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于拔火罐简便易行、 副作
用小， 成为很多市民秋冬季选择
祛除体内寒气的最佳疗法。 火罐
虽然简单易行， 但如果操作不当，
不仅不能减痛， 反而可能遭受起
泡、 烧伤之苦。

“拔火罐” 是民间对拔罐疗法
的俗称， 又称“拔管子” 或“吸
筒”。 人们常说： “只要经常拔罐，
就难免不烫伤”。 造成火罐烫伤的
主要原因一是酒精用的过多， 滴在
罐内皮肤， 烫起一片血泡； 二是火
焰烧热罐口， 而烧热的罐口容易烙

伤皮肤； 三是留罐时间过长， 拔起
时容易起白水泡。 要避免火罐烫
伤，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施罐部位涂水 在拔罐地方， 事
前先涂些水（冬季涂温水）。 涂水可
使局部降温， 保护皮肤， 不致烫伤。

火焰朝罐底 酒精棉球火焰，
一定要朝向罐底， 万不可烧着罐
口， 罐口也不要沾上酒精。

留罐时间不要过长 缩短留罐
时间， 一般 3-5 分钟即可， 最多
不要超过 10分钟。

高花兰

拔“火罐”防烫伤

1、 治疗烧烫伤 先将土豆洗
净， 置沸水中煮 20 分钟， 然后剥
取与伤口同样大小的土豆皮敷于伤
口表面， 然后用消毒纱布及绷带固
定。 或用土豆磨汁涂患处， 每日换
药 3-5 次。

2、 治疗湿疹 将土豆适量去
皮榨汁涂患处， 每天擦 2-3 次，
直至痊愈。

3、 治手足皲裂 土豆 1个， 煮
熟后去皮捣烂， 加少许凡士林调匀，
每日 1-3次涂患处， 数日可愈。

4、 治疗注射后的硬结 将土
豆洗净， 切成片， 把土豆片覆盖在
硬结上， 用胶布固定好， 24 小时
后取下， 数天即可见效。

河北省河间市人民医院
程怀孟献方

下尿道感染通常指膀胱炎和尿
道炎，通常由细菌感染引起，女性发
病率高于男性。临床表现为尿频、尿
急、 尿痛及排尿困难等， 常伴有血
尿。 尿常规检查多有白细胞增多。

经临床验证， 茯苓茅根汤治
疗下尿路感染具有效果快、 花钱
少、 无副作用等优点。 取土茯苓、
白茅根各 30 克， 金银花、 淡竹叶
各 15 克。 水煎， 分 2 次服， 每日
1剂， 服药时多饮水， 一般服用 1-
2 天， 尿急、 尿频、 尿痛症状可明
显减轻。

成都中医药大学 蒲文献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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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凌晨， 歌手齐秦在家中接受某健身服务中心的保健师拔罐理疗时，
由于保健师操作不慎， 意外将酒精洒在齐秦身上， 结果引起大火， 导致齐秦的背
部、 面部以及躯干等部位严重烧伤。 此事件的发生为热衷于中医传统理疗的人士
敲响了安全的警钟。

1、 治胃寒、 胃痛 取胡椒 20
粒， 大枣 5 枚， 木香 1 克， 混合研
末， 用温开水调服。 每日 1 次， 连
服 10天即愈。

2、 治冻伤 取胡椒 15 克， 加
白酒 60 克， 浸泡 10 天。 每日涂于
冻伤处 3 次， 连涂 7 天。 （注： 表
面溃烂者不宜用。）

3、 治蜈蚣咬伤 取胡椒 50 克
研粉备用。 用时取其粉末与雄黄
（3:1） 加麻油调敷患处， 每日 1
次， 连用 5 天即可。

4、 治妇女痛经 取胡椒 3 克
研成细末， 以白酒 20 毫升冲服。
每日 1 次， 连服 2 次即可。

怀化市第四人民医院
教授 蒋改苏献方

胡椒药用四方

土豆外敷疗疾

茯苓茅根汤
治下尿道感染

走出中医理疗误区

□相关链接□

拔罐、 刮痧以及按摩等这些
古老的中医理疗术如今已经成为
现代人常用的保健方法， 并且很
多人都从中获益良多。 不过， 须
值得注意的是， 在实施操作过程
中倘若缺乏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
忽视了各自的注意事项而盲目地
进行， 那么非但不能祛病健身，
反而还有害健康。 那么， 我们在
选择上述中医疗法保健养生时究
竟该注意哪些误区呢？
拔罐误区： “火罐” 最好

在日常生活中， 不少人误认
为拔“火罐” 最好， 其实这是片
面的。 火罐需要专业的技术， 倘
若没有熟练的操作技术， 轻者容
易烫伤， 重者容易烧伤。 拔罐之
所以能产生治疗作用， 是因为其
产生的负压具有一种较强的吸拔
力， 能将体内的病理产物从毛孔
中吸出体外， 从而使经络气血得
以疏通， 脏腑功能得以调整。 因
此 ， 拔 罐 时 不 一 定 要 用 “火
罐”， 在家庭日常保健时最好选
用抽吸式的真空罐。
【注意事项】

1、 拔罐时应当选择适当体
位， 并在肌肉丰满的部位实施。
体位不当、 骨胳凸凹不平以及毛
发较多的部位均不适用。

2、 拔罐时要根据所拔部位
的面积大小来选择大小适宜的
罐。 操作时必须迅速， 只有这样
才能使罐拔得紧， 吸附有力量。

3、 皮肤有过敏、 溃疡、 水
肿及大血管分布的部位， 不宜拔
罐。 6 岁以下儿童、 70 岁以上老
人 、 精神病、 水肿病、 心力衰
竭、 高热抽搐、 慢性肺病患者以
及眼、 耳、 乳头、 前后阴、 孕妇
的腹部 、 腰骶部位 ， 亦不宜拔
罐。

4、 用火罐时须注意切勿灼
伤或烫伤皮肤。 倘若烫伤或因留
罐时间太长而皮肤起水泡时， 小
的可敷以消毒纱布， 防止擦破即
可， 若水泡较大时， 则应用消毒
针将水泡挑破， 涂以碘伏， 用消
毒纱布包扎， 以防感染。

刮痧误区： 出痧越多越好
刮痧是用刮痧板或匙勺等

钝缘面物通过在体表反复刮动、
摩擦， 使局部皮肤充血， 进而
加速局部血液循环并消除组织
炎症反应而达到治疗疾病的一
种方法。 不少人认为， 刮痧时出
痧越多越好，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出痧的多少要受到诸多因素
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 血瘀之证
出痧多， 实证、 热证出痧多， 而
虚证、 寒证则出痧少； 服药过多
者， 特别是服用激素类药物的人
不易出痧； 肥胖与肌肉丰满者也
不易出痧； 室温较低时出痧往往
也不明显。 因此， 如果一味追求
出痧而使用重手法或延长刮痧时
间， 最终只会伤害身体。
【注意事项】

1、 一定要先在施术部位涂
抹一定量的介质后 （如油、 酒、
药液） 方可进行。

2、 刮痧板应与人体皮肤呈
60°或者 90°角， 再以施术部位为
中心并尽量向外周扩大其刮拭范
围， 操作时还要密切观察患者局
部情况， 随时询问患者的主观感
受。

3、 施术者应根据患者自身
和疾病的特点掌握力度和控制时
间。 一般情况下， “实则重之，

虚则轻之”。
4、 患有某些血液疾病、 传

染性疾病、 脏器严重受损等特殊
情况的病人不应使用刮痧疗法，
必要时应在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进
行。

按摩误区： 越痛越好
很多人在按摩时， 往往以自

我感觉作为衡量效果的标准， 认
为越疼效果越好， 这其实是错误
的。 按摩作为一种外力调理身体
和治疗疾病， 最基本的要求有四
个， 即均匀、 柔和、 有力 、 持
续， 其中柔和是非常重要的， 这
也是按摩与不柔和、 不为人体所
适应及接受的“外来暴力” 的区
别所在。 一味强调手法的力度，
非但起不到治疗作用， 反会加重
病情。
【注意事项】

1、 严禁在空腹、 饱食、 醉
酒时进行按摩。

2、 忌在长有痈疖、 肿瘤的
部位按摩。

3、 骨折、 关节脱位早期严
禁按摩。

4、 患有皮肤病、 传染病者
在疾病的传染期内不能按摩， 以
免造成疾病传播。 淋巴管炎、 血
友病人若接受按摩， 易加剧病情
或者引发皮下出血。

王维因药结良缘
上海 裘影萍

岐黄传奇□□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大诗人王
维在居士山隐居读书时， 一次偶染
小疾，便上街去买药。当他来到一家
药店门口时， 见柜台后坐着一位容
貌秀丽、文静素雅的少女，心中不禁
暗暗称奇：“穷乡僻壤，竟有如此不
俗之女，不知她才学如何，何不试
她一试？ ”于是，王维上前问道：

“姑娘， 今日小生出门忘带药方，
望姑娘方便一二，不知可否？ ”姑
娘彬彬有礼地答道：“方便顾客，
治病救人，是医家的本分。 ”

王维问道 ：“一买宴罢客何

方？ ”姑娘略加思索，莞尔一笑
答道：“酒毕宴罢客‘当归’。 ”

王维接着又说： “二买
黑夜不迷途。” 姑娘对答道：

“夜不迷途因‘熟地’。”
王维继续说： “三买艳

阳牡丹妹 。 ” 姑娘回答道 ：
“牡丹花妹‘芍药’ 红。” 接
着， 他俩又一问一答如下：

“四买出征在万里。”
“万里戍疆有‘远志’。”
“五买百年美貂裘。”
“百年貂裘好‘陈皮’。”

“六买八月花吐蕊。”
“秋花朵朵点‘桂枝’。”
“七买难见熟人面。”
“难见熟人是‘生地’。”
“八买酸甜苦辣咸。”
“世人都称‘五味子’。”
“九买蝴蝶穿花衣。”
“‘香附’ 粉蝶双双归。”
“十买青藤缠古树。”
“青藤缠树是‘寄生’。”
姑娘用 10 种药名巧妙地回答

了王维提出的 10 个问题。 王维对此
十分佩服， 连连赞赏， 道谢而去。
从此王维更加奋发攻读， 后中进士，
始终忘不了那姑娘， 便去求婚， 喜
结良缘， 留下了盛唐时期因中药而
结亲的爱情佳话。

贺军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