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 “十女九带”， 当妇
女阴道内， 常有分泌物绵绵不断
地流下来 ， 称为 “白带 ” 或 “带
下”。 有 “带下病” 者常感觉到下
体不舒适或搔痒难耐 ， 严重者常
伴随身体疲倦感 ， 进而影响生活
作息。

古人将 “带下” 分为青、 赤、
黄、 白 、 黑 5 种 ， 临床上 ， 并不
能只凭色泽而定其寒热属性 ， 仍
应结合分泌物是质地清稀或浊黏、
病 程 多 久 、 有 无 腥 臭 味 而 定 。
“带下病” 常见分型如下：

脾虚 多见带下色白质薄、 多
无臭味、 胃口消化呆滞 、 大便多
不成型、 身体浮肿样 、 舌苔水滑

或厚腻 、 脉缓弱 。 常用完带汤 、
苓桂术甘汤、 参苓白术散 ； 可配
合山药、 赤小豆、 薏仁等食疗。

肾阴虚 多见带下色黄或兼
白， 有时伴随阴部瘙痒或灼热感，
口干、 心烦难眠 、 腰酸痛 、 舌红
少苔、 脉细数， 常用知柏地黄丸；
可配合黑豆、 莲子、 山药等食疗。

肾阳虚 多见带下稀白 、 量
多 、 质稀薄 ， 伴随腰酸 、 尿频 、
精神萎靡 ， 舌淡苔白 、 有齿痕 、
脉隐然。 常用八味地黄汤 ； 可配
合核桃、 覆盆子、 白果等食疗。

肝经湿热 多见带下黄绿， 或
黄白相兼而稠黏臭秽， 甚为烦燥、
易怒， 口苦、 口干， 舌红苔黄腻、

脉弦数或滑数。 常用龙胆泻肝汤、
白头翁汤、 八味带下方 ； 可配合
绿豆、 薏仁 、 蒲公英 、 败酱草等
食疗。

“带下病” 多兼湿气， 健脾除
湿是一般性治则 ， 寒甚者需合热
药； 热甚者需配合凉药 ； 虚甚者
需加补药 ； 病久者需合升提药 ；
量多、 久者不止者需合收涩止带
药； 时发时止者需合理气疏肝药。
一般多能处置妥当。

配合生活作息正常， 情绪起伏
不要太大 ， 饮食节制 ， 常可远离
扰人的白带。

北京市西城区民政中医门诊部
副主任医师 曹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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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分五型辨治

胃胀气的中医分型主要有以
下五型：

寒食伤胃 本证外感寒邪， 过
食生冷之物， 导致寒凝于胃， 胃中
阳不展， 气机阻滞， 胃失职。 症见
胃脘暴痛且胀， 痛势较急， 胃中似
冰， 泛吐清水， 得温则舒， 舌苔白
滑， 脉弦迟。 治则当以温胃散寒理
气为法， 可选食附理中汤 （临床经
验方） 加味， 以收温胃散寒、 理气
止痛之功。

肝胃不和 因气郁伤肝， 肝气
横逆犯胃。 本证常因情志所伤而诱
发， 证见胃脘胀满， 气逆攻痛连
胁， 嗳气频频， 得气则舒， 舌苔薄
白， 脉弦。 治则疏肝理气、 和胃降
逆， 方选加味逍遥散， 以达疏肝理
气和胃降逆之功。

肝郁胃热 因肝气郁结， 郁而
化火， 横逆犯胃， 胃失传化之职，
内生湿浊， 郁而生热。 热居胃腑常
因七情或饮食不慎而诱发， 临证所
见胃痛时轻时重， 胃脘部灼热， 嘈
杂泛酸， 口干、 口苦， 心烦易怒，
纳差， 口渴， 大便干结， 舌质红、
苔黄腻， 脉弦细数。 治则泄肝清热
和胃， 方加味化肝煎， 可实现疏理
肝胃气机而止痛。

脾虚胃寒 本证素体脾胃阳气
虚损， 运化不及， 寒浊内生， 困阻
脾胃之阳。 常因饮冷感寒而复发，
临床见胃中隐隐作痛， 纳食不化、
上腹饱闷， 不思食， 恶冷喜热饮，
得温痛缓时呕吐清水， 小便清利，
大便时溏， 舌质淡、 苔白 ， 脉细
缓。 治则益气温中， 散寒和胃， 方

选香砂理中汤加味， 可收益气、 温
中散寒和胃之功。

气滞血瘀 本证多见于胃脘痛
日久不愈， 气血滞而不通， 胃以疼
痛为主。 痛而有定处， 如针刺， 胃
脘饱闷似有物顶住之感， 舌质青
紫， 脉细涩， 当以理气化瘀止痛。
方选金铃子散合膈下逐瘀汤， 可起
到理气化瘀、 止痛之功。

中医外治方法多

对于胃胀气的诊疗， 除了到正
规医院接受系统治疗外， 还可以采
用如中医外治法、 饮食疗法等， 亦
能收到一定效果。

腹部穴位按摩 用中指分别按
揉中脘、 神阙气海、 关元穴， 每穴
1~3 分钟， 以感觉温热舒畅、 打嗝
或排气为好。

掌摩腹部 以掌心置于胃脘部
或脐周， 沿顺时针方向摩腹 3~5 分
钟， 以透热为度。 然后稍用力下压
腹部 10~20 次。

点穴 点按内关、 足三里、 三阴
交、 太冲、 丰隆等穴。 每穴 1~2分钟。
点按后宜用揉法， 避免气血积聚。

热敷 腹部发凉、 腹胀、 便溏、
喜暖喜按者可用热水袋、 热水瓶等
发热的物体置于腹部， 以温经散
寒， 促进胃肠蠕动， 加速气体排泄。

灸法 用燃烧的艾条或艾灸盒
对准相关的穴位， 进行熏烤， 或用
姜片置于中院、 气海、 关元、 足三

里等相关的穴位， 再用燃烧的艾绒
置于姜片上熏烤， 可起到温经散
寒、 扶助阳气等作用。

少食产气食物 药膳调理

出现胃胀气的症状， 首先需要
调节自己的饮食， 少食用易产气的
食物。 尤其是有消化不良胃胀气
者， 需要食用一些理气通肠的五谷
果蔬， 不能食用未煮熟的洋葱、 紫
甘蓝、 土豆、 芋头、 红薯等， 这些
食物在消化过程中会产生较多的气
体。 豆类食品一定要煮熟烂了再食
用； 乳制品很容易胀气， 要避免食
用。 此外， 中药药膳对胃胀气有非
常好的疗效， 推荐 3 种药膳方。

鸡肫皮煎酒曲 腹中胀气、 胃
中堵塞、 不思饮食者， 可用鸡肫皮
30 克， 生酒曲 15 克， 共煎饮服。
每日早晚各 1 次， 连饮数天， 可使
胀气消除、 食欲增加。

橘皮茶 取新鲜的橘皮 50 克，
将其撕碎， 加少许白糖 ， 开水冲
泡， 当茶饮， 对轻微的胀气颇有疗
效。 若无新鲜橘皮， 可去药店买 6
克陈皮泡茶饮服， 也有一定功效。

山楂麦芽汤 生山楂、 炒麦芽
各 15 克， 水煎 2 次， 每日分 2 次
饮服， 连饮数日。 食积不化、 胀气
持续者服用， 能较快消除症状。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医医院
消化内科主任 夏冰

（巩盛况 衣晓峰 整理）

给胃“消气” 中医办法多

������耳鸣往往是全身疾病的早期表
现或提示， 因此， 治疗过程中， 不
应一味追求耳鸣症状的减轻， 还需
兼顾改善焦虑、 睡眠状态及全身整
体情况。

一方面， 饮食应尽量减少动物
内脏、 奶油等脂肪摄入， 可以多吃
些紫菜 、 虾皮 、 萝卜 、 黑木耳 、
鱼、 牛肉、 黄瓜等食物。 应避免长
时间接触噪声或暴露在嘈杂环境
中。 中医治疗耳鸣有许多方法， 下
面介绍几种， 日常可以一试。

耳部按摩 将双手掌搓热， 用
掌心捂住双耳， 然后双手松开， 这
样重复 30 次。

鸣天鼓 双手放在耳后枕骨
上， 用手掌捂住双耳， 手指放在后
脑勺， 食指、 中指交叉轻弹脑后
部， 连续轻敲 60 下， 名为鸣天鼓，
这一方法有醒脑开窍、 宁眩聪耳的
作用。

穴位按摩 用食指或拇指按揉
耳前的耳门、 听宫、 听会 （三穴位
于耳朵内侧张口有凹陷处， 呈一条
直线） 5 分钟左右。 也可用中药足
浴或贴敷足底涌泉穴。

李同林

治慢性腰痛方
艾叶、 蟹壳 （晒干后炒黄）

各 30 克， 白酒 500 毫升。 将艾
叶和蟹壳浸泡于白酒中， 1 周后
用药酒涂擦腰部， 每日 2~3 次，
连用 7~10 天。 本方温经除湿，
活血止痛， 对慢性腰痛、 寒湿
引起的肌肉冷痛 、 关节痛等 ，
疗效甚好。

治带状疱疹方
雄黄 20 克 ， 白芷 15 克 ，

蜈蚣 10 克， 冰片 5 克， 两年以
上芦荟适量。 局部有溃破加枯
矾 10 克。 雄黄、 蜈蚣、 白芷和
冰片研成细粉， 芦荟捣烂取汁
液与药粉调成糊状备用。 取适
量药糊外敷疱疹处， 用胶布固
定 ， 每日 2 次 ， 连续 1 周为 1
个疗程。

胡佑志 主治医师 献方

中医缓解耳鸣
三法

当今社会， 由于生活节奏快、 强度高， 饮食不规律
等， 导致胃胀气发病率非常高。 胃胀气会使人全身不舒
服， 不思饮食， 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 胃胀气是可以调理
的， 中医采用内外兼用、 食药同施之法， 颇见功效。

带下病分型辨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