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体温症是一种机体受到寒
冷刺激， 体温降至 35℃以下为主
要表现的综合征， 是冬季老年人
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主要表现
为四肢厥冷、 恶寒蜷卧、 神衰欲
寐、 脉象微细。 中医经典方剂四
逆汤可有效治疗低体温症。

四逆汤出自东汉名医张仲景
《伤寒论》， 由附子 5-10 克， 干
姜 6-9 克， 炙甘草 6 克组成。 加
水将附子先煎 1 小时， 再加余药
同煎， 取汁温服， 具有回阳救逆
之功。 方中附子大辛大热， 为君

药， 补益温阳驱寒； 干姜温中焦
之阳而除里寒 ， 助附子生发阳
气， 为臣药。 因附子有毒， 与干
姜同用， 其性峻烈， 故又用益气
温中之炙甘草为佐药 ， 既能解
毒， 又能缓姜、 附辛烈之性， 合
而回阳救逆 ， 又不致有暴散之
虞， 故名 “四逆”。 临床主要以
四肢厥冷、 神疲欲寐， 舌淡苔白
滑、 脉沉迟细弱为辨证要点， 现
代常用于治疗休克、 心肌梗塞、
心力衰竭等症。

患低体温症者应注意防寒保

暖， 每晚睡前坚持足浴， 以促进
血液循环； 多参加一些柔缓的体
育活动， 如散步、 打太极拳、 做
广播操、 种花、 养鸟等； 饮食上
可适当进补， 多食些热量较高的
牛羊肉等食物， 保证机体热量需
要， 还可以有意识地增加富含铁
质的食物， 如动物肝脏、 瘦肉、
蛋黄及黑木耳等； 服药要谨遵医
嘱， 避免使用抑制大脑体温调节
中枢的药物， 如冬眠灵等。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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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家住长沙市九尾冲的夏爷
爷年轻时在船上工作， 居住的
房子又在一楼， 寒湿长期侵袭
身体而致大便常年溏稀， 双腿
特别怕冷， 甚至在盛夏酷暑也
要穿上厚裤子。 在医院接受 4
次铺姜灸治疗后， 夏爷爷的大
便就恢复正常了， 双腿畏寒也
比往年改善许多。

艾灸是祖国传统医学不可
缺少的组成部分， 是传统中医
外治法之一， 具有温经散寒、
扶阳固脱、 升阳举陷、 拔毒泄
热 、 防病保健 、 延年益寿之
妙 。 《本草从新 》 曾记载 ：
“艾叶苦辛， 性温， 属纯阳之
品 ， 能回垂危之阳 ， 通十二
经 、 走三阴 、 理气血 、 逐寒
湿、 暖子宫……以之灸火， 能
透诸病而除百病。” 《扁鹊心
书》 也记载： “保命之法， 艾
灸第一……人无病时， 常灸关
元、 气海、 命门、 中脘， 虽未
得长生， 亦可保百余年寿矣。”

可见， 灸法自古以来都在
治病养生保健领域中占有很重
要的地位， 而且方法也不断在
创新而优化。 临床观察发现，
将艾草与生姜结合应用， 可提
升其温热之性， 对寒性疾病的
治疗效果更佳， 也就是上文提
到的 “姜艾”， 现又称 “隔铺
姜灸”。

隔铺姜灸的操作并不复
杂， 大范围铺灸者先用厚浴巾
垫于皮肤上， 再在施灸部位铺
上一层姜泥， 其上放置不同形
状及规格的艾绒， 点燃艾绒后
任其燃尽。 施灸部位多选择腹
部和腰背部， 也可选择腹部任
脉 “上脘穴 ” 至 “关元穴 ”
段， 或背部督脉 “大椎穴” 至
“腰腧穴” 段。

选择在任脉或督脉施灸
时， 先在施灸部位铺成一条上

窄下宽的姜泥带， 姜泥不宜过
薄也不宜过厚， 过薄则灼热感
太强， 过厚则热力不够而渗透
力差； 再将艾绒搓紧成长条或
直接撒于姜泥上， 厚度约为 1
厘米， 宽度略小于生姜泥， 因
形如长蛇， 故又叫 “长蛇灸”。
然后将艾绒头 、 身 、 尾端点
燃， 任其燃尽， 时间约为 1-2
个小时。 隔铺姜灸所要用到的
生姜量很大， 一个患者的用量
可达 2.5-3 千克， 而且须用新
鲜的老姜。

隔铺姜灸具有温热舒适、
施灸面积广、 热力深透、 刺激
量大、 作用持久、 疗效显著等
特点， 药物与姜艾的药理作用
通过经络、 腧穴遍及全身， 具
有温肾壮阳、 补精益髓、 行气
活血 、 祛寒除湿 、 止痛的功
效， 在寒冷的三九天和夏季三
伏天施灸， 保健效果更佳， 如
有适应症， 一年中任何时间均
可治疗。

隔铺姜灸广泛应用于临床
各科疾病， 以慢性顽固性、 虚
寒性的疾病为主。 如慢性支气
管炎、 支气管哮喘、 鼻炎、 风
湿性关节炎 、 类风湿性关节
炎 、 强直性脊柱炎 、 慢性肝
炎、 慢性胃炎、 慢性腹泻、 慢
性腰肌劳损 、 腰椎间盘突出
症 、 增生性脊柱炎 、 神经衰
弱、 妇科疾病、 宫寒不孕、 产
后身痛、 泌尿系统疾病、 体质
虚寒、 免疫低下、 空调病、 慢
性疲劳、 亚健康等。 铺姜灸不
仅能够治疗疾病， 而且能够蓄
养人体的 “精气神”， 提高机
体免疫力 ， 有力诠释了中医
“治未病” 中 “未病养生， 既
病防变” 的内涵。
长沙市第一医院康复治疗中心

主治针灸医师 王晓顺
主管护师 肖斐

������紫苏子 、 葶苈子 、 甘遂 、 细
辛、 麻黄各 10 克， 研成细末， 用
生姜汁调成糊状， 外敷于双足涌泉
穴， 用胶布固定， 每日换药 1 次。
治疗期间避风寒， 忌食生冷、 肥腻
荤腥及辛辣刺激性食物。

������车前子 100 克 ， 冰片 20 克 ，
研未后装瓶备用。 用时取药粉 15
克， 加入适量面粉、 水调成糊状，
外敷于中极穴 （前正中线， 脐下 4
寸）， 一般用药 5-10 分钟， 小便可
通， 无效时可重复用药。 对前列腺
肥大、 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急性尿
潴留有良效。

������苦参、 硫磺各 10-50 克， 独头
蒜 （去皮 ） 适量 。 苦参 、 硫磺研
末， 蒜捣烂成泥， 加适量植物油与
药末调糊状。 使用前将患处头发剃
光， 用棉签蘸药糊涂患处， 再用纱
布覆盖， 胶布固定， 每天 1 次。

湖南新化铁路医院
主任医师 李典云 献方

冬季寒冷 姜 艾温暖
�������身上铺着一层厚厚的姜泥， 上面再盖一层暖黄的艾
绒， 将艾绒点燃， 不一会， 艾烟徐徐袅袅， 满室生香，
而你也能慢慢感觉到身体发生的奇妙变化， 周身通暖，
轻盈舒畅……“姜艾” 由此温暖开启您的漫长冬季之旅。

�������1、 每个人都能做隔铺姜灸吗？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隔铺姜

灸， 如大饥大渴大汗、 极度虚弱、
体质较差者； 严重心脑血管疾病、
皮肤疾病患者； 糖尿病控制不佳，
有潜在感染风险者； 瘢痕体质以及
过敏体质者； 严重的脊柱关节畸形
者； 施灸处有溃疡， 以及妊娠期、
崩漏、 月经期女性。

2、 什么时间做隔铺姜灸最好？
治疗一般宜上午进行， 上午是阳

气生发而逐渐聚集之时， 隔铺姜灸
有助于养阳， 对虚寒体质、 寒凝湿
滞体质的患者疗效更佳。

3、 夏天适合做这样的治疗吗？
夏天本来就热， 再铺上这么个又

厚又热的“姜被子”， 会不会更加不
舒服？ 其实， 中医一直奉行“春夏
养阳” 的养生原则， 也属于“冬病
夏治” 的范畴， 但需要经过医生的
辨证后才能进行。

4、 隔铺姜灸可以每天做吗？
该治疗不宜过于频繁， 每次间

隔不可少于 1 周， 否则容易出现疲
乏、 头昏等症状。 若治疗后出现口
渴、 便秘、 尿黄、 咽痛等不适， 表
示已经“伤阴”。

5、 治疗时需要注意些什么？
治疗前 2小时内勿进食过多， 防

止治疗时因胃肠受热蠕动加快而致
腹部不适； 治疗前后都要忌食生冷、
辛辣刺激、 肥甘厚味之物及发物；
治疗后不宜剧烈运动， 避免受凉，
不用冷水洗澡， 夏季不对电扇空调
直吹； 若局部皮肤出现小水泡， 可
在无菌操作下将其刺破， 再敷以消
毒纱布即可。

你有这些疑问吗？
■延伸阅读

������荠菜为十字花科植物荠菜的带根
全草 ， 初春采其嫩苗可作野菜食用 ，
民间有 “三月三， 荠菜赛灵丹” 之说，
其全草和花都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
因此又被誉为药食兼优的佳蔬良药 。
每年 3-5 月， 荠菜花开放时采收， 晾
干即可入药。

中医认为， 荠菜花性平， 味甘， 无
毒， 具有和脾、 利水、 止血的功效， 可
用于治疗痢疾、 水肿、 淋病、 便血， 以
及妇女月经过多、 崩漏等症。 可煎汤内
服， 常用量为 9-15 克， 亦可研末冲服。

预防麻疹， 可取荠菜花 （鲜品）、 竹
叶、 金银花各 60 克， 水煎后分两次服，
连服 3 天； 治高血压、 眼底出血， 可取
荠菜花 15 克， 墨旱莲 12 克， 水煎服；
治妇女更年期子宫出血， 可取荠菜花 15
克， 当归 9 克， 水煎服； 治吐血、 咯血、
衄血、 牙龈出血， 可取荠菜花、 侧柏叶、
藕节各 12克， 水煎服； 治慢性痢疾、 消
化道溃疡出血， 可取荠菜花、 白芨各 15
克， 水煎服； 治泌尿系结石、 乳糜尿，
可取荠菜花、 车前子各 18克， 水煎服。

荠菜花用于食疗最有名的就是民间
“三月三， 荠菜花煮鸡蛋” 的习俗， 据
说吃后可预防春疫， 一年中腰腿不疼、
头不疼。 方法： 将荠菜花与鸡蛋同煮，
蛋熟后去蛋壳， 再煮一会儿， 荠菜花的
香味可入蛋， 食之清香可口。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冰

利水止血荠菜花

体温过低 用四逆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