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叹气是情绪不好的表现之
一。 中医认为， 叹气属于肝气
郁结的范畴， 经常叹气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调理。

穴位按摩 按摩太冲穴、 肝
腧及胆腧穴。 肝腧和胆腧穴位
于胸椎第九节和第十节旁开 1.5
寸， 太冲穴位于人体脚部第一、
第二脚趾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
按摩 5~10 分钟， 每天 2~3 次。

中药调理 一般首选逍遥散
或者逍遥丸。 中医理论中， 逍
遥散和逍遥丸都可以起到很好
的疏肝解郁作用， 使人的情绪
畅达。

饮食调理 多吃些芹菜， 芹
菜性凉， 具有清热除烦、 利水
消肿、 平肝、 凉血止血等功能。
香蕉被称为快乐果， 性寒， 含
有大量的维生素和钾， 具有消
除情况紧张、 安神镇静的作用。
西红柿中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等， 适宜
肝气不舒的患者食用。

也可以选竹叶皮蛋粥 ： 取
淡竹叶、 陈皮各 10 克， 皮蛋 1
个， 大米 50 克， 大米洗净， 加
淡竹叶陈皮和水， 如常法煮粥，
粥将成时加入皮蛋 (切成小块)，
加盐及味精少许， 调匀后服食。
本方滋阴清火、 清肝除烦， 对
经常叹气的人有很好的效果。
徐州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 单克锋

������年近六旬的王阿姨是一名医务
工作者， 退休后不久， 她便兴致勃
勃地买好了前往西藏的机票， 准备
利用这久违的清闲时光好好感受祖
国的大好河山。

这天晚上 ， 她顺利在拉萨落
地， 脑海中规划着即将要去游览的
地方， 便陷入了沉沉的梦乡。 谁知
第二天起床后 ， 却出现了呼吸困
难、 头昏、 恶心、 心悸等症状， 洗
漱活动后症状更加严重， 同时嘴唇
还有点发紫。 她立马警觉， 这可能
是急性高原反应！ 幸好王阿姨早有
所准备， 在服用了随身携带的复方
党参胶囊后， 她赶紧坐下来休息，
并进食了高糖类的食物。 12 小时
后， 症状逐渐缓解。

原来， 王阿姨在进藏之前， 就
前往长沙市第三医院药学门诊咨询
了进藏需携带的预防高反类药物。
接诊的副主任药师徐兵告诉她， 复
方党参胶囊可明显提高缺氧动脉和
大脑组织血氧分压及血氧饱和度，
改善机体缺氧状况， 增加心脑血流
量。

徐兵提醒， 即将前往高原地区

的人群， 可针对缺氧、 寒冷和干燥
的气候特点提前服用西洋参含片、
红景天口服液、 生脉饮和诺迪康等
具有滋阴补气、 扶正固本类功效的
制剂。

针对气虚血瘀、 寒凝血瘀， 有
心血管疾患的患者， 可提前准备用
于改善冠脉流量、 缓解心脏不适的
复方丹参滴丸、 速效救心丸、 地奥
心血康、 复方党参胶囊、 麝香保心
丸、 银杏叶片等中成药制剂。

对于肺燥、 津伤等兼证， 配以
五味子、 枸杞子、 西洋参等滋阴益
气类中药代茶饮， 亦可有效缓解诸
多干燥症状； 而出现腹胀、 恶心、
呕吐等症状， 可服用具有健脾胃功
效的益气健胃饮对症治疗。

急性高原反应的发生与人们进
入高原地区的快慢、 海拔高度、 停
留时间和个体体质等因素有关。 出
现急性高原反应后， 应尽量休息，
减少活动和耗氧量， 可进食易消化
的高糖类食物， 不宜过饱。 必要时
应及时就医 ， 吸氧或行高压氧治
疗。

通讯员 乔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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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附属医院

（湘）中医广[2020]第 08-05-021������临床上经常遇到患者来求助：
“医生， 我几年前就得了带状疱疹，
皮肤上的红疹水疱早就好了， 但是
疼痛却一直都有， 还越来越痛， 止
痛药都不管用了， 针灸能治吗？”

答案是肯定的， 带状疱疹后遗
神经痛针灸有用 ； 且早期针灸介
入， 能很大程度地减少后遗神经痛
的发生概率。

带状疱疹是种常见的病毒感染
性皮肤病， 好发于春秋两季。 初次
或既往感染过的水痘-带状疱疹病
毒潜伏在人体神经细胞中， 在某些
诱因 （比如过度劳累 、 感染 、 外
伤、 熬夜、 抵抗力下降等） 的刺激
下激活， 大量复制， 沿着脊髓后根
神经通路向中心移动表现出较为剧
烈的神经痛， 同时释放到皮肤发生
水疱 。 通常水疱沿神经呈带状分
布， 因而得名 “带状疱疹”， 民间
又称为 “缠腰龙” “蛇串疮”。

带状疱疹因误诊、 漏诊， 或未
重视等致延误治疗， 以及在治疗时
免疫力低下， 很容易留下后遗神经
痛； 严重疼痛持续长久， 则会出现
焦虑 、 抑郁等情绪问题 ， 甚至自

杀。 目前西医以
抗 病 毒 治 疗 为
主。

中医认为 ，
带状疱疹的病因
病机主要为肝脾
内蕴湿热兼感邪
毒， 因而针灸治
疗该病的原则为： 清热利湿、 泻火
解毒、 活血化瘀止痛。 在针对带状
疱疹的治疗上， 针灸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经验， 且方法众多， 最常见的
有围刺、 电针、 火针、 刺络拔罐，
以及多种疗法相结合等， 可以有效
缓解疼痛、 缩短病程、 降低后遗神
经痛的发生率。

围刺法 围刺法是指以病损处
为中心， 在病损处周边上下左右针
刺的一种针灸方法 。 既可清泻邪
热、 疏散邪毒， 又可多向疏通患部
经络， 使营卫通畅， 达到 “通则不
痛” 的目的。

电针疗法 电针疗法是将针刺
入输穴得气后， 在针具上通以微量
电流， 利用针刺和电流两种刺激结
合来治疗疾病的一种针灸方法。 研

究发现用 2/100hz （赫兹） 频率的疏
密波， 可以达到最佳镇痛效果。

刺络拔罐 刺络拔罐是用三棱
针在局部点刺出血后拔罐的一种方
法。 源于 《素问·皮部论》 “凡十
二经络脉者， 皮之部也。 是故百病
之始生也， 必先于皮毛”。 可使体
内的热毒、 瘀血、 湿热等邪气通过
经脉———络脉———孙络———浮络泄
除， 从而控制病情病势的发展。

火针法 火针法是指将火针烧
红后刺入穴位或病变部位的一种外
治方法。 它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
同时局部温度升高 ， 加快血液循
环， 改善局部新陈代谢， 促进炎性
组织的清除和正常组织的再生。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中西医结合科

主治医师 周凡超

������50 岁的金阿姨因咽痛 3
天， 伴进食喝水疼痛难忍， 来
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五官科就诊。

“医生， 我喉咙痛， 肯定
是咽炎发作， 好痛， 吃东西和
喝水都痛。”

“张开嘴巴检查看看。 您
左侧扁桃体及左侧软腭、 悬雍
垂都充血肿胀， 是不是左侧更
痛， 还伴有咽部肿胀梗阻感。”

“嗯嗯， 是的是的。”
“您这不是普通的咽炎，

是扁桃体周围炎。”
很多人只听过扁桃体炎，

没听过有扁桃体周围炎， 这是
怎么回事呢？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
医院五官科主任彭波介绍， 扁
桃体周围炎是发生在扁桃体周
围间隙 （扁桃体窝内结缔组织
与咽缩肌之间） 的一种局部蜂
窝织炎， 继而可形成化脓性炎
症， 成为扁桃体周围脓肿。 扁
桃体周围炎大多继发于急性扁
桃体炎， 尤其多见于慢性扁桃
体炎屡次急性发作者。

扁桃体周围炎早期使用足
量足疗程的抗生素和激素治
疗， 抗生素首选青霉素类和头
孢类 ； 对于扁桃体脓肿形成
期， 采取穿刺抽脓， 对于有反
复扁桃体炎病史， 或既往发生
过扁桃体周围炎的患者， 炎症
消退后采取预防性扁桃体切除
术。

中医对扁桃体周围炎是如
何认识和治疗的呢？ 彭波主任
介绍： 早在 《内经·灵枢》 中
就有 “痈发于嗌中 ， 名曰猛
疽” 的记载； 因其位于咽峡关
隘 ， 《诸病源候论 》 提出的
“喉痈” 较为贴切， 因此也被
习惯称为 “喉关痈”。 本病总
病机为肺经素有积热， 复感风
邪， 风热相搏， 痰浊内生， 终
致风、 热、 痰三者壅滞于咽喉
而成痈。 治疗大法应以清热解
表、 化脓消肿为主。 临床根据
其病变的不同阶段区别治疗，
并采用内治和外治相结合的方
法， 以提高疗效。 慢性咽炎发
病部位为咽部黏膜、 黏膜下及
其淋巴组织， 一般会有咽喉异
物感、 咽干、 咽痒、 咳嗽等不
适感， 该院中药制剂清咽利喉
袋泡剂， 治疗效果明显。

通讯员 钟常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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