行干预，若患者单用银翘解
毒片、桑菊感冒片，或者牛黄解
毒片进行治疗时，疗效并不显
著。

总而言之，感冒患者一旦发
现疾病，就应该注意多休息，在
饮食方面尽量选择易消化的食
物。同时，感冒患者遵医嘱，根
据自身具体病情和感冒类型的
不同，选择相对应的中成药进行
治疗。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人民医
院药学部）

中医养护脾胃
□陈 丽

自古就存在“内伤脾胃，百病
由生”的说法，尤其是在节奏快、
压力大的现代生活中，暴饮暴食、
长期大量食用腌制食物、喝酒、久
坐少动、焦虑紧张等不健康的生
活习惯，导致脾胃更加脆弱。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为水
谷之海，四肢百骸、五脏六腑均需
要依赖脾胃的营养。因此，脾胃
功能的强弱直接关系到机体生命
的盛衰。

脾胃不好的表现

面部蜡黄。“黄”为脾对应颜
色，一旦患者脸色出现暗淡发黄、
食欲不振，甚至进食之后感觉到
腹部胀满不适，或者大便溏、腹
泻，则表明脾胃功能受损。

眼袋过大。脾胃功能可直接
影响肌肉功能。患者一旦脾胃功
能虚弱，则可产生运化失职的状
况，进而导致皮肤、肌肉缺少营养，
使皮肤松弛无弹性，长此以往，可
产生眼睑下垂，最终产生眼袋。

流口水。睡眠中流口水，或
者口中分泌液体比平时多。

口唇干燥无血色。一般状况
下，脾胃出现问题也能在口唇上
呈现，脾胃不好的人，口唇可呈现
无血色、脱皮、干燥等。

睡眠欠佳。一般状况下，胃
肠道受大脑支配，故大脑情绪能
影响胃肠道功能。胃肠道功能欠
佳者，睡眠质量会降低，容易出现
多梦、入睡困难，以及易醒等。

精神不佳。脾胃运化失常，
容易导致失眠健忘和心慌、反应

迟钝等。

脾胃的养护

调饮食、养习惯。日常生活
需要规律饮食且有所节制，少食
用肥甘辛辣食物，多食用健脾养
胃食物，比如多食用包菜、南瓜、
小米、山药等。此外，吃东西时
充分咀嚼，能更好地保护胃黏
膜。

慎起居，适劳逸。生活中，要
想有一个好身体，就必须会睡“子
午觉”，即晚上不能 23 点之后睡
觉，且中午能有时间暂时性休
息。另外，每天需要运动30分钟
到 1 小时，过度运动极易导致身
体疲劳，运动太少则无法达到锻
炼效果，且还容易产生气滞。过
劳或过逸均能损伤脾胃，因此需
要结合自身状况，适量运动。身
体虚弱的人需要循序渐进，且在
运动之前要做好热身运动，逐渐
延长运动时间。对于已经患有脾
胃疾病的人，不适合在饥饿的时
候运动，尤其是胃下垂患者，应在
饭后2小时，进行适当运动。

畅情志。中医认为情志对于
人体健康具有较大影响，过度忧
思可伤脾，而过度愤怒可伤肝。
此外，内脏效应也能通过中枢神
经对情绪产生影响。精神心理因
素能通过影响胃肠激素分泌，从
而调节胃肠功能。故保持愉悦的
心情，规避过度的情绪刺激，能有
效养护脾胃。

（作者供职于安阳市中医院
消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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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疾病作为消化系统常见的一类
疾病，与每个人的健康密切相关，胃肠道肿
瘤更是危害人类健康。那么，如何做好胃
肠道健康监护就显得尤为重要。

胃肠道包括胃、小肠和大肠。胃肠道
疾病大体分为良性和恶性疾病两种类型，
良性疾病也可以逐步演变为恶性疾病，且
胃肠道肿瘤早期无典型临床症状，常在消
化内镜检查中被发现，而有症状的患者就
诊时往往已经处于中晚期，治疗效果远不
如早期治疗好。要想规避胃肠道肿瘤的发
生，首先要知道胃肠道肿瘤的诱发因素。
俗话说：“病从口入”，但引起胃肠道肿瘤的
主要病因并不仅仅是饮食问题，总体概括
起来包含以下几个因素：

环境因素：贫困山区胃部的恶性肿瘤
较为多见，沿海发达地区肠道的恶性肿瘤
较为高发。

饮食及生活习惯：暴饮暴食或单一饮
食，长期食用霉变食物，喜好烟熏、腌制食
品，长期吸烟、饮酒及辛辣刺激食物摄入，
长期高脂肪、高蛋白不均衡饮食等。

菌群失调：幽门螺杆菌感染，肠道菌群
失调。

遗传因素：越来越多的胃肠肿瘤患者
有家族聚集倾向，直系亲属尤为明显。

那么，如何早期识别罹患胃肠道肿瘤
的信号显得格外重要。胃肠道肿瘤早期常
无典型临床症状，高危人群体检常能较早
发现肿瘤。胃癌常见高危因素主要有：幽
门螺杆菌感染、慢性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
生、胃溃疡、长期酗酒、胃癌家族史等。肠
癌常见高危因素主要有：长期高脂肪高蛋
白饮食、炎症性肠病、肠道息肉或腺瘤、肠
癌家族史。胃部肿瘤患者早期常出现上腹
部饱胀、隐痛、泛酸、嗳气，病情进展后可能
出现腹痛加重、进食哽噎、呕吐、黑便、体重
进行性下降等症状。肠道肿瘤患者早期可
出现排便习惯改变，以及排便性状改变为
主，大便次数多，大便不成型，大便变细，或
有黏液等，进展期可出现肠梗阻、便血等。

诊断方法：大便常规检查+潜血试验、
肿瘤标记物筛查、胃肠镜检查、CT 检查
等。40岁以上人群应定期进行常规胃肠镜
体检，不明原因消瘦伴消化道症状及有胃肠道肿瘤家族史的人群应
及时进行内镜检查。

胃肠道息肉、腺瘤均属于癌前病变，尽早进行内镜下切除，每年
复查胃肠镜。

良性溃疡及炎症性肠病需要正规系统治疗，定期复查胃肠镜。
早期、中期胃肠道肿瘤及重度炎症性肠病可选择手术治疗，微

创腔镜技术为首选方案；晚期肿瘤则考虑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免
疫及中药治疗等。

胃肠道肿瘤重在预防，养成良好饮食及生活习惯，定期内镜体
检是规避胃肠道肿瘤的有效手段。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普外二病区）

痛经是妇科常见疾病，患者发病时会出现面部发白、恶心呕吐、下腹坠胀等症
状；随着疾病的发展，可能会引发妇科疾病，严重者可能引起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肌瘤等。若不积极治疗，患者极有可能出现不孕，从而影响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