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发性痛经的病因及诊疗特点
□韦宇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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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绪性是第五批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
医疗、教学、科研工作 50
余年，临床经验丰富，擅
长运用经方分期论治原
发性痛经，独具匠心。笔
者有幸作为学术继承人，
跟随韦绪性老师学习，现
将其诊治原发性痛经的
经验撷要整理如下。

月经周期是女性阴阳消长，
冲任二脉气血变化节律的生理现
象。《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
论》记载：“女子七岁，肾气盛，齿
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
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强调“肾气”“天癸”是月经、胎孕

的物质基础。经期或经期前后，
血海由满盈而泄溢，冲任气血变
化急骤，而邪气较易入侵，导致冲
任瘀阻或寒凝经脉，使气血运行
不畅，胞宫经血泄溢受阻，以致不
通则痛，或冲任、胞宫失于濡养，
不荣则痛。其病位在冲任、胞宫，
与肝、脾、肾等三脏密切相关。其
病因虽然复杂，但是可以分为外
感与内伤两个方面，其中以寒邪
为主因。因此，痛经的病机特点
多为寒凝血瘀、肾阳不足。月经
期以寒凝血瘀为主，非月经期以
肾阳不足为主。瘀血既是病理产
物，又作为致病因素使病情加重，
迁延难愈。对于阴血之虚、痰湿
之滞等因素，虽然可导致痛经，但
是多系病理之演变，或者为情志、
饮食所伤。若诸多因素互为因
果，则病情复杂多变。

韦绪性老师认为，痛经治法之
旨，应针对其病机特点，以温肾散
寒、养血化瘀为要。其具体运用，
既要辨识体质特点，又要把握好

用药时机，施以因体治宜、因时治
宜两种方法。

一是因体治宜。原发性痛经
多见于青少年初潮期，此期的体
质特点处于肾气初盛，天癸初至，
尚未完全成熟阶段，在经期或经
后，精血更虚，胞宫、胞脉易失于濡
养。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胞
脉系于肾，“女子以血为本”，脾胃
为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治疗上既
要重视温肾养血，又要兼调脾胃。

二是因时治宜。痛经系周期
性发作疾病，《医宗金鉴》提出“凡
经来腹痛，痛在经后气血弱，痛在
经前气血凝，气滞腹胀血滞痛”的
观点。因此，治疗痛经要顺应胞
宫的充盈或亏虚，因时而治，“痛”
时治标，“不痛”时治本。

月舒笑痛方的配伍概要
本方为韦绪性老师自拟的经

验方，以温肾散寒、养血化瘀为基
本治法。本方由小茴香、肉桂、香
附、延胡索、制没药、当归、川芎、生
蒲黄、五灵脂、白果、炙甘草组成。

患者在经期前 4 天～5 天开始服
用，服至月经干净。该方主治寒凝
血瘀、肾阳不足证，证见经前或经
期腹部疼痛如锥如刺，遇寒痛甚，
得温则减，血色紫黯有块，块下痛
减，或经期延后、月经量少，或腰
酸不舒，或肢冷畏寒，舌质淡黯，
舌苔薄白润，脉沉紧或沉弦。月
舒笑痛方系《医林改错》之少腹逐
瘀汤化裁而成。原方所治之证，
属于小腹寒滞瘀积，或妇女冲任
虚损，寒凝血瘀，血不归经所致。
将其用于寒凝血瘀之痛经正为合
适，经加减而温经散寒、化瘀止痛
之力倍增。寒凝血瘀为患，血瘀
则寒凝难解，寒凝则血瘀益甚。
只有将温经散寒与活血化瘀并
用，方能促使气行血畅。尤其是
温阳药，既可扶助阳气以治本，又
能温通血脉以治标，充分体现了

“温则消而去之”的治疗法则。
月舒笑痛方的临床运用
韦绪性老师认为，痛经系周期

性发作的病证，其病机时常虚实

错杂，实中有虚，虚中有实，或呈
本虚标实。故治其“痛”必须掌握
本病的演变规律，审证求因，标本
兼顾。根据其不同的病机，知常
达变，或行气，或活血，或散寒，或
清热，或补虚，或泻实，或一法独
进，或数法合施，而组成月舒笑痛
类方，具体方药的应用如下。

二陈月舒笑痛方 由月舒笑
痛方合二陈汤加减，即加陈皮、清
半夏、茯苓、干姜，以温肾祛瘀、燥
湿化痰，主治痰瘀互结之痛经。

三草月舒笑痛方 由月舒笑
痛方，加白花蛇舌草、茜草、益母
草，可以温肾化瘀、清热除湿，主
治湿瘀互结化热之痛经。

总之，治疗原发性痛经，因疼
痛程度有异，当区分治之。如韦
绪性老师治疗痛经，认为该病病
机多责之寒与瘀，以温经、祛瘀贯
穿治疗始终，疗效显著。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安阳职
业技术学院，本文由全国名老中
医韦绪性指导）

中医经典是中医传承发展的根基，为
中医的精华所在，是中医教育的核心。注
重中医经典的学习，是遵循中医药发展规
律、保障中医药学子成才的重要途径。

对于中医药院校学生而言，学习中医
经典为基本要求，也是学好中医的前提条
件。教师检验或督促学生背诵中医经典
的传统方式，是课堂提问或课后当面抽查
学生背诵情况。为了促进学生积极背诵
中医经典，一些中医药院校设置了一系列
课程，比如“温病经典医籍选读”，探讨并
运用线上线下结合、教师学生共促、组内
组间互评等方式，不仅提升学生学习中医
经典的成绩，还有助于营造背诵经典的学
习氛围。

在多元化途径促进中医经典诵读体
系中，传统课堂提问并非仅为考察学生的
中医经典背诵情况。每次正式授课前，教
师通过教学平台随机提问学生，使其温习
背诵经典原文。这样，可以在上课前就调
动学生的中医经典思维与营造班级中医
经典背诵氛围，并且帮助学生培养利用碎
片时间背诵中医经典的习惯，这是背诵中
医经典的技巧之一。在课堂讲解新知识
点时，教师可以随机提问或以抢答形式回
答学习的相关中医经典原文。这不仅督
促学生背诵中医经典，还可以通过对比新
的知识点，增加对已学知识的理解。

课后抽查学生背诵，主要是弥补课堂
提问的不足，并且加强与学生交流以具体
了解中医经典背诵中存在的问题。由于
所需背诵掌握的中医经典原文繁多，学生
人数较多，导致很难在课堂上考察每位学
生的所有经典背诵情况等，需要在课后检
查学生背诵时，进行分析并解决。如有学
生反映经常花很长时间背诵，但效果不理
想。教师应提醒学生，背诵中医经典亦需
要注意方法与技巧，每一条文可以多次、
反复熟读以至背诵，即使背诵后仍需要时
常温习。

在学习情况分析时，教师发现学生基
础知识参差不齐，以及有两极分化现象。
若仅以学生单独背诵的方式，时常出现一
部分学生背诵中医经典不积极现象。而
通过分组形式，进行小组互查、互促，可提
升学生背诵的积极性。中医经典具有“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的学习规律，在熟读背诵中医经典的时候，学生即会逐
渐理解部分经义，从而提升学生的自信心，亦使初始有畏
难或懈怠态度的学生积极主动地背诵中医经典。

为了强化中医经典背诵效果，增进对中医经典的理解，
需要学生默写所背诵的中医经典原文，也是全国中医经典
等级考试与课程考核的重要部分。学生默写中医经典原文
的检查形式，除了平时自己默写外，还要进行互评。这不仅
提高了学习效率，还提升了学生查漏补缺的自觉性等。

总之，对于促进学生诵读经典的方法有很多，除了上
述途径外，学生可探索其他适合自己的方法，如播放中医
经典原文朗读的示范录音或摘抄成卡片便于携带诵读，有
助于提升背诵中医经典的效率。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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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遗尿症是指3岁以上小儿
不能从睡眠中醒来而反复发生无
意识排尿行为，每周超过一定次
数，持续至少3个月，俗称“尿床”，
中医学又称“遗溺”，西医学称为

“儿童单症状性夜遗尿”。该病具
有病程较长、易反复发作的特点。

小儿遗尿症若长期不愈，则
会造成小儿睡眠质量降低、学习
成绩下降、精神抑郁、注意力不集
中 等 ，严 重 影 响 患 儿 的 身 心 健
康。目前，临床通过服用中药、针
刺、灸法、推拿等治疗小儿遗尿
症，取得了显著疗效，呈现了中医

药的特色优势。现介绍一种治疗
小儿遗尿症的中医外治法——火
龙罐综合灸。

火龙罐综合灸是将点燃的艾
炷放置到特殊的罐状工具内，依据
中医经络腧穴理论，在患儿体表一
定的部位和穴位运用各种治疗手
法，可以达到治疗目的。该疗法集
推拿、刮痧、艾灸、点穴于一体，能
够发挥推拿、刮痧、艾灸和点穴等
综合作用。

在运用火龙罐综合灸为患儿
治疗时，中医医师首先选取大小合
适的火龙罐，检查罐口无破损后，

把定制的艾炷置于罐体内，并将其
表面充分点燃，然后放在施治部
位，均匀涂上适量的润滑油，当罐
口温度适宜，艾炷燃烧升温均匀
后，把火龙罐放在施治部位，综合
运用各种治疗手法为患者治病。

中医依据中医理论，将小儿遗
尿症辨证分型为下元虚寒证、肺脾
气虚证、脾肾两虚证、心肾不交证，
根据证型选取施治穴位，治疗时主
要取穴为神阙穴、关元穴等。

施罐时，中医医师从患儿手掌
上的小鱼际穴先接触皮肤然后落
罐，结合点、按、推、运、揉、刮、熨等

手法，以正旋、反旋罐体作用于皮
肤肌肉组织；操作时，根据罐内温
度高低适当调整运罐速度，并注意
观察患儿的神情变化，询问其感
受；局部操作15分钟～20分钟，待
皮肤微微汗出，皮肤红润、出现痧
点即停止操作，用干净纸巾擦去皮
肤表面润滑油等。

《黄帝内经·灵枢·官能论》言：
“上气不足，推而扬之；下气不足，
积而从之；阴阳皆虚，火自当之。”
对于“气机失调”的病证，应采用艾
灸治之。小儿遗尿症的病机关键
在于“三焦气化失司，膀胱约束不

利”，脏腑气机升降运动，具有协
调平衡的特点，气机升降失常会
影响脏腑津液输布的功能。火龙
罐综合灸法针对这一关键病机，
发挥灸法、推拿和刮痧法的协同
作用，调整阴阳平衡及补益脏腑
虚损，促进津液的正常输布与排
泄，增强膀胱功能。在操作中，对
患儿腰骶部腧穴的刺激，可以调
整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相互平
衡制约，从而调控脊髓排尿反射中
枢神经，控制膀胱的收缩和舒张，
加强膀胱感觉的传导，从而对遗尿
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此外，该疗
法整个操作过程安全、舒适，是患
儿易于接受的一种治疗方法。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童脑病康复中
心）

火龙罐综合灸治疗小儿遗尿
□张 鹤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病，
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中医对
于糖尿病的治疗具有独特的见解
和方法。本文主要介绍中医调理
糖尿病的方法。

中医对糖尿病的认识
中医认为，糖尿病的发生与人

体内环境失调有关，以多饮、多尿、
多食及消瘦、疲乏、尿甜为特征的
病证，将糖尿病归属于消渴的范
畴。如饮食不节、情志失调、劳欲
过度等因素，均可导致脏腑功能失
调，引发糖尿病。

中医认为，糖尿病的基本病机
为阴津亏损、燥热偏盛。在此病理

基础上，燥热伤肺，使津液耗伤；燥
热伤胃，使津液耗竭；燥热伤肾，使
精髓枯竭。这些病理变化会导致
患者出现多饮、多食、多尿等症状。

中医依据糖尿病的病因与病
理特点，根据患者的症状，将消渴
分为上消、中消、下消3种类型，并
分别以养肺生津、健脾养胃、补肾
填精为治疗原则。中医强调整体
调理，运用中药方剂改善患者的内
环境，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中医调理糖尿病的方法
饮食调理 饮食调理是治疗糖

尿病的重要措施。中医建议糖尿
病患者采用低糖、低脂肪、高纤维

的饮食原则，以控制血糖水平。同
时，患者不宜过量食用生冷或热性
食物，以免影响血糖水平。

中药治疗 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中医会开具相应的中药方
剂，帮助患者调理身体、平衡阴
阳、改善疾病症状。常用的药物
有津力达颗粒等，可以改善多饮、
多尿、多食等症状，具有降低血糖
的功效。

针灸 针灸是中医调理糖尿病
的传统方法之一。针灸通过刺激
人体的穴位，调节气血的运行状
态，从而达到治疗糖尿病的目的。
针灸常用的穴位有足三里穴、三阴

交穴、阳陵泉穴等。患者若选择针
灸治疗糖尿病，需要由专业的针灸
医师操作，以确保安全、有效。

按摩 该疗法是中医调理糖尿
病的方法之一。通过按摩患者身
体的特定部位，能够促进气血流
通，缓解身体不适症状。常用的
按摩手法有推拿、揉捏，结合穴位
进行按摩，可以增强治疗效果。

运动调理 运动调理也是中医
治疗糖尿病的方法之一。适度运
动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增强
体质，保持血糖的稳定。中医建
议，糖尿病患者应采用轻柔的运动
方式，比如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等，

避免剧烈运动导致身体不适。
生活方式调整 中医认为，不

良的生活习惯会影响身体健康，引
发糖尿病。因此，生活方式调整也
是中医调理糖尿病的重要措施之
一。糖尿病患者要保持规律的作
息时间，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总之，运用以上疗法，可以帮
助糖尿病患者控制病情发展，缓
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同时，在
采用中医方法调理糖尿病时，患
者应与医生积极配合，以获得满
意疗效。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东营市东
营区中医院）

人们常说“七分治疗、三分护
理”，说明护理对患者康复的重要
性。对于心绞痛患者，良好的护理
可以帮助患者缓解症状，预防疾病
发作，控制疾病进展，以及促进患
者康复。此时，患者应该积极配合
医务人员，控制病情。

饮食调理 中医认为，合理饮
食可以保持身体的阴阳平衡。因
此，对于心绞痛患者，避免食用辛
辣、油腻、刺激性食物，以免引起胃
肠不适，尽量选择蔬菜、水果、粗
粮、清淡的汤品等食物。同时，高
脂肪饮食会增加血液中的胆固醇含
量，加重心脏负担。因此，建议患者
减少红肉、奶制品、油炸食品等高脂
肪食物的摄入量，可以选择鱼类、豆
腐等低脂肪食品。纤维素有助于降
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和血糖水

平，促进消化道蠕动，防止便秘，所
以患者可以适量摄入蔬菜、全谷类
食物等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情绪调节 中医认为，情志与
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情绪过度激动
或抑郁会导致心绞痛等疾病发
生。因此，心绞痛患者需要进行情
绪调节。神怡调气是一种通过调
节身体和心理状态来达到缓解心
绞痛的治疗方法，具体方法包括练
瑜伽、打太极拳、练气功等方式，可
以促进气血流通，平衡阴阳，保持
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心理疏导是
一种通过心理学技术调节患者情

感状态和控制情绪的治疗方法，可
以减轻心绞痛患者焦虑、抑郁等症
状，预防病情加重和疾病发作，常
见的技术包括认知疗法、行为疗
法、催眠疗法等。需要注意的是，
情绪调节应该综合考虑患者的个
人特征、病情轻重和身心状况，采
用综合治疗方法，取得良好的治疗
效果，且情绪调节不能代替其他治
疗措施。

中药治疗 治疗心绞痛，中医
常用的中药包括单味中药和复方
中药制剂，单味中药包括丹参、炙
甘草、人参、当归、三七等。其中，

丹参具有活血化瘀、调节血脂等作
用，常用于治疗冠心病、动脉粥样
硬化等疾病；炙甘草具有舒缓心
脏、增加心脏收缩力的作用，可用
于心绞痛的辅助治疗；人参具有补
气养血、调节免疫系统等作用，常
用于治疗心肌缺血、心肌萎缩等疾
病；当归具有活血化瘀、促进心脏
供血、缓解心绞痛等作用，常用于
治疗心绞痛、心肌梗死等疾病；三
七具有活血止痛、增加冠状血管血
流量等作用，可用于治疗冠心病、
心肌梗死等疾病。复方中药制剂
则包括丹参酮注射液、三七冻干

粉、鹿茸口服液、藿香正气水等。
这些中药方剂均具有舒张血管、调
节血糖和血脂、改善心肌代谢等作
用，有助于缓解心绞痛的症状。需
要注意的是，中药治疗时应留意患
者的过敏反应和用药禁忌证，易过
敏者应在医师的指导下服用。

总之，中医护理要结合患者的
实际情况，采取综合治疗、护理措
施，除饮食调理、情绪调节和中药
治疗等，还可以适当选用西医方法
治疗，能够增强治疗效果。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南方医科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内科疑难疾病是指一些病因
复杂、诊断困难、治疗难度大的疾
病。在医学界，对于内科疑难疾病
的治疗一直是一个难题。然而，随
着中西医结合治疗方法的不断发
展，越来越多的医生开始尝试将中
医和西医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
为患者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治疗
方案。本文主要介绍中西医结合
在内科疑难疾病治疗中的优势与
应用方法。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
首先，中医和西医虽然理论体

系不同，但是它们在某些方面是相
通的。例如，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
辨证施治，而西医则注重病理生理
和病因治疗。将两者结合起来，可
以更全面地了解患者的病情，制定
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其次，中西

医结合治疗可以充分发挥中医和
西医的优势。中医擅长调理身体
机能，改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西医则擅长针对病因进行治
疗，具有见效快、疗效稳定的特
点。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取长补
短，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的具体应用
肿瘤 肿瘤是一种常见的内科

疑难疾病，其治疗方法一直是医学
界研究的热点。中西医结合治疗肿
瘤可以充分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
势，提高治疗效果。例如，中医可以
通过调节患者的免疫功能、改善症

状，以及减轻放疗、化疗不良反应等
方面发挥作用；西医则可以通过手
术、放疗、化疗等方法，对患者进行
治疗。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
地控制肿瘤生长和扩散，提高患者
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

心血管疾病 该病是一种常
见的内科疑难疾病，其发病率和
死亡率都很高。中西医结合治疗
心血管疾病，可以改善患者的心
功能、降低血压、调节血脂等。例
如，中医可以通过活血化瘀、益气
养心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治疗；西
医则可以通过抗血小板聚集、调

节心脏节律等方法，对患者进行
治疗。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
好地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发展，减
少并发症，有利于提高治疗效果，
促进身体康复。

呼吸系统疾病 该病是一种常
见的内科疑难疾病，其治疗方法
一直是医学界研究的热点。中西
医结合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可以
改善患者的呼吸功能、减轻咳嗽、
咯痰等。例如，中医可以通过宣
肺化痰、清热解毒等方法，对患者
进行治疗；西医则可以通过抗炎、
平喘、解痉等方法，对患者进行治

疗。将两者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
控制呼吸系统疾病的发展，提高患
者的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中西医结合治疗内
科疑难疾病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丰
富了中医和西医的理论与实践，在
疑难疾病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疗效，
从而为患者提供更多治疗选择、带
来新希望。未来，中西医结合将继
续深入发展，促进医学界的交流与
进步，可为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
效的诊疗服务。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广州市花
都区人民医院）

你是否每天坐在电脑前
工作数小时，导致颈肩酸痛、
腰腿不适呢？或者长时间保
持用一种姿势，使得肌肉紧
绷，关节僵硬呢？这些问题
困扰着很多人，影响了人们
的生活质量。幸运的是，针
刀治疗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
效的解决方案，帮助患者告
别疼痛，顺利康复。

针刀治疗源于古老的中
医理论，通过刺激人体特定
穴位，促进气血流通，调整身
体的阴阳平衡，从而达到治
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针刀
治疗结合了传统的针灸和现
代医学技术，是一种独特而
安全的非药物疗法。

针刀治疗的原理基于中
医经络学和现代神经生理
学，经络是人体内部的运行
系统，贯穿全身。该疗法通
过刺激特定穴位，可以调理
经络、疏通经脉，达到平衡阴
阳、调和气血的目的。同时，
针刀治疗还可以刺激局部神
经末梢，促进神经系统的功
能恢复。

针刀治疗在临床上广泛
应用于多种疾病的治疗和预
防，尤其是与肌肉系统、骨骼
系统相关的疾病。以下是针
刀治疗的常见病、多发病。

颈肩疼痛 长时间保持
用一种姿势，例如在办公室
工作或使用手机时低头，往
往会导致颈肩疼痛。针刀治
疗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穴位，
缓解颈肩肌肉的紧张和疼痛
程度，促进血液循环，改善颈
椎的功能。

腰背疼痛 久坐、劳累过
度或姿势不良都会导致腰背
疼痛。针刀治疗可以调理体
内的经络，改善腰椎间盘的
营养供应和代谢速度，缓解
腰背肌肉的紧张程度，减轻
腰背疼痛的症状。

腿部疼痛 长时间站立、

走路姿势不当或运动过度，
可能导致腿部疼痛。针刀
治疗腿部疼痛，可以刺激特
定穴位，促进腿部血液循
环，缓解腿部经络的紧张程
度，缓解疾病症状。

与传统药物治疗相比，
针刀治疗有以下几个显著的
优势。1.不开刀：针刀治疗
不需要任何手术切口，避免
了手术风险和恢复期的不
适。2.安全性高：针刀治疗
是一种安全的疗法，较少出
现不良反应。3.个性化治
疗：针刀治疗可以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
治疗，提高疗效。

尽管针刀治疗是一种安
全、有效的疗法，但也需要注
意以下事项。

1.选择专业的医师：针
刀治疗需要选择经过专业培
训和合格认证的医师进行操
作，确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2.诚实告知医师病
史：在接受针刀治疗之前，应
详细告知医师自己的病史、
过敏史和用药情况，以避免
不必要的风险。3.注意治疗
间隔：针刀治疗需要一定的
间隔时间，以确保疗效的持
久性和安全性。

总之，针刀治疗作为一
种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疗法，
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可
是，患者需要注意，针刀治疗
需要选择经过专业培训和合
格认证的医师进行操作，确
保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同时，应严格遵照医嘱，注意
治疗间隔，定期复查等，以取
得满意的治疗效果。对于一
些长期饱受疼痛困扰的患者
来说，针刀治疗是一种值得
尝试的治疗方法，能够有效
缓解颈肩腰腿疼痛程度，促
进身体康复。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巨
野县北城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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