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望、 闻、 问、 切， 是中医诊断
的四法， 尤其是切脉， 俗称号脉，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 我国就已经出
现了脉诊， 并一直沿用至今， 充分
证明了其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

现代脉象研究证实， 脉象的形
成， 主要取决于心脏的功能、 血管
的机能、 血液的质和量。 这三方面
决定了脉象出现某些形态的改变，
即脉动应指的形象， 也即脉象。 脉
象首先可显示这三方面因素的病变，
其次可据其推断其他的病变。 显然，
脉象是有其客观存在因素的。

一般来说， 早晨空腹号脉最准
确。 每天早上太阳刚升起来、 人们
刚起床、 在没有吃任何东西的时候
号脉最佳。 这是因为清晨阳气刚刚
进入体内， 夜晚的阴气也渐渐退
去， 此时人体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各方面都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状
态， 这个时段的脉象， 是人体平和
状态下的真实反映。

晚饭过后， 胃肠道开始运动，
此时主管肠胃的神经开始兴奋， 血
液大量涌向这些部位， 会使脉象发
生变化， 不能反映最客观的结果。
而如果做过某些活动再来号脉， 这
时血液大量涌向四肢肌肉， 也会使
切脉的结果不具有代表性， 诊断的
准确性也会受到影响。 一般这些情
况下， 脉的快慢、 力度、 绷紧程度
等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湖南中医药大学 王小京

������足癣俗称脚气， 是发生于足
部的浅层真菌感染性皮肤病。 中
医认为， 足受湿邪外侵， 经气不
行， 血脉不和而生脚气。 治疗以
清热利湿， 解毒消肿为主。

推荐一个治疗脚气的内服方
子： 取猪苓、 茯苓、 泽泻、 阿胶、
滑石各 9 克， 加水 800 毫升， 先
煎煮猪苓、 茯苓、 泽泻、 滑石四
味， 煎至药液 400 毫升后， 加入
阿胶烊化， 分早晚两次服用， 每
日 1 剂。

此方来源于东汉末年著名医

学家张仲景 《伤寒论》 一书， 方
名猪苓汤。 主治邪热伤阴， 水停
不化， 发热， 渴欲饮水， 小便不
利； 或下利， 咳而呕渴， 心烦不
得眠者。 现代多用于泌尿系统感
染、 急慢性肾炎、 肾积水、 特发
性水肿、 脚气等。

《本草纲目 》 记载 ， 猪苓
“开腠理 ， 治淋肿脚气 ， 白浊 ，
……小便不利”。 茯苓味甘、 淡，
性平， 具有利水渗湿、 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之功用， 被誉为 “除湿
之圣药”。 猪苓、 茯苓渗湿利水为

君； 泽泻、 滑石通利小便， 泄热
于下为臣， 君臣相配， 既能分捎
水气， 又可疏泄热邪， 使水热不
致互结； 更以阿胶滋阴为佐， 滋
养内亏之阴液。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 猪苓 、
茯苓、 泽泻、 滑石四味均有较好
的抗菌作用。 诸药合用， 具有滋
阴清热、 利湿消肿之功效， 利水
而不伤阴， 滋阴而不恋邪， 使水
气去， 邪热清， 阴液复而脚气诸
症自除。
山东省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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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脑科医院中医科主
任医师李永贵介绍， 以上这段
论述， 通过对青年和老者气血
运行情况进行比对指出， 只有
阴阳平衡、 气血充盛， 才会有
正常的睡眠。 若人体气血、 阴
阳失调， 则导致神志不安、 烦
躁焦虑而失眠。

失眠可由单一
或多种因素而致

许多失眠患者或对治疗信
心不足， 或因找不到有效的方
法而长期服用安眠药。 中医学
认为， “阳不入阴” 是失眠的
基本病机， 造成这种病机的原
因常见于以下几种情况：

肾阴虚的患者， 会因心火
过旺扰乱心神而不易入睡。 此
类人多伴有心烦多梦 、 盗汗 、
手足心热、 腰膝酸软等症。

平素多思多虑， 会影响脾
胃的消化机能， 日久营养不良、
气血虚少、 心神失养， 表现为
睡后易醒 ， 多伴心慌 、 乏力 、
精神萎靡等。

心强气盛或有情志郁结 ，
常会因气郁化火扰乱心神而失
眠。 这类人容易睡中惊醒， 常
伴有睡觉时胸闷、 胁痛、 口苦
等。

中医有 “胃不和则卧不安”
之说 ， 消化不良 、 胃中撑胀 、
不舒也会引起失眠。

中医治疗失眠
从四方面入手

俗话说： 心病难医， 失眠
者往往伴随着精神因素。 因此，
失眠患者平时应注意调畅情志，
避免五志过极、 七情过激。 严

重者应及时就医， 中医治疗失
眠， 重在宁心安神， 主要从以
下四方面着手。

调和气血平衡阴阳 中医将
失眠分为实证和虚证， 实证见
肝郁化火， 用龙胆泻肝汤加味；
痰热内扰， 用温胆汤加味。 虚
证若阴虚火旺， 用黄连阿胶汤
合朱砂安神丸加减， 心脾两虚
者用归脾汤;心胆气虚者， 用安
神定志丸;心肾不交、 虚阳上扰
者用交泰丸。

养血育阴安神镇静 中医强
调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 适当
予以安神镇静的药物来治疗失
眠。 临床上常用养血安神、 清
心安神、 育阴安神、 益气安神、
镇肝安神及安神定志等方法 ，
可随证选用。 常用中草药为珍
珠母、 百合、 酸枣仁、 夜交藤、
煅龙牡等， 常用中成药有安神
定志丸、 刺五加片、 参松养心
胶囊、 朱砂安神丸、 天王补心
丹等。

精神调治舒畅情志 临诊中
还应随证采用精神调治的方法，
以消除患者的顾虑及紧张情绪，
保持精神舒畅。 对因情志不抒
或紧张而造成的失眠， 精神治
疗更有其特殊的功效。

针灸疗法宁心安神 中医治
疗失眠所选穴位包括 ： 内关 、
神门、 四神聪、 三阴交、 安眠、
足三里、 后溪等。 三阴交健脾
益气， 柔肝益阴， 可使脾气和，
开气疏泄， 心肾交通， 心气安
而不寐除 ； 心脾亏损配心俞 、
脾俞； 心肾不交配心俞、 肾俞、
太溪； 脾胃不和配足三里 ;痰热
内扰配内关、 丰隆。

刘莉

������生活中， 一觉醒来发现脖子疼痛
僵硬甚至无法动弹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种情况俗称 “落枕 ” 或 “失枕 ”，
好发于青壮年， 以冬春季多见。 落枕
者一般在入睡前并无任何症状， 晨起
后感到项背部明显酸痛， 颈部活动受
限， 这说明病起于睡眠之后， 与睡枕
及睡眠姿势有密切关系。 落枕疼痛可
试试中医简易疗法， 有较好效果。

穴位按摩 用一指轻按颈部， 找
出最痛点， 然后用一拇指从该侧颈上
方开始， 直到肩背部为止 ， 依次按
摩， 对最痛点用力按摩， 直到感明显
酸胀即表示力量已够， 如此反复按摩
2~3 遍； 再以空心拳轻叩按摩过的部
位， 重复 2~3 遍， 可迅速使痉挛的颈
肌松弛而止痛。

随后配合落枕穴 （落枕穴在手背
上食指和中指的掌骨之间， 朝手腕方
向触摸， 从骨和骨变狭窄的尽头之处
起， 大约一拇指宽， 按时有强烈压痛
之处） 和天柱穴 （后头骨最突出之处
往下摸到凹陷， 天柱穴就在凹陷稍下
左右 2 厘米处）， 配合按压， 脖子会
变轻松。

药枕疗法 用葛根 100 克， 独活、
羌活、 防风、 苏木各 30 克， 威灵仙
60 克， 共打碎， 加晚蚕砂 200 克掺
匀， 用白酒炒热， 装入布袋内， 枕于
颈项部疼痛处。

耳穴压豆疗法 取神门穴 （腕横
纹尺侧端， 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
处） 及耳部穴位敏感点， 把绿豆压在
选定的穴位上， 用伤湿止痛膏粘贴固
定。 每日按压 3 次， 每次 2 分钟。
湘西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 杨黛仙

大家都知道， 大黄是作用强烈的
泻下药， 但鲜为人知的是， 大黄还有
与泻下相反的作用———止泻。 大黄的
两种相反作用， 与其含有的两类成分
有关： 一类是具有泻下作用的成分，
如番泻甙类； 另一类是具有止泻作用
的成分， 如鞣质类。

一般的实热便秘都用大黄通便，
其泻下机理是通过抑制钾、 钠离子从
肠腔转运至细胞， 使水分滞留在肠腔
而促进排便。 使用大黄通便， 必须达
到一定的剂量， 一般生用达 1~5 克才
出现泻下作用。

使用大黄有以下几种情况可引起
便秘： 一是如果用量在 0.05~0.3 克之
间， 则不但不出现泻下作用， 反而出
现便秘， 这是因为所含鞣质的收敛作
用， 掩盖了含量较少的泻下成分的作
用所致； 二是大黄所含的鞣质特别是
ｄ－儿茶精， 能抑制大肠内细菌的胺生
成酶， 阻断吲哚类的产生， 亦可导致
便秘； 三是使用大剂量大黄泻下后，
也可出现便秘。 如果在制备过程中去
掉大黄中鞣质类的成分， 则可有效防
止泻后止泻现象。 泻下是治疗疾病的
手段， 但泻下过度， 则易对人体造成
不良影响。

广州白云山医院中医科
中药师 鲍燕飞

落枕中医简易疗法

大黄可泻下又可止泻

气血失调致“不寐”
宁心安神有四法

足癣不愈 试试猪苓汤

晨起空腹号脉
最准确

�������“失眠” 又称“不寐”。 《黄帝内经》 记
载： “壮者之气血盛， 其肌肉滑， 气道通， 营
卫之行， 不失其常， 故昼精而夜瞑。 老者之气
血衰， 其肌肉枯， 气道涩， 五脏之气相搏， 其
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 故昼不精， 夜不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