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 2025 年 1 月 27 日   星期一
投稿信箱  kpzbjksj@163.com 智慧医疗   民  族  医  学

面瘫中医辩证治疗效果好

⊙渠县人民医院   任  江

面瘫，或称面神经麻痹，以其突如
其来的面部表情失控，给无数患者带来
了身体上的痛苦与心灵上的创伤。然而，
面对这一挑战，我们不必过于恐慌，利
用中医辨证，通过合理的治疗与调养，
让患者重拾往日笑颜，绝非遥不可及的
梦想。

面瘫的成因复杂多样，从西医角度
看，它可能源于病毒感染、炎症反应、
血管问题或外伤等因素导致的面神经功
能受损。而中医则将其归结为“风邪侵
袭”，认为风寒邪气侵袭面部经络，阻
塞气血，从而引发此病。无论是哪种解释，
都指向了一点：面瘫的发生与体内外环
境的失衡密切相关。因此，治疗面瘫的
关键在于调和内外，恢复机体平衡。

在中医的宝库里，治疗面瘫的方法
丰富多样，且各具特色。

中药内服：（1）生石决明：此方由
生石决明、天麻、蜈蚣等多味中药组成，
水煎服，每日 1 次。其功效在于清肝熄风、
开窍醒神、镇痉止搐，适用于惊痫、羊
痫及面瘫的治疗。（2）白矾蝉衣散：雄黄、
白矾、蝉衣等药材共研细末，开水送服。
此方能清热化痰、祛风利窍、清心镇惊、
安神止痫，尤其适用于伴有热症的面瘫
患者。

针灸疗法：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
统治疗方法之一，对于面瘫的治疗具有
独特的优势和显著的疗效。在治疗面瘫
的过程中，针灸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
能够有效地调整人体的气血运行和阴阳

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针灸
治疗方案强调个性化，根据患者的具体
病情和体质特点进行定制。在急性期，
治疗重点在于祛风通络，通过针刺特定
穴位，如风池、合谷等，来驱散外邪，
恢复经络的畅通。而在恢复期，则注重
活血化淤，通过刺激血海、足三里等穴位，
促进血液循环，消除淤血，为面部神经
的修复提供良好的环境。选穴精准是针
灸治疗的关键。医生会根据患者的病情
和体质，精心挑选适合的穴位进行针刺。
同时，手法多样也是针灸治疗的一大特
色。例如，提插法可以通过上下提插针
身来增强刺激效果；捻转法则通过左右
捻转针身来调节气血。此外，结合电针
和耳针疗法，可以进一步加强刺激效果，
促进面部神经功能的恢复。

食疗：中医食疗强调以食为药，通
过合理的饮食调养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
的。对于面瘫患者来说，食疗的原则是
祛风散寒、活血通络以及滋养肝肾、补
益气血。例如，川芎白芷水炖鱼头这道
菜肴就具有很好的祛风散寒、活血通络

的功效；而生地黄枸杞子全蝎天麻煲猪
肉则能够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同时，
患者还应选择清淡易消化、富含营养的
食物，避免辛辣刺激性食物的摄入，以
免加重病情。

面部推拿：推拿也是治疗面瘫的一
种有效方法。它以手代针，通过舒筋活络
的手法来促进气血流通和面部神经功能
的恢复。在进行面部推拿时，医生会先
预热双手，然后依次点揉、点按面部穴位，
如攒竹、鱼腰、丝竹空等。接着，配合
掌揉、提拉等手法，重点关照患侧肌肉，
以达到舒筋活络、促进气血流通的效果。
这种推拿方法不仅能够帮助患者缓解面
部肌肉的紧张和疼痛，还能够加速面部
神经功能的恢复。

面瘫虽顽固，但中医以其独特的理
论体系和治疗手段，为患者提供了多样
化的康复方案。从中药方剂到针灸疗法，
从中医食疗到面部推拿，中医智慧在面
瘫的治疗上展现出显著疗效。让我们携
手中医，共筑健康笑颜，让面瘫不再成
为困扰。

中医治疗哮喘方法

⊙四川省宣汉县土黄镇中心卫生院   肖  嘉

哮喘是一种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对患者的生活和健康带来了显著影
响。除了现代医学的治疗方法，中医学
作为一个古老而深厚的医学体系，也提
供了独特而有效的治疗哮喘的方法。

哮喘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影响
气道的通畅性和功能，导致患者容易出
现气道过敏反应、气道痉挛和狭窄，进
而引发呼吸困难和喘息声。哮喘患者经
常感气短和窒息感，这可能是由于气道
收缩和黏液过多导致气道狭窄所致。持
续或间歇性的喘息声，则是由于气道痉
挛和狭窄引起的，为了增加气流，他们
可能需要更深的呼吸。哮喘患者常常出
现咳嗽，特别是在夜间或清晨。咳嗽可
能是由于气道黏液过多或气道刺激引起
的。

中医认为，哮喘的发病与外感风寒
有关。风寒是一种外邪，进入人体后可

导致气道的痉挛和炎症反应，从而引发
哮喘发作。外感风寒通常发生在寒冷季
节或暴露在寒冷潮湿环境中的人群中。
肺脾肾功能失调也是导致哮喘的内在原
因之一。肺主气，脾主运化，肾主水道。
肺、脾、肾的功能失调可能导致体内的
气机紊乱，使哮喘症状加剧。肺气不足、
脾胃湿气、肾阳虚等情况被认为与哮喘
的发生有关。此外，中医将情绪和情志
与哮喘的发生也联系在一起。情志因素
可能通过影响人体的气机运行和免疫功
能，从而影响哮喘的发病和病情。

中药治疗哮喘是中医传统疗法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中医的理论体系中，中药
被广泛应用于哮喘的治疗，通过调整气
机、平衡脏腑功能来缓解哮喘症状。其
中，一些中药被广泛用于开胸通气、温
肺化痰和平喘止咳等方面。例如，麻黄
具有发散风寒、开通肺气的作用，常用

于治疗寒性哮喘；桔梗则具有润肺、化
痰的功效，适用于痰湿阻肺的哮喘；而
杏仁则具有润肺止咳、平喘化痰的作用，
适用于痰热壅肺的哮喘。这些中药在中
医治疗哮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
平衡和调节机体内的气机和功能，减轻
哮喘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
对于中药的使用和剂量，应该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和个体差异进行个性化调整，
并在专业中医师的指导下进行。

针灸疗法作为中医传统疗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治疗哮喘方面展现了一定
的疗效。针灸通过在特定穴位插入针具，
调整气血流动，平衡体内的功能，以缓
解哮喘症状，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在
针灸治疗哮喘时，选择合适的穴位至关
重要。肺经穴位是常用的针刺穴位，包
括太渊穴、中府穴、井穴等。这些穴位
被选用是为了调节肺气的运行和疏散作
用，以减轻气道痉挛和炎症反应。此外，
还可以选择一些与呼吸系统相关的穴位，
如风池穴、鱼际穴等，以增强通气、平喘
的效果。针刺技术是针灸疗法的核心之
一。在针灸治疗哮喘中，常采用稳定插刺、
轻度扭转、提鼻法等针刺技术。这些技

术旨在调整气机、疏通经络，促进气血
运行，改善肺部功能，减轻气道痉挛和
炎症反应。此外，还可以使用导引针刺
技术，通过在特定穴位刺激后引导气机，
促进肺气的疏通和调节。

背部推拿也是中医按摩疗法中常用
的技术之一，也多用于缓解哮喘症状。
捶打推拿是通过使用掌根和拳头在背部
有节奏地进行捶打，以促进气血流动，
舒展胸腔，缓解气道痉挛。这种手法可
以刺激背部的相关穴位，如肺经的穴位，
以调节肺气的运行和疏通。另一种常用
的背部推拿技术是揉推推拿，通过使用
掌心或指腹在背部进行揉动和推拿，以
刺激穴位和经络，以调节肺气的运行和
疏通。这种手法可以促进气血循环，改
善肺部功能，减轻气道痉挛和炎症反应。
除了背部推拿，还可以应用其他的按摩
手法和技巧来治疗哮喘。例如，可以使
用指压法来刺激胸部和腹部的穴位，以
促进气机的疏通和平衡。还可以结合揉
动、推拿、点按等手法，按摩肺经、胸部、
背部和其他相关区域的穴位，以促进气
道畅通，平喘化痰。

康复治疗护理，从细节加速恢复

⊙德阳第五医院   姜雪芹   赵冬菊

在现代医疗体系中，康复治疗的理
念已发生了深刻变革。它不再局限于传统
意义上单纯“治病”的范畴，而是拓展到
了全面的身体机能恢复以及心理健康支
持。科学且精细的护理措施，在康复过程
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这些关键措
施往往就隐藏在日常护理的细微之处。本
文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精细化的康复护理
策略，加速患者的恢复进程。

康复治疗的核心理念
康复治疗犹如一场精密的战役，而

核心理念则是这场战役的战略指南，深
刻领会它们，才能为患者的康复之路筑
牢根基。

个性化康复计划：每个人体质、病
情和恢复能力有别，制定个性化康复计
划十分必要。以骨科术后患者为例，康
复师会综合手术部位、年龄、生活习惯
等因素，定制专属训练方案。如膝关节

置换术患者，术后早期做低强度屈伸动
作防关节僵硬，后期随身体好转增加负
重训练，如慢走。此外，患者心理状态
也关键，负面情绪会影响康复。康复师
会综合评估身心需求，规划最佳恢复路
径，让康复计划科学有效。

身心同步恢复：康复治疗不只是关
注身体功能修复，患者心理健康同样关
键。不少患者经历疾病或手术后，会出
现抑郁、焦虑等情绪问题。若这些负面
情绪未及时干预，会严重影响康复效果。
积极心态能促进神经递质分泌，加速伤
口愈合与组织修复。语言障碍康复训练
中，鼓励患者表达感受并给予正面反馈，
可助其建立信心、积极投入训练。此外，
家庭成员的陪伴理解，能让患者感受温
暖力量，以乐观心态参与康复。

多学科协作：康复治疗是复杂系统
的工程，单一领域专业知识难以满足患
者全部需求，多学科团队合作成为现代

康复核心模式。以脑卒中患者康复为例，
医生监控生命体征保稳定，物理治疗师
指导肢体运动恢复肌力与关节灵活度，
职业治疗师助其进行穿衣、洗漱等日常
技能训练，言语治疗师助其重获清晰表
达。此外，营养师也很重要，合理饮食
提供能量与营养助其恢复体力。整合各
方资源，多学科协作让康复更高效全面，
为患者提供优质康复服务。

康复护理的具体实践
康复治疗的核心理念为康复之路点

亮了明灯，而康复护理的具体实践则是
将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的关键步骤，是
把康复目标落到实处的有力举措。

日常管理：康复护理不只局限于医
院或康复中心，日常生活细节对加速恢
复很关键。脊髓损伤患者需特别注意正
确坐姿和站姿，这能减少二次伤害风险。
使用人体工学设计的轮椅或床铺，可减轻
身体压力，预防褥疮。规律作息也很重要，
充足睡眠是身体自我修复保障，过度劳
累会延缓恢复。饮食上，要注重高蛋白、
低脂肪搭配，像瘦肉、鱼类、豆类等，
满足营养需求，促进身体恢复。

运动疗法：运动疗法是康复治疗的
关键手段，需遵循科学原则。运动强度

要适中，过高会增加身体负担、引发新
损伤，过低则达不到有效康复效果。心
脏病患者可利用心率监测仪把控强度，
保障运动安全。运动形式应多样，融合
有氧、力量与柔韧性训练，全面提升机能。
如肩袖损伤，初期被动拉伸改善关节活
动度，后期加入抗阻训练增强肌力。长
期坚持锻炼是巩固康复效果的关键，症
状缓解后也需适量运动，防止功能退化。

心理干预：心理因素在康复中至关
重要。长期患病或术后后遗症易让患者
陷入自卑、孤独、绝望。所以，心理疏
导与情感支持不可或缺。专业心理咨询
师以倾听、共情、引导等方式，帮助患
者释放负面情绪、重拾信心。家属和朋
友的陪伴也很关键，定期聚会或户外活
动能增进关系、分散患者对疾病的过度
关注。心理疏导需耐心与持续努力，建
立良好心理支持网络，能让患者获得精
神力量，更好应对挑战，加速康复。

康复治疗是一个涉及生理、心理和
社会等多个层面的系统工程。通过关注
日常护理的细节、优化护理措施以及加
强团队协作，可以为患者创造一个更加
理想的康复环境。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
在科学的指导下，早日实现身体与心灵
的双重恢复，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