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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时下“膏方热”存在着认识不当、使用不当的问题，应引起重视和思考。

秋冬是一年中调补身体的好时机。古人认为，

服用膏方，既能滋阴润燥，又能为冬季阳气潜藏做

好准备。但时下“膏方热”存在着认识不当、使用不

当的问题，应引起重视和思考。

吃前先做中医体检

吃膏方进补一定要选择正规、有资质的医疗机

构，首先要做好中医体检，不要盲听盲从。特别是

本身有基础疾病者，在就诊时和医生说清楚，以免

出现不良后果。

中医体检方法和西医不同，中医师依照传统望、

闻、问、切四诊合参，观察被检者的神、色、形态，对面

色、肌肤、手足、胸腹等局部进行检查，观察舌质、舌

苔等舌象，把脉并询问被检者的身体情况、饮食、工

作环境和既往史、家庭史等，作出综合分析和判断。

体检后可以确定被检者属于何种体质类型，由体检

医师针对被检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进补、饮食、情志、

运动等各方面的指导和调理。这种体检特别适合亚

健康人群和老年人，以及所有需要服用膏方者。

膏方不是人人能吃

曾有媒体报道了 50多岁的王女士进补一个月

后黄疸升高、肝功能异常的情况。原来她患有自身

免疫性肝炎，加上不当使用中药，导致药物性肝

炎。这些年因不当用药或保健品诱发药物性肝炎

的患者越来越多。

膏方主要适合四类人群：常感头晕目眩、倦怠

乏力、形体消瘦、口燥咽干、腰酸背痛的亚健康人

群；失眠、长期咳嗽、慢性胃肠炎、“三高”等慢性疾

病患者；产后和术后体虚人群；想要美容养颜的女

性，或需益智助考的学生等人群。

膏方应调补兼施

准确运用冬令膏方，是治未病的有效手段之

一。专家表示，膏方应于补中寓调治，调补兼施。

冬令进补者以中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居多，常见阴

虚、阳虚、痰湿、气滞、瘀血等多种病理性体质，若一

味投补，则有虚虚实实之虞。

本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补虚

法以补养肾中精气为要。肾中精气的盛衰直接影

响机体新陈代谢等生理活动，于冬藏之时补肾填

精，有利于阴精积蓄，阳气潜藏，达到强身健体之

效。施补同时，参以调气、活血等法。

据《浙江老年报》

冬季膏方进补 三大要点牢记

立冬，昭示着冬季已经到来。

部分类风湿患者可能已经开始计划

着温阳，让自己过个暖冬，其中可能

就有使用艾灸来进行调理。

类风湿属“痹症”范畴，《黄帝内

经》有云：“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风

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

这些都从整体上说明了痹证发生

的内在基础，其实是正虚卫外不固。

正虚是本，而风寒湿等外邪是标。

《黄帝内经》又有言：“针之不

为，灸之所宜。”

单独使用针灸治疗效果欠佳的

时候，可以考虑使用艾灸。

艾灸具有温经通络、活血通痹的

作用，对于类风湿患者而言，无论是

治本还是治标，均能取得良好作用。

艾灸类型多种多样，有直接灸、间

接灸、悬灸等。针对类风湿，今天主要

介绍间接灸中的隔盐灸及隔姜灸。

隔盐灸通常是将脐窝以盐填

平，在上方放置艾柱施灸。

这一艾灸方法最早见载于《肘

后备急方》，由于盐味咸，而五味之

中，咸味入肾脏，因此，隔盐灸以调

理肾脏为基础。

类风湿是一种慢性疾病，痹证

日久，容易导致患者肝肾亏虚，因此

使用隔盐灸有助于调理肾脏，治疗

时常选用神阙、气海、肾俞、命门等

穴位。

隔姜灸可以选用阿是穴来进行。

中医认为，不通则痛，以阿是穴

为主进行局部的隔姜灸，可以加强

调理效果。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记录，姜

性热，味辛，入脾、肝、肾经，具有温

中散寒、回阳通脉、温肺化饮、燥湿

消痰的作用。

患者因为长期痹证出现肝肾亏

虚，尤其在冬季，阳气收敛潜藏于

内，患者气虚感受寒邪，导致四肢冰

凉、畏寒怕冷、小腹冷痛等症状时，

使用隔姜灸进行温阳散寒作用尤

佳。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只有这两

种艾灸方式才能够改善病情，具体

需要根据医生指导来进行，避免不

良反应的发生。

此外，艾灸时还应注意以下 4个

问题。

阴虚、热证患者不可艾灸。艾

灸性温热，如果阴虚及热证患者进

行艾灸，容易灼伤阴津，助长热证，

加重患者病情。不仅不能达到调理

目的，还会加重患者症状。

艾灸需要长期坚持。暂时、偶

尔的一次艾灸所起到的调理效果有

限，艾灸需要长期调理，方能达到温

通散寒的作用。

艾灸时要专心。进行艾灸时，

患者要时刻关注自身情况，如有疼

痛等不适症状应当及时停止，避免

对皮肤造成损伤。

在给自己进行悬灸时，也应当

专心，注意艾条与穴位之间的距离，

避免灸条直接触碰、烫伤皮肤。

灸后戒冷饮冷食。艾灸之后，

患者应当避免饮用冷饮或进食生冷

食物，避免降低艾灸药效。患者可

以适当饮用温热饮品，以补充阴津。

据《浙江老年报》

凛冬调理类风湿 艾灸妙招来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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