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朱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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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吴大爷去年中风后，落下了后

遗症，尿潴留就是其一。 由于排尿困难，吴大爷异常痛苦。 家人经打听

后，来到了市中医院脑病科就医。 让吴大爷和家人没有想到的是，市中

医院的医生用艾灸就解决了老人的排尿难题。 日前，吴大爷康复后高

兴地出院了。

接诊吴大爷的医生是该科主治医师李珊珊，她告诉记者，中风尿

潴留是由于脑窍不开、经络不通导致膀胱气化不利

,

主要表现为小便不

利、少腹胀满甚则小便闭塞不通、排尿困难

,

是中风后常见并发症之一。

尿潴留被中医称为“癃闭”，其病位在膀胱，与肺、脾、肾及三焦气化功

能失调有关。 多因肾气受损，命门火衰，阳气无以化阴，导致膀胱气化

功能无权而发为癃闭。

考虑到吴大爷的病情， 李珊珊决定利用艾灸疗法来解除其尿潴

留。 所谓艾灸疗法，是利用艾叶作原料，制成艾绒，在一定的穴位上，用

各种不同的方法燃烧，直接或间接地施以适当温热刺激，通过经络的

传导作用而达到治病和保健目的的一种方法。

李珊珊通过对其关元、水分、中极三个穴位的艾灸治疗，二十天左

右，吴大爷的膀胱得到了调理，恢复了功能，达到了临床治愈。

吴大爷家人见此疗效，纷纷夸赞艾灸的神奇，并对李珊珊的医术

赞赏不已。 他们说，吴大爷自落下中风尿潴留，因排不出尿非常痛苦，

家人也是无计可施跟着难受。 后来，他们到一些医院咨询相关医生，有

医生建议实施膀胱造瘘术来解决吴大爷排尿难题。 可是他们担心老人

年龄大，经不起折腾，于是对此医治方案犹豫不定。 后来，有熟人告诉

他们，市中医院脑病科在治疗中风后遗症上有专长，于是就抱着试一

试态度来诊治。 让他们惊喜的是，在这里，吴大爷不用手术就解除了他

的大难题。

据介绍，市中医院脑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中医重点

专科建设单位，河南省医学重点学科，该科立足中医，中西医并重，采

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急性脑血管病及后遗症， 建立了中医特色的

“卒中单元”，开通绿色通道，实施脑梗死的超早期溶栓治疗。 同时，该

科还建立脑病早期康复室，促使神经功能尽快恢复。

下图为李珊珊正在为患者做检查。

本报记者 朱传胜 摄

老人排尿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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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穴压豆疗法，你了解吗？（下）

本报记者 孙阎河

中国传统神奇的耳穴压豆疗法确实有很多不可思议之处。 在

采访中，经过市中医院心病科医生郭满介绍，记者对耳穴的重要作

用、耳穴的分布、耳穴压豆的方法等有了详细了解。不过，对于耳穴

压豆疗法的效果如何，记者还是心存疑惑。看到记者半信半疑的神

情，郭满拿过一个像粗钢笔一样的小仪器，笑着说：“来，我给你检

查一下。 ”

根据他的要求，记者端坐好身姿，然后，郭满将小仪器摆弄了

几下，将小仪器尖端的部分开始对记者的耳朵开始了检测。一边检

测，他一边说：“别小看这个不起眼的小仪器，它叫耳穴探测器。 如

果人的躯体或内脏有病变，可以在这个仪器上显示出来。红灯亮表

示较为严重，黄灯亮表示表示应引起注意，绿灯亮表示健康。 ”

郭满的介绍让记者对耳穴的诊断更觉神奇， 待她检查过后就

迫不及待地拿起那个小仪器审视了起来。 郭满接着说：“耳穴诊断

也称为耳诊， 是根据耳廓穴位上出现的异常反应进行辅助诊断的

方法。 传统中医认为，当躯体或内脏有病时，往往会在耳廓的相应

部位出现色泽、形态的异常变化，以及压痛敏感的情况。 近几十年

来，我国在挖掘古代耳诊经验的基础上，吸收借鉴了国外的一些耳

诊研究成果，逐步形成了我国耳穴诊断的学术体系，主要包括望诊

法、 触诊压痛法及电测定法。 望诊法就是通过肉眼或借助于放大

镜，在自然光线下查找与躯体、内脏有关的耳廓相应部位所出现的

变形、丘疹、瘢痕、血管充盈、脱屑、油脂等色泽形态的改变；触诊压

痛法是用探棒按压耳穴，寻找最为敏感的压痛点，或用手指触摸耳

廓以检查有无结节、条索、增厚等现象及耳廓的弹性情况；电测定

法是根据与疾病有关的耳穴电阻较低、 与疾病无关的耳穴电阻较

高的原理，用各种耳穴探测仪进行探测诊病。你手中的耳穴探测器

就是根据电测定法原理制成的，是一种辅助诊断及参考的仪器，更

能帮助配合使用耳穴压豆疗压激光电针，明显提高疗效。 ”

对于记者询问常用耳穴和主治病症主要有哪些？ 郭满说，耳

尖，在耳郭向前对折的上部间端处，主治发热、高血压、急性结膜

炎、牙痛、失眠；结节，在耳轮结节处，主治头晕、头痛、高血压；交

感，在对耳轮下脚末端与耳轮内缘相交处，主治心绞痛、胆绞痛、植

物神经紊乱；颈，在对耳轮体前部下五分之一处，主治落枕，颈部肿

痛；颈椎，在颈区后方，主治落枕，颈椎综合征；神门，在三角窝后三

分之一的上部，主治失眠、多梦、高血压、神经衰弱；皮质下，在对耳

屏内侧面，主治神经衰弱、失眠；额，在对耳屏外侧面的前部，主治

头痛、头晕、失眠、多梦；颞，在对耳屏外侧面的中部，主治偏头痛；

枕，在对耳屏外侧面的后部，主治头痛、头晕、哮喘、神经衰弱；胃，

在耳轮脚消失处，主治胃炎、消化不良、恶心呕吐；肾，在对耳轮下

脚下方后部，主治腰痛、耳鸣、神经衰弱、遗尿、哮喘；胰胆，在耳甲

艇的后上部，主治胆囊炎、胆石症、耳鸣、听力减退、急性胰腺炎；

肝，在耳甲艇的后下部，主治胁痛、眩晕、高血压；脾，在耳甲腔的后

上部，主治腹胀、腹泻、便秘、食欲不振；心，在耳甲腔正中凹陷处，

主治心动过速、心律失常、心绞痛、神经衰弱；气管，在心区与外耳

门之间，主治哮喘、支气管炎；肺，在心、气管区周围处，主治咳嗽、

胸闷；三焦，在外耳门后下，肺与内分泌之间，主治便秘、腹胀；内

耳，在耳垂正面后中部，主治内耳性眩晕、耳鸣、听力减退、中耳炎；

耳背心，耳背上部，主治心悸、失眠、多梦。

焦作市中医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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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开始， 对新农合病人

和医保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病人

实行 “先住院、 后缴费” 新型服务模式。 市中医院竭诚为广

大市民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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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低价体检套餐活动进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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腺扫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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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项体检项目，其中还包含了甲胎蛋白检查项目，可以对早期

癌症患者进行筛查，及时为易患癌症的人群进行预警。

注意事项：早上空腹体检，体检前三天尽量避免饮酒和进

食肥腻之品，每周三、周六早上体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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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智玲

一个月前， 家住中站区的王老太因为心慌、

胸闷被家人送进了市中医院心病科。 该科主任王

晓明详细地为王老太检查后发现，她的心跳已经

超出正常范围，每分钟

170～180

次。 “最近一段时

间她经常间隔性出现心慌现象，严重的时候脸色

发青，过一会儿才能恢复正常。 ”王老太的家属

说，老人的血压多年来一直很稳定，可最近有时

还出现了血压莫名其妙降低的现象。

说话间，正在做检查的王老太又出现了急促

的呼吸声，神情也渐渐紧张了起来，言语开始变

得不清晰。 看到这些情况，王晓明已经在心里对

王老太的病情判断了八九不离十：“首先要考虑

心肌梗死。 ”

对于心肌梗死病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 “争

取来一分钟抢救时间，就为患者争取来了赢得生

命的希望。 ”王晓明说。 紧接着，病房里忙碌了起

来。 针刺、穴位按压、溶栓、心脏除颤……经过一

系列行之有效的抢救，王老太的脸色渐渐恢复了

正常。 待病情稳定后，王晓明又根据她的病情，开

出了中医院综合治疗的方子。 记者了解到，这个

方子包括针刺穴位、 中药内服和日常的西医治

疗。

王晓明介绍， 对于很多心血管疾病患者来

说，因为长期依赖西药稳定病情，已经在日积月

累中产生了严重副作用，有些患者甚至因为长期

药物的影响，伴生了其他系统疾病。 与西药相比，

中药的副作用小，治疗心血管疾病更有优势。 王

晓明说，去年他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进

修学习后， 在临床中运用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

疾病的信念更加坚定。 他认为，在中医来讲，心血

管疾病隶属于中医“心悸、胸痹、眩晕、虚劳”范畴，

中医在几千年的临床实践中积累了系统的关于心

血管疾病的理论和治疗经验， 认为本病的病机是

本虚标实。 在对症治疗中，通过宣痹通阳、益气养

阴、活血利水，辨证运用中药，对心脑血管病的配

合治疗有显著疗效。 在患者发病的急症期可以运

用西医手段迅速稳定病情， 随后加入中医方法治

疗，临床效果显著。

近年来， 随着患者对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

疾病的高度认可， 市中医院心病科除了根据多

年临床经验研制出冠心平、脉通宁、降压舒等自

制药，为患者减轻病痛外，还推出了一些中医外

治法配合治疗心血管疾病，临床运用十分广泛。

“针刺法和耳穴压豆，是在临床中运用较多的两

种外治方法。 ”王晓明说。 他向记者展示了摆放

在心病科医生办公室一个柜子里的部分中医外

治用品， 其中一个巴掌大的耳朵模型上标注了

数十个穴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个人体的

耳朵模型，上面所有的穴位都标注得非常清晰，

做好中医外治， 必须全面了解这上面的各个穴

位与人体各器官的关系， 熟练掌握各穴位的具

体位置，才能根据患者的病情作出准确判断，采

取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 ”他说，中药的天然生

成 、无副作用 ，中医的综合辩证 、系统治疗越来

越受到患者的认可， 心病科近年来也推出了越

来越多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优势病种 ， 让患者免

受疾病的困扰。

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指南发布

本报讯 日前，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

《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指南 （试用

稿）》， 指导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开

展，推进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该

指南为我国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发展

中的首次尝试，将在各“治未病”预防保健服

务试点地区中试用。

《指南》分为区域中医预防保健工作政策

措施、 服务提供平台建设、 服务人才队伍建

设、服务主要内容与方法、区域中医健康文化

传播与推广、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绩效评

价、附录（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绩效评

价指标）等部分。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和上海市中医

药社区卫生服务研究中心受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医政司委托，承担该课题研究工作，在系统

总结以往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与管理

经验的基础上编写。

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是指在一定行

政区域内，由区域政府主导，通过完善政策措

施、健全服务网络、构建服务平台、加快人才

培养、促进知识传播、实施效果评价等，开展

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能力建设工作。 《指南》内

容包括区域中医预防保健工作政策措施、区

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供平台建设、 人才队

伍建设、区域中医健康文化传播与推广、中医

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绩效评价等内容。

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07

年启动“治未

病”健康工程以来，全国先后确定了

65

个地

区为“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探索

建立以区域为单位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

作的机制和模式。 （胡彬）

石榴味虽美 食用须注意

石榴别称安石榴、珍珠石榴、海石榴，是一种珍奇的浆果，可谓全身

是宝，其果皮、根部、花、叶皆可入药。 尽管如此，食用时须注意：

因石榴性温，具有收敛涩肠的作用，故实热积滞的便秘者、痢疾、泌

尿系炎症、感冒初期、疮疡肿毒者要谨慎食用。因石榴含糖分较多，糖尿

病者禁止食用。 患有胃病及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胃酸过多等患者也

不宜食用石榴。

石榴勿与螃蟹同食。 石榴与螃蟹同食不仅会降低其蛋白质的营养

价值，还会使石榴中的鞣酸与螃蟹中的钙质结合成不易消化的鞣酸钙，

后者可刺激胃肠道，出现腹痛、恶心、呕吐等症状。所以石榴不宜与螃蟹

等海味食品同时食用。

石榴勿与胡萝卜同食。因为胡萝卜含有溶解酶，可破坏石榴中的维

生素。 石榴也不可与土豆、西红柿、西瓜同食。 若与土豆同食，可用韭菜

泡水喝来解毒。

石榴多食易生痰。石榴是温性水果，吃多了会上火，易生痰，甚则成

热痢，故不宜过食。 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等患者若出现咳嗽多痰、痰如

泡沫者应忌食石榴。 儿童最好少吃石榴，尤其有发热咳嗽，痰鸣有声的

患儿不宜食用，否则易加重病情。

吃完石榴要漱口。石榴中的有机盐含量较多，多食会腐蚀牙齿的珐

琅质、染黑牙齿，故吃完应及时漱口。

石榴榨汁效果佳。 石榴皮含鞣制、生物碱等有效成分，带皮榨汁食

用效果更佳。 宁蔚夏

“心”病也可中医治

王晓明向记者展示部分中医外治药具。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摄

秋风起哮喘频发 中医教你咋防治

本报记者 朱传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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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小许从去年起就反复出现发作

性咳嗽， 每当吸入冷空气或刺激性气体，就

会剧烈咳嗽。 有医生按支气管炎为她治疗，

她服用过多种抗生素及镇咳药，均无效。 前

不久，小许受凉感冒后，再次咳嗽，并出现胸

闷不适。 小许赶紧跑到社区医院治疗，注射

了“阿奇霉素”等药物，也没觉得有好转。 随

后，小许来到了市中医院就诊，结果被确诊

为哮喘。

过了中秋，天气转凉加快，昼夜温差愈

加明显，此时也进入了支气管哮喘病高发的

时节。 据悉，最近一段时间前往市中医院内

四科就诊的呼吸疾病患者中，有近二成的患

者是因为哮喘问题来求诊的。

该院内四科主任张春雷告诉记者，哮喘

病是一种常见病和多发病，也是一种以年轻

人和儿童为主的疾病，发病率较高，是人们

健康的隐形杀手， 秋天更是哮喘的多发季

节。从中医角度来看，秋季燥邪当令，干燥的

特点易使肺功能受损，可能致病的过敏原增

多，这都会使哮喘发作或加重。

对于患有哮喘的人们来说，最想知道的

问题便是“我的哮喘能治好吗？ ”对此，张春

雷明确指出：“哮喘不能根治，但能控制。 ”

他解释道：“哮喘病是由于自身免疫失

衡（内因），加上外部过敏原刺激（外因），而

导致的慢性气道炎症， 由于其机制复杂，目

前尚不能完全解释个中缘由，所以还做不到

‘根治’。 但是，医生已经发现炎症为其基本

病理生理改变，而围绕着抑制炎症，近十几

年已经开发了一些很好的药物，所以世界哮

喘防治组织（

GINA

）在最近几年的口号是你

可以控制哮喘。 ”

为了提高哮喘的控制水平，改善患者生

命质量，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

特别制定了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根据

《支气管哮喘防治指南》 所制定的标准和流

程，患者均能够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不过令

张春雷忧心的是， 许多患者往往 “见好就

收”，导致不规律治疗。

在张春雷看来，导致很多哮喘患者“见

好就收”的原因，多是因为经济原因。“因为，

控制哮喘的药物费用较高，患者症状减轻或

消失后，就不再继续治疗了。其实，这是很大

的误区。 ”张春雷说，“哮喘可分为哮喘发作

期、缓解期及稳定期。 很多患者都意识到哮

喘发作时应该用药， 往往忽视缓解期的用

药。 事实上， 哮喘的治疗重点应该放在缓

解期， 也就是说， 支气管哮喘的治疗应当

以预防性的治疗为主， 这样可以增强体质，

提高机体免疫力， 从而预防哮喘的反复发

作。” 除了西医标准化治疗外， 近年来中医

的个性化施治哮喘病也备受青睐。 尤其是

该院开展的冬病夏治， 让不少哮喘患者从

中受益。

该科名誉主任谢邦军认为，冬病夏治主

要防治以咳喘为主要症状的呼吸系统疾病，

因为，哮喘病患者容易在冬季发病，三伏天

时天气炎热，大自然的阳气最为充盛，人体

的阳气也充足，此时利用人与自然相统一的

原则，抓住时机，开通经气，祛除体内宿疾，

往往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哮喘病除了治疗之外， 自我保健也是

非常重要的 。 秋季由于天气寒冷 、 干燥 ，

很容易导致感冒， 但上呼吸道感染又容易

诱发哮喘， 因此谢邦军建议哮喘患者一定

要注意保暖防寒， 适当地增减衣物， 睡卧

处避免吹风， 避免着凉。 另外饮食上尽量

多吃清淡、 多维生素的食物， 减少辛辣刺

激、 油腻的饮食等。

每当吸入冷空气，

我就会剧烈咳嗽。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