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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的辨治思路
□尹国有 王 健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
种以累及周围关节为主
的多系统炎症性自身免
疫性疾病。其特征性的
症状为对称性、多个周围
关节的慢性炎症病变，临
床表现为受累关节疼痛、
肿胀、功能下降，病变呈
持续、反复发作的过程。
根据类风湿关节炎的临
床表现，可将其归属于中
医学“痹证”的范畴。

6 YIYAO WEISHENG BAO 中医药周刊·视界2024年1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 李 云 美编 李 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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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理论强调，类风湿关节
炎是在身体正气亏虚的基础上复
感外邪而发病，正气亏虚是内在
发病的基础，外邪侵袭是主要致
病因素，气血凝滞、经络痹阻是其
基本病理变化。辨证论治是中医
的特色和优势，找准辨治类风湿
关节炎的思路，是取得好的临床
疗效的重要一环。中医辨治类风
湿关节炎，应该着重从以下几个

方面考虑。
立足整体顾局部
扶正祛邪细考虑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以累及
周围关节为主的多系统炎症性疾
病，故立足整体、兼顾局部是辨治
的基本思路。身体正气亏虚是内
在的发病基础，风寒湿诸邪侵袭是
主要致病因素，痰浊、瘀血、阻滞则
是其基本病理变化，治疗时应首先
立足于整体，调整脏腑功能，纠正
身体虚弱状态，祛除风寒湿诸邪，
通过调养气血、活血通络等治法以
消除痰浊、瘀血、阻滞之病理变化，
促使身体恢复正常的机能。此类
患者外邪易于痹阻周围诸骨关节，
关节局部痰浊瘀血阻滞之征象突
出，出现关节疼痛、肿胀、功能下
降等症状，在整体调整的基础上
兼顾局部，是促使身体顺利康复，
防止出现关节僵直、畸形的重要
一环，有利于帮助患者迅速缓解疼
痛症状。

综观类风湿关节炎的发病，总
属本虚标实之证，但不同的患者病
机各异，本虚与标实之侧重点不同，
其治疗宜在扶正祛邪的前提下，详
细辨证分析，或以扶正为主，或以祛

邪为重，或扶正与祛邪并重。因此，
中医应根据患者的病情恰当选用治
疗法则，进行遣方用药。

祛邪主在治三因
散邪重点各不同

类风湿关节炎为风寒湿诸邪致
病，治疗宜以祛邪为先，祛邪主在治
疗风、寒、湿三因素。风寒湿诸邪各
有特点，临床上往往合而成痹，难以
截然分开，不过由于风、寒、湿邪侵
袭人体常各有所偏，所以治疗时散
邪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风气胜
者，以散风为主，辅以祛寒理湿，宜
用补血之剂；寒气胜者，以散寒为
主，辅以疏风燥湿，宜用补火之剂；
湿气胜者，以利湿为主，辅以祛风散
寒，宜用理脾补气之剂；对于兼有湿
热者，则宜配合清热利湿、宣痹通络
之剂综合治疗。风、寒、湿三邪之
气，风寒易散，湿邪难化，故施治之
法，应注意化湿利湿，湿邪已除则风
无所留，寒无所依。针对类风湿关
节炎患者的不同病情，抓着风、寒、
湿三因素，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以
扶正祛邪为原则，灵活运用祛风、散
寒、除湿之法，结合养血活血、化瘀
通络、宣痹止痛诸治法，确立正确的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法则，是取得好

的疗效的关键所在。
活血通络宜坚持
调养气血很重要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慢性疾
病，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消耗体
能。中医理论强调，“久病入络”

“久病必瘀”的情况十分明显，况且
虚、邪、痰、瘀互致，“不通”与“不
荣”并见，故除祛除邪气、调养气
血、化痰消瘀外，活血通络亦是治
疗类风湿关节炎之关键，宜坚持应
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身体正气
常不足，由于禀赋不足或素体虚
弱，气血两虚，营卫不和，腠理空
虚，致使外邪易于入侵身体。若加
之起居、生活不慎，寒温不适，劳倦
内伤，产后失调等，正气受损，风、
寒、湿诸邪乘虚而入，痹阻经络，痰
浊瘀血留滞诸骨关节，则出现关节
肿胀、疼痛等，故治疗类风湿关节
炎应注意扶正，以使正能胜邪，调
养气血很重要。肾主骨，肝主筋，
肝肾同源，寒湿之邪深侵入肾，骨
失所养，筋失所荣，致骨质受损，骨
松筋缩，关节屈伸不利，僵直挛缩
变形，养肝可以舒筋缓急，益肾则
能强腰健骨，所以在调养气血的同
时还应注意益肾养肝。

内外合治防残疾
自我锻炼不可少

类风湿关节炎多呈进行性发
展，约90%的患者发病2年内如未得
到及时治疗，就可能发生关节软骨
破坏，致使关节僵直变成畸形、功能
障碍。因此，对类风湿关节炎的治
疗自始至终要把阻止病情发展和防
止致残放在突出的位置。在缓解关
节肿胀、疼痛，改善其功能障碍，防
止关节僵直变畸形中，内服药起效
较慢，控制症状也不够理想，药物外
敷、药浴、理疗等外治方法较内服中
药有较好的疗效，在内服中药的同
时配合外敷，做到内外合治，是现今
治疗类风湿关节炎，防止关节僵直
变畸形致残的首选方法。生命在于
运动，锻炼能增强血液循环，改善诸
骨关节的运动功能，缓解僵硬、疼
痛等症状，防止关节畸形致残，在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中，自我锻炼
是不可缺少的。锻炼应做到“坚
持”“正确”“适当”，不能持之以恒
的锻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姿
势方法不正确，运动强度不适当
等，是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人
民医院）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
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
念及其实践经验，是打开中华文明宝
库的钥匙。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十
四五”重点项目之一。“十四五”时期，
重点以实施中医药文化弘扬工程为
统揽，聚焦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能够推动在全社会
形成保护、传播、弘扬中医药的良好
局面。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可以增强民族自信与文
化自信，助力健康中国建设，推进中
医药事业振兴发展，促进不同文明之
间交流互鉴。

推动中医药知识进校园、进社区，
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针对中小学生
的心理发展水平和认知特点，开展多层
次的中医药理论知识和实践教学，推
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比如小学阶段
开设中医药文化课，初中阶段开设中
医药探究课，高中阶段开拓性地尝试

“课程中医”教学，即以“中医药文化元
素+”的形式，把中医药知识充分融入
学生的文史哲、理化生等基础课程中，
探索中医药文化与中小学基础课程、
基础教育相融合的课堂教育体系，促
进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以河南中医药大学为例，学校近
几年就坚持推动“中医药进校园”工
作，开发《身边的药用植物》《中医名家
的故事》《经络的世界》《带你领略中医
诊病奥秘》等的系列读物，构建一系列
中医养生功法课程体系，推广中医养生
功法等。

再以近年来各地开展的“中医中
药中国行”活动为例。通过中医健康
咨询、体质辨识、中医药趣味活动、中
医药文化展演、八段锦练习、中医特
色疗法体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
手段，具有广泛参与度的实践路径，
使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更广泛地融
入群众生活，惠及广大群众，从而引
导群众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中医，真正了解中医、
喜爱中医、使用中医、信任中医，助力中医药的传承与
创新发展。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
事，全面深入持续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是实现中医药现代转型、发挥中医药当代价
值、促进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必然路径。立足新时代，
落实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针，是以
服务群众健康为要旨，借助现代科技对传统的中医药
文化进行创造性重构，使之与当代社会接轨。同时，
根据时代特点和要求，充分利用前沿科技为中医药文
化赋能，推动中医药文化形式与内容整体发展提升，
由此展现中医药文化新的时代风采，为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推进健康
中国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的实现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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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现代疾病
治疗中的优势

□周丽芳

针灸的基本原理及特点
□郭 敏

中医特色疗法在帕金森病诊疗中的应用
□于利华

穴位贴敷治疗面瘫的方法
□王秀丽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人们
常常面临各种身体不适和健康问
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医疗法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中，针灸作
为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治疗方法，由
于起效快、无毒副作用，受到了人
们的重视。本文主要介绍针灸的
基本原理及诊疗优势。

针灸是使用细针刺激人体特定
的穴位，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和增强
自愈能力。这种疗法起源于几千年前
的中国，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
的认可与应用。针灸疗法在实践中比
较简便、实用，而针灸需要经过专业
的训练和具体扎实的操作技能。针
灸师根据患者的症状和疾病性质，
选择相应的穴位；再使用针轻柔地
刺入相应的穴位，刺激经络和穴位，

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身体平衡状态。
针灸不仅能够舒缓疼痛和治

疗疾病，还可以调节多种器官的功
能，起到保健、防病、治病的功效。
下面是针灸的诊疗范围与功效。1.
疏通经络：针灸可以刺激局部穴
位，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身体状况，
缓解疼痛、麻木等症状。2.调和阴
阳：针灸能够调节身体从阴阳失衡
的状态向平衡状态转化，缓解疾病
症状。3.扶正祛邪：针灸可以扶助
身体正气，祛除病邪，增强身体自愈
能力。4.调和气血：针灸能够理气、

活血，缓解气滞、血瘀等症状，促进
气血流通，缓解病情，促进身体康
复。5.缓解疼痛：针灸可以缓解多
种疼痛症状，比如肌肉疼痛、关节疼
痛等。6.改善免疫功能：针灸能够
调节身体机能，增强免疫力，减少感
冒等疾病的发病率。7.促进消化：
针灸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缓解便
秘、消化不良等症状。8.调节内分
泌功能：针灸能够调节内分泌系统
功能和促进血液流动，改善月经不
调、更年期症状等。9.缓解焦虑：针
灸可以调节情绪，缓解焦虑、抑郁、

烦躁等心理问题。10.改善睡眠质
量：针灸可以改善睡眠质量，缓解失
眠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除了上述功能外，针灸还在多
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下面是一
些主要的应用领域。1.疼痛管理：
针灸对于各种疼痛症状的缓解效
果显著，尤其是慢性疼痛、肌肉骨
骼疼痛和神经痛等。2.女性保健：
针灸可以缓解妇科常见疾病，比如
月经不调、痛经等。3.呼吸系统疾
病：针灸可以缓解哮喘、过敏性鼻
炎、咳嗽、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

肺心病等疾病的症状，帮助患者控
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等。

综上所述，针灸作为一种古老
而有效的中医疗法，在现代疾病诊
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刺激特
定穴位，针灸不仅可以调节身体平
衡和治疗疾病，增强自愈能力，还可
以提供全方位的身体和心理保健，
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今后，针
灸将在更多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从
而保障群众的身心健康。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乐陵市中
医院）

如今，在快节奏的社会生活中，
人们面临多方面的压力，比如生活
压力、工作压力、家庭压力、社交压
力等，从而产生紧张、焦虑等情绪。
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一些人
出现了心理疾病。

目前，心理疾病已经比较普遍
化，比如焦虑、抑郁，以及情绪异常、
行为变化和认知障碍等症状。同
时，精神疾病患者也有很多躯体症
状，比如常见的焦虑情绪发作时，就
会出现紧张、焦虑、过分担心、恐惧，
以及出现头痛、头晕、心悸、气短、头
皮发麻等身体症状。

什么是心身医学
心身医学是医学的一个分支，

是研究心理因素同人体健康和疾病
之间关系的科学，主要研究心身疾
病的发病机制。广义的心身医学，
指研究人类健康和疾病中的生物、
心理及社会因素相互关系的医学，
是一种对健康和疾病的认识方法；
狭义的心身医学，指研究心身疾病
的医学，研究心理生理疾病的病因、
病理、诊断、治疗和预防等问题，亦
称心理生理医学。

目前，心理疾病患病率呈逐年
上升趋势，社会各界日益重视精神

健康问题。研究人员发现，心理问
题对于不少患者疾病的康复进程
造成了不良影响，比如有心理问题
的患者往往比心理健康的患者更
难康复。这说明一些生理病变与
心理问题密不可分，比如因心理问
题而造成心脏出现生理病变的疾
病。这让医学界开始重视心理疾
病与身体疾病的关系，促进了心身
医学的诞生。

心身医学刚开始出现于欧洲，
一批兼具医学技能与心理学知识的
医生为患者进行生理、心理的双重
疗愈。这种综合性的治疗更加人性

化，治疗效果也非常显著。因此，心
身医学的概念、定义正式被确立。
中医的整体观与西医的心身医学

西医对于精神疾病的研究与中
医相比，起步较晚。1900年，奥地利
医师弗洛伊德发表《梦的解析》，奠
定了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这是欧
美现代心理学派别之一，打开了心
理学的大门。在弗洛伊德之后，众
多心理学家不断完善相关理论体
系，但在心身医学出现之前，心理学
与身体医学一直是互相孤立的，没
有联系起来。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是从整体

出发看待疾病的发生、发展，将与心
理问题相关的疾病总结为“情志
病”，认为心理问题的发生，是在痰、
湿、寒、热等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
气血、脏腑等功能上的紊乱，将患者
的身体视为一个整体，从整体中梳
理出异常症状，进行辨证论治，始终
将心理问题与生理疾病紧密联系在
一起。这种思路恰恰与心身医学不
谋而合。

总之，在治疗疾病方面，西医学
在数据量化和技术程式化中优势显
著。中医将五脏与喜、怒、忧、思、恐
等情绪变化紧密相连。很多研究结
果显示，将中西医疗法有机结合起
来，进行治疗疾病，能够提高治疗效
果，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烟台市心
理康复医院）

中医的整体观与心身医学
□于晟培

周围性面神经炎，中医称之为
面瘫。这种病虽然不致命，但是会
给患者的生活造成困扰。

中医认为，面瘫的基本病机与
人体的正气不足、脉络空虚、卫外不
固有关，风邪乘虚侵入面部经络，导
致气血痹阻，面部肌肉失去濡养，从
而出现面瘫症状。风邪入侵，又常
有夹寒、夹热、夹痰之别。

辨证分型
风寒外袭型 多因面部受到风

寒侵袭身体，导致经气痹阻，气血运
行不畅，患者出现面部肌肉僵硬、麻
木，口眼歪斜，患侧不能闭眼，额纹变
浅或消失，伴有头痛、发热等症状。

风热外袭型 多因风热之邪侵
袭身体，导致气血瘀滞，经脉痹阻，
患者出现口眼歪斜、患侧不能闭眼，
额纹变浅或消失，或伴发热、头痛、

牙痛、目赤、口渴、咽痛等症状。
痰湿阻滞型 多因痰湿内阻，导

致气血运行不畅，经脉痹阻，患者出
现口角歪斜、头晕、身困乏力、舌体
胖大、苔腻或白滑等症状。

分期治疗
急性期治疗 面瘫急性期是指

发病后的 1 周以内，病情处于进展
期，症状会逐渐加重，治疗以祛风
为主。对于风寒外袭型，治疗以温
经散寒、祛风通络为主，药选防风、
细辛、桂枝等。对于风热外袭型，
治疗以清热解毒、疏风通络为主，
药选金银花、连翘、黄连等。对于

痰湿阻滞型，治疗以祛风除湿、化
痰通络为主，药选黄芩、连翘等。
同时，在进行针灸治疗时，手法宜
轻，以浅刺为主，宜选择远部穴位，
如合谷穴等。

恢复期治疗 面瘫恢复期是指
发病后的1周至1个月，病情逐渐稳
定，症状开始好转。恢复期的治疗
宜重用活血化瘀的中药，可选用血
府逐瘀汤加白附子、全蝎等中药，以
促进面部血液循环，改善面瘫症状。

运用针灸疗法治疗面瘫，以局
部取穴配合远部取穴的方法进行治
疗，比如承浆穴、地仓穴、鱼腰穴等，

针法以平补、平泻为主。
后遗症期治疗 面瘫后遗症期

是指发病后 3 个月以上，病情基本
稳定，但仍有一部分症状未完全恢
复。久病气血耗伤，后遗症期的治
疗宜采用益气扶正、活血化瘀的中
药，比如川芎等。

运用针灸疗法治疗面瘫，宜选
用补法，以局部取穴为主，配合足三
里穴、关元穴等穴位，宜扶助正气，
促进局部气血运行。

内病外治
运用内病外治法，在急性期可

选用穴位贴敷方法，将中药制成贴

敷剂，贴敷于面部相关穴位，比如乳
突穴、太阳穴等，使药力直达病所；
恢复期可选用面部走罐和闪罐疗
法，促进面部经络气血运行，改善面
瘫症状。

总之，面瘫的治疗需要根据病
情的不同阶段，采取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同时，患者要注意休息，不
宜过度劳累，避免面部受风寒，不
吃生冷食物，保持心情舒畅等，可
有效控制病情，有利于促进患者早
日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菏泽市单
县中医医院）

帕金森病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
统疾病，主要表现为运动功能障碍，
比如静止性震颤、肌僵直、运动迟缓
等。目前，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帕金森病的发病率逐年上升，给患
者及其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目
前，西医治疗帕金森病主要依赖药
物疗法，但药物治疗存在一定的副
作用。因此，寻找一种安全、有效、
无副作用的治疗方法，成为帕金森
病患者及其家庭迫切的需求。中医
特色疗法在帕金森病患者康复中的
疗效逐渐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本
文主要讲解中医特色疗法在帕金森

病患者康复中的作用。
中医理论强调，帕金森病的发

生与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密切
相关。中医特色疗法主要包括中药
治疗、针灸治疗、推拿按摩、气功等。
这些特色疗法在帕金森病患者康复
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调整脏腑功能 中医特色疗法
通过调和肝、脾、肾等脏腑功能，达
到改善帕金森病患者症状的目的。
比如中药治疗，中医根据患者的病
情进行辨证分型，选用相应的中药
进行调理，比如肝肾阴虚型，可选用
熟地、山茱萸、枸杞子等滋阴补肾的

药物；脾胃虚弱型，可选用党参、白
术、茯苓等健脾益气的药物。

缓解运动障碍 中医特色疗法
通过刺激经络穴位，改善气血循环，
从而缓解帕金森病患者的运动功能
障碍。针灸治疗，可以选择手足三
阳经、手足三阴经等经络上的穴位
进行针刺，比如百会穴、风池穴等；
推拿按摩可以对患者的肢体、头
部、面部等部位进行按摩，促进气
血运行，缓解肌肉僵硬程度；练气
功能够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提高
身体的协调性。

减轻药物的副作用 中医特色

疗法可以辅助药物治疗疾病，减轻
药物的副作用。比如中药治疗、针
灸、拔罐等，可以在西药治疗的基础
上，选用具有补益作用的中药进行
调理，比如黄芪、党参、白术等，可增
强患者的免疫力，减轻药物对肝肾
等器官的损害；针灸治疗可以通过
刺激足三里穴、关元穴等穴位，调节
患者的内分泌系统功能。

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中医特
色疗法可以帮助帕金森病患者改善
心理状况，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比如练气功帮助患者调整呼吸功
能，缓解焦虑、抑郁等情绪；针灸治

疗可以通过刺激神门穴、心俞穴等穴
位，调节患者的心理状态，使其保持
愉悦的心情；推拿按摩可以帮助患者
缓解肌肉紧张程度，改善睡眠状况。

需要注意的是，运用中医特色
疗法治疗帕金森病，患者需要长期
坚持。在选择中医特色疗法时，患
者应在医生的指导下，依据治疗方
案坚持治疗，按时服药。

总之，中医特色疗法在帕金森
病患者康复中具有重要作用，可以
作为药物治疗的辅助手段，帮助患
者缓解症状、减轻药物的副作用、提
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患者应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合理饮食、
适度锻炼、保持良好的心态等，可以
提高康复效果。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海阳市中
医医院脑病科）

中医是中国古代劳动
人民智慧的结晶。中医是
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
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
学科。中医起源于原始社
会，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
论已基本形成，之后历代医
学家均对中医理论进行了
梳理、总结、发展。本文主
要介绍中医在现代医学中
的优势。

中医以阴阳五行作为
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
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

“望、闻、问、切”四诊合参
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
病位，分析病机，以及人体
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
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
长等病因，进而诊断出病
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
治为原则，制定“汗、吐、
下、和、温、清、补、消”等治
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
按摩、拔罐等方法，使人体
达到阴阳平衡而康复。

主要应用
中医注重预防疾病，

通过对个体进行整体评
估，根据体质差异制定个
性化的调养方案，以达到
增强体质、预防疾病的目
的。中医养生方法，比如
饮食调理、适度锻炼、情志
调摄等已被广泛应用于现
代医疗中。

中医在治疗疾病过程
中，可与西医相互补充，尤
其在慢性病、功能性疾病
及康复领域具有显著优
势。例如针对肿瘤患者放
疗、化疗后的脾胃虚弱、气
血不足等症状，中医可采
用健脾和胃、益气养血等
方法进行调理，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中医的经典方剂和验
方为现代临床研究提供了
丰富的资源。通过对传统

方剂的深入研究和创新开
发，可为新药研发提供新
的思路和方法。同时，中
药的天然成分也为新型药
物制剂的研发提供了广阔
的空间。

特色优势
中医强调个体化诊

疗，根据患者的体质、年
龄、性别等因素制定有针
对性的治疗方案。这种诊
疗方式有助于提高治疗效
果，减轻不良反应。中医
治疗不仅关注疾病本身，
还注重整体调理，通过对
患者进行饮食、运动、心理
等方面的综合调理，达到
扶正祛邪、平衡阴阳的目
的。这种综合调理的方
法，有助于提高患者的整
体健康水平。

中医强调“治未病”，
注重预防和保健。通过养
生保健的方法，比如食疗、
按摩、针灸等，帮助人们增
强体质、预防疾病。这种
预防与保健的理念符合现
代健康管理的需求。

中医治疗方法简便易
行，成本相对较低，能够满
意广大患者的诊疗需求。

中医与西医在理论和
方法上具有互补性，为跨
学科合作提供了可能。通
过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可
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
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总之，中医作为一门
古老的医学，在现代疾病
治疗领域中仍然发挥着
重要作用。同时，通过与
西医学的结合和自身的
创新发展，中医将在未来
为人类健康事业发展做
出更大贡献。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
济南市钢城区辛庄街道
办事处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