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生物全息理论及实践证明，
耳朵与全身各部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 任何一个器官都可以在耳部找到
相对应的反射区， 并可通过刺激耳部
反射区， 达到调整脏腑功能、 镇静止
痛、 疏通经络、 调和气血的效果。 而
刺激耳部反射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耳
穴压豆。

耳穴压豆是用胶布将药豆准确地
粘贴于耳穴处 ， 并给予适度的揉 、
按、 捏、 压， 使其产生酸、 麻、 胀、
痛感， 以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外治疗
法。 王不留行籽、 绿豆、 白芥子、 六
神丸等都可以作为耳穴压豆的介质，
但因为王不留行籽本身就有活血通
经、 消肿止痛的功效， 所以王不留行
籽在临床最为常用。

而穴位的选择上要遵循以下几个
原则： 根据中医理论选穴， 如失眠选
心穴； 根据疾病相应部位选穴， 如胃
病选胃穴， 肝病取肝穴； 根据现代医
学原理选穴， 如高血压取降压沟； 根
据临床经验选穴， 如癫狂选神门等。

具体操作时， 可根据患者的病情
选择 1~2 组耳穴， 先找出阳性反应
点， 以酒精棉球轻擦消毒， 将药豆贴
在胶布中央， 对准穴位紧贴压其上，
并轻轻揉按 1~2 分钟， 每次贴压 5~7
穴为宜 ， 每日按压 3~5 次 ， 隔 1~3
天换 1 次， 5 次为 1 个疗程， 休息一
周， 再进行下一疗程。 贴压耳穴后应
注意防水， 以免胶布脱落； 对过度饥
饿、 疲劳、 精神高度紧张、 年老体弱
的人群按压宜轻， 急性疼痛性病症宜
重手法强刺激； 习惯性流产者慎用，
耳廓皮肤有炎症或冻伤者不宜采用耳
穴压豆法。

神经内科 涂丽

相关链接

������俗话说， 胃病要 “三分治七
分养”， 那么， 胃病究竟该如何养
呢？ 主要坚持以下 “五养” 原则。

保暖护养 患有慢性胃炎的人
要特别注意胃部保暖， 适时增减
衣服， 夜晚睡觉盖好被褥， 以防
腹部着凉而诱发或加重胃痛。

饮食调养 胃病患者的饮食应
以温、 软、 淡、 素、 鲜为宜， 做
到定时定量， 少食多餐； 其次要
注意饮食卫生， 幽门螺杆菌感染
是胃病的重要诱因， 而隔夜饭菜
和不洁食物是感染幽门螺杆菌的
原因之一 ， 患者亦可通过餐具 、

牙具及接吻等密切接触传染。
忌嘴保养 胃病患者要注意忌

嘴， 不吃过冷、 过烫、 过硬、 过辣
和过粘的食物， 更忌暴饮暴食， 这
些饮食习惯都容易损害胃的自我保
护机制； 其次要戒烟禁酒， 因吸烟
可促使胃粘膜血管收缩， 减少胃粘
膜的前列腺素合成， 刺激胃酸和蛋
白酶的分泌， 加重对胃粘膜的破
坏， 而酒精不仅本身可损害胃粘
膜， 还能引起肝硬化和慢性胰腺
炎， 反过来加重胃的损伤。

平心静养 胃病的发生与发展
与人的情绪、 心态密切相关。 无

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 如
果疲劳过度， 都会引起胃肠供血
不足， 分泌功能失调， 胃酸过多
而粘液减少 ， 使粘膜受到损害 。
因此， 应保持精神愉快、 情绪稳
定， 避免紧张、 焦虑、 恼怒等不
良情绪的刺激， 同时， 注意劳逸
结合， 防止过度疲劳而阻碍胃病
的康复。

运动健养 肠胃病人要根据自
己的情况参加适当强度的运动 ，
以提高机体抗病能力， 减少疾病
的复发， 促进身心健康。

脾胃病科 陈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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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上， 流感主要
以发热、 头痛、 肌痛和
全身不适起病， 体温可
达 39℃~40℃ ， 可伴有
畏寒、 寒战、 全身肌肉
关节酸痛、 乏力、 食欲
减退等全身症状。 无并
发症者病， 一般在发病

3~4 天后体温可逐渐消退， 全身
症状好转， 但咳嗽、 体力恢复一
般需要 1~2 周。

流感的特点首先是传染性
大， 主要通过空气、 飞沫、 接触
传播， 往往会引起聚集性发病。
其次是全身中毒症状明显， 流感
一般会伴有高热 （39℃~40℃ ，
甚至超过 41℃）、 头痛、 肌肉酸
痛、 极度乏力等全身中毒症状，
而呼吸道卡他症状反而较轻。 第
三， 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 若治
疗不及时可能引发肺炎、 神经系
统损伤、 心脏损伤、 肌炎和横纹
肌溶解、 脓毒性休克等并发症。

对于 5 岁以下的儿童、 65 岁
以上的老年人、 妊娠期妇女， 以
及患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 心血
管系统疾病 （高血压除外）、 肾
病、 肝病、 血液系统疾病、 神经

系统及神经肌肉疾病、 代谢及内
分泌系统疾病、 免疫功能抑制等
疾病者， 都是流感的高危人群，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旦患上流
感， 首先要多休息， 多喝水， 密
切观察病情变化， 高热者可给予
退热治疗， 同时在在医生指导下
进行抗病毒治疗， 轻症者可用中
医辨证治疗。

预防流感， 关键在于做好平
时的卫生消毒工作。 （1） 勤洗
手， 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2) 保证充足的睡眠 ， 多喝水 ；
(3) 保持室内通风， 疾病流行期
少去人多、 不通风的场所； (4)
做饭时要生熟分开， 猪肉要烹饪
至 71℃以上 ， 以完全杀死甲型
H1N1 流感病毒； (5) 避免接触
生猪或前往有猪的场所； (6) 咳
嗽或打喷嚏时 ， 用纸巾遮住口
鼻； (7) 家中常备一些治疗感冒
的药物 ， 一旦出现流感样症状
（如发热、 咳嗽、 流涕等）， 可尽
早服药对症治疗； (8) 避免接触
出现流感样症状的患者； (9) 及
时注射流感疫苗； （10） 可将酒
精作为日常用品消毒。

呼吸科主任医师 范伏元

������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
性呼吸道传染病， 曾与天花、 惊
风、 疳积一起被列为儿科四大
要 证 ， 严 重 危 害 小 儿 身 体 健
康 ， 历代医家也曾对麻疹的治
疗 和 预 防 进 行 过 精 勤 钻 研 探
索 。 早 在 北 宋 时 期 ， 被 誉 为
“儿科之圣 ” 的钱乙就在其著
作中详细记载了本病的症状和
治法 ； 明代的李时珍则在 《本
草纲目 》 中首次记载用乳汁调
服煅制后的新生儿脐带来预防
麻疹的方法。

患者是该病的唯一传染源，
患者的眼结膜 、 鼻 、 咽 、 气管
的分泌物以及尿和血中都含有
病毒 ， 可通过喷嚏 、 咳嗽或说
话时借飞沫直接传播 。 麻疹初
期的表现与感冒类似 ， 3~5 天
后 ， 患者全身上下可遍布暗红
色斑丘疹 ， 而口腔麻疹站膜斑
是该病的特征性表现； 再过 3~5
天 ， 烧退疹消 ， 皮肤可出现脱
屑和遗留浅褐色色素沉着， 1~2
周后消失。

祖国医学在治疗麻疹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经典的论述
有三： 一曰 “麻不厌透”， 即麻
疹初期贵在宣表透发， 疹不透则
烧不退， 常选宣毒发表汤， 也可
用香菜擦身来帮助出疹 ； 二曰
“麻为阳毒”， 指麻疹极期重在清
热解毒， 毒不清则恐生肺炎、 喉
炎、 脑炎等并发症， 常选清解透
表汤； 三曰 “麻喜清凉”， 谓麻
疹恢复期宜养阴益气， 因为元气
大伤 ， 气阴不补则体质难以恢
复， 常选沙参麦冬汤。

预防麻疹最主要的措施是积
极进行预防接种， 其次是对麻疹
患儿做到早发现、 早隔离、 早治
疗， 从而控制传染源， 另外， 在
冬春麻疹流行期间， 家长勿带孩
子去拥挤不堪、 通风不良的公共
场所， 以减少感染机会。

儿科 刘克丽

流感进入高发期 注射疫苗
是预防麻疹最佳方法

高危人群要当心

�������风热犯卫 多为发病初期，
发热或未发热， 咽红不适， 轻咳
少痰， 无汗， 舌质红， 苔薄或薄
腻， 脉浮数。 治以疏风解表、 清
热解毒， 方用银翘散合桑菊饮加
减， 也可用疏风解表、 清热解毒
类中成药， 如金花清感颗粒、 连
花清瘟胶囊、 清开灵颗粒 （口服
液）、 疏风解毒胶囊、 银翘解毒类、
桑菊感冒类等， 儿童可选儿童抗
感颗粒、 小儿豉翘清热颗粒等。

热毒袭肺 高热、 咳嗽、 痰
粘咯痰不爽、 口渴喜饮、 咽痛、
目赤， 舌质红， 苔黄或腻， 脉滑
数。 治以清热解毒、 宣肺止咳，
方用麻杏石甘汤加减， 也可用些
清热解毒、 宣肺止咳类中成药，
如连花清瘟胶囊、 银黄类制剂、
莲花清热类制剂等， 儿童可选小
儿肺热咳喘颗粒 （口服液）、 小
儿咳喘灵颗粒 （口服液）、 羚羊
角粉冲服。

辨证治流感

������流行性感冒 （简称流感） 是
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
道传染病， 易引起大范围的暴发
和流行。 流感虽然大多为自限
性， 但一般起病较急， 少数重症
病例病情进展快， 部分可因并发
肺炎发展至重症流感， 也可因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ARDS)和 /
或多脏器衰竭而死亡。

养胃坚持“五养”原则

耳穴压豆功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