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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56 岁的王先生劳
累后突感腰背部疼痛， 活动受
限， 随即到湖南省中医药研究
院附属医院脊柱骨肿瘤科就
诊。 该科主任吴官保考虑其疼
痛为腰背部筋膜炎所致， 立即
予以筋膜内热针对症治疗， 症
状明显缓解， 现已康复出院。

吴官保主任介绍， 筋膜内
热针技术是将现代恒温加热技
术与针法松解相结合， 用特制
针具刺入人体腧穴或肌肉处，
并辅以针身恒温加热的一种治
疗技术。 该技术源于传统的针
灸治疗， 即针上加灸 （在针刺
治疗时， 在针尾点燃艾绒对针
体加热 ， 来提高临床疗效 ），
其使针身内部均匀加热， 无烟
雾， 且恒温可调节， 临床应用
安全有效。

筋膜内热针技术适用于各
部位筋膜损伤及骨关节病引起
的慢性疼痛 ， 包括颈源性头
痛、 颈椎病、 肌筋膜炎、 肩周
炎 、 网球肘 、 胸椎小关节紊
乱、 腰椎间盘突出症、 腰椎小关节紊
乱 、 腰椎滑脱 、 腰椎退行性骨关节
病、 腰肌劳损， 以及骶髂关节炎、 髋
关节炎、 膝骨关节病、 跟腱炎、 跟痛
症等疾病。

常见的软组织损伤及骨关节病引
起的慢性疼痛属中医 “痹证” 范畴，
中医理论认为： 肝肾亏虚于内， 外感
风寒湿邪， 痹阻于经络， 而致局部气
血运行不通 ， 发为痹证 。 根据 《素
问·至真要大论 》 中 “劳者温之 ”
“寒者热之” 的理论， 内热针疗法中
以针刺穴位疏通经络， 经络气血运行
流畅， 则痹阻得通； 以针身之温热，
散风寒， 化寒湿； 以内热针刺相应背
俞穴， 以温补肝肾， 从而起到治疗疾
病的作用。

筋膜内热针技术， 具有松解及修
复痉挛变性肌肉的组织， 促进肌细胞
再生和再血管化的作用； 也利于促进
局部血液循环， 减轻肌筋膜张力和无
菌性炎症的作用， 从而使肌筋膜痉挛
变性缺血情况得以改善。

通讯员 易振宇

������中风恢复期表现为舌根痛，
舌体转动不灵活， 多为脾气阻滞,
中焦不运， 络脉不通所致。 温运
脾阳， 中焦得运， 络脉得通则舌
痛自除， 故用理中汤加味获效。

蔡某某， 女， 72 岁， 患脑梗
塞 4 个月。 首诊： 舌根痛、 舌体
转动不灵活 、 右侧肢体活动欠
佳， 伴腹泻、 纳呆、 大便稀每日
2~3 次。 观舌质淡、 苔白， 诊其
脉细 ， 证属脾胃虚寒 ， 中焦不
运。 治当温运脾阳， 方用理中丸
作汤加味： 红参、 干姜、 白术各
10 克， 红花 5 克， 桃仁、 当归、
川芎 、 广木香各 10 克 ， 水蛭 5
克， 炙甘草 10 克， 共 7 剂。 二

诊： 服药后舌根痛减轻， 大便成
形， 舌淡， 苔白， 脉细， 上方再
进 7 剂， 舌根痛消除。

按《内经·灵枢·经脉》： “脾
足太阴之脉， ……上膈挟咽， 连
舌本， 散舌下……是动则病舌本
强……是主脾所生。” 舌根痛一
症， 多从肾论治， 《灵枢·经脉》
有 “足少阴之脉挟舌本” 之说。
本案中风后舌根痛， 伴腹胀、 纳
呆、 大便稀溏、 舌淡苔白、 脉细
无力， 脾阳不足、 中焦不运之证
洞然。 同病异治， 温运脾阳为治，
故用理中丸作汤加味而收功。

益阳市第一中医医院国医馆
主任 主任中医师 杨征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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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呼吸道感染 ， 俗称感冒 ，
是感受触冒风寒之邪所致的常见
外感疾病， 临床表现为鼻塞、 流
涕 、 喷嚏 、 咳嗽 、 头痛 、 恶寒 、
发热、 全身不适等。 多为气候突
变、 寒暖失调、 身体虚弱或过度
疲劳， 腠理疏松， 卫气不固， 致
使时邪病毒侵袭所为。

中医认为 ， 秋季燥邪为患 ，
秋有夏日之余气 ， 故多见温燥 ，
又有近冬之寒气 ， 故可见寒燥 。
中医辨证选用中成药治疗秋季感
冒， 一般从节令及体质情况入手。

中成药内服 分型治感冒
1. 温燥感冒型： 主要表现为

发热 、 微恶风寒 、 头痛 、 少汗 、
口渴心烦、 鼻干咽燥、 干咳少痰，
或痰中带血 、 咳嗽不爽 、 舌红 、
苔薄黄干、 脉浮数。

当以清宣燥热、 凉肺润肺为
治， 可选用桑菊感冒颗粒， 或夏
桑菊颗粒， 或秋燥感冒颗粒， 或
川贝雪梨膏等， 口服。

2. 凉燥感冒型： 主要表现为
发热轻恶寒较重、 头痛无汗、 鼻
咽干燥 、 咳嗽痰少 、 唇燥不渴 、
皮肤干燥、 舌质淡红、 苔薄白少
津、 脉浮。

当以宣肺达表、 润燥化痰为
治， 可选用杏苏颗粒， 或荆防败
毒丸， 或莱阳梨膏等， 口服。

3. 体虚感冒型： 主要表现为

体质素虚而又感外邪所致
的表证。

当以扶助正气 、 解散
表邪为治 ， 常用补益或助
阳药与解表药组成制剂 ，
使表证得解 ， 而正气不受
影响 ， 可选用参苏胶囊 ，
或玉屏风颗粒 ， 或体虚感
冒合剂 ， 或人参败毒胶囊
等， 口服。

4. 表里同病型： 主要表现为
病邪在表里之间， 出现寒热往来，
或既有表证， 又有里热， 恶寒发
热、 口苦咽干、 肢节烦痛、 鼻塞
声重 、 口渴 、 咽痛 、 咳嗽气急 、
痰黄而稠、 心烦， 或见溲赤便秘、
舌红苔薄白或薄黄， 脉弦。

当以表里双解 、 内外同治 ，
可选用防风通圣丸 （颗粒）， 或银
柴颗粒， 或柴胡口服液， 或小柴胡
颗粒， 或麻杏甘石合剂等， 口服。

中成药外治 缓解感冒不适
1. 冰硼散： 感冒鼻塞时， 可

取本品适量吹入鼻中， 能使鼻粘
膜肿胀消退， 鼻涕分泌减少， 鼻
窍得通。

2. 西瓜霜喷剂： 感冒后口角
溃疡或长口疮时， 局部用酒清消
毒后， 取本品适量， 每日 3 次外
喷患处， 1～2 天即可。

3. 薄荷通吸入剂： 打开旋盖，
用鼻吸入。 可散风开窍， 为感冒

鼻塞的辅助用药。
4. 复方木芙蓉涂鼻膏： 取本

品适量涂于双侧鼻腔内， 每日早
晚各 1 次。 适用于温燥感冒。

5. 辛香止痛吸入剂： 鼻腔用
药， 每支可间断用药 1~3 次， 一
日 1 支。 适用于感冒引起的头痛、
提神等。

6. 九味羌活喷雾剂： 外用， 喷
口腔或牙龈部， 一次揿 12 下， 每
隔 2小时 1次。 适用于凉燥感冒。

预服中成药 助体弱者预防感冒
1. 屠苏液： 口服， 每次 20～40

毫升， 每日 2 次。 可温经疏风、 散
寒解毒。 适用于预防感冒、 风寒。

2. 玉屏风颗粒 （口服液）： 开
水冲服 ， 一次 5 克 ， 一日 3 次 。
可益气固表、 止汗。 适用于表虚
不固、 自汗恶风、 面色白光白， 或
体虚易感风邪者。

湖北远安县中医院
主任医师 胡献国

������失眠健忘中医辨证属心
脾不足， 精血虚弱。 自拟地
仁鳖甲汤， 可有效改善症状。

取西洋参、 熟地、 益智
仁各 15 克， 炙黄芪、 茯苓各
20 克 ， 炙龟板 （先煎 ）、 炙
鳖甲 （先煎 ）、 麦冬 、 五味
子 、 全当归各 10 克 ， 炙远
志、 陈皮各 6 克。 西洋参切
成薄片， 每日晨起空腹含嚼
3~4 片 （约 1 克）。 其余中药
用小火煎煮 30 分钟， 滤取药
液， 早晚各服 1 次 ， 每日 1
剂， 15 日为 1 个疗程。 一般
连服 3~4 个疗程即可收效 。
西洋参服用完可不再追加 ，
而以生晒参 10 克入煎剂代替
即可。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姚家村

卫生所主治医师 胡佑志 献方

平时总是感觉疲劳， 不妨选取
手心的劳宫穴来镇静安神、 健脑益
智， 帮助解除疲劳。

养心助眠 握拳时， 中指指尖
下即是劳宫穴， 两手各按揉 10 分
钟， 每天 2~3 次， 可以清心火、 安
心神； 临睡前 30 分钟， 用右掌按
摩左劳宫 36 次， 再换另一侧 ， 可
使心火下降， 促进睡眠。

收敛心神
将两掌在胸前
合十， 中间稍
留一点空隙 ，
能 够 收 敛 心
气 、 宁心养神 ； 若紧张而手心出
汗、 心跳加速， 也可按揉劳宫穴，
快速恢复从容镇定。

清心益肾 将两手心搓热 ， 搓

脚心 （涌泉穴） 100~300 次， 能够
交通心肾， 改善睡眠； 中医认为肾
开窍于耳 ， 将手心搓热后捂耳朵
1~3 分钟， 神清气爽。

明目润燥 手心搓热后捂眼睛
1~3 分钟， 能明目润燥， 迅速缓解
长时间用眼产生的疲劳 ； 每晚睡
前用此法捂眼睛 ， 也可提高睡眠
质量。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 田望旺

来源： 本报微信公众号

秋季感冒 合理选择中成药

身体疲劳 常按劳宫穴

中风恢复期舌根痛 理中汤加味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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