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预告

如何避免冬季小儿呼吸道保养误区？

预防冬季脑溢血，多运动少吃盐

一周病情报告
本期指导专家：秦黎虹

秦黎虹是中国针灸学会临床分会痛症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

省针灸学会常务理事，安徽省中医药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委。

擅长运用中医外治法、针灸穴位疗法治疗多种急性病，疑难杂症。

还擅长用中医针灸的方法，进行预防保健工作，在穴位埋线、穴位

注射、刺血等方面有独到之处。

呼吸系统疾病等适宜冬病冬治

读者：什么是冬病冬防、冬病冬治？

秦黎虹：冬至“进九”，是一年中最冷的季

节，许多人不耐严寒，痼疾发作或加重，甚至影

响正常的生活，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中药，

结合特定穴位用以治疗特定疾病，具有提高机

体免疫力及降低过敏反应的作用。三九天天

气寒冷、早晚温差较大，对于身体虚弱的人及

老年、儿童，呼吸系统疾病、过敏性疾病就容易

发生。因此，在三九天进行穴位治疗，就能产

生较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同时，对夏日三伏

天做过贴敷治疗的患者，在冬日三九天进行巩

固，冬夏共治，将会获得更理想的治疗效果，在

此为大家提个醒。

穴位埋线治过敏效果好

读者：什么是穴位埋线法？

秦黎虹：穴位埋线法是中医外治方法

之一，是用羊肠线注入穴位的方法，羊肠线

是一种异体蛋白，在人体吸收的过程中，刺

激穴位，逐步脱敏，治疗过敏性疾病，如哮

喘、鼻炎等，一般20~30天治疗一次，3次一

个疗程。

不过那些有瘢痕体质的人，不宜行此方

法。10岁以下儿童，穴位埋线法不作为首选

治疗方法。在做穴位埋线期间，注意少吃

“发物”。

小儿冬季适宜穴位贴足

读者：冬季穴位贴足法怎样进行？

秦黎虹：小儿最为适宜。采用具有辛散温

通的中药进行足底穴位贴敷治疗，可疏经散寒、

温肺逐痰、健脾补肾、调节脏腑功能，以达到治

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 患者可以将中药买回

家，晚间温热水泡足后，自行贴敷，进九开始，出

九结束。

孕早期妇女不宜做穴位贴敷

读者：我的女儿最近正在感冒，发热，请问

可以做穴位贴敷吗？

秦黎虹：发热期间不适合做，等体温正常后

再做穴位贴敷。以下几种情况暂不适合做穴位

贴敷：肺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对贴

敷药物极度敏感，特殊体质及接触性皮炎等皮肤

病患者；贴敷穴位局部皮肤有破溃者；妊娠早期

妇女。

哮喘患者最好多做几次穴位埋线

读者：我是个支气管哮喘患者，已经去你

们医院做了两次的穴位埋线治疗，现在我基本

上不再犯病了，请问我还需要继续治疗吗？

秦黎虹：许多患者做过一次或者两次穴位

埋线治疗后，咳喘的症状大为好转甚至消失，

为了巩固疗效，一般来说，再继续做一次埋线，

可以减少复发，对病程长的患者尤为重要。

穴位敷贴期间忌食烟酒、海鲜、辛辣

读者：我的小孙子做足部穴位敷贴，有需

要忌口的吗？敷贴期间需要注意什么？

秦黎虹：贴敷药物期间应尽量避免食用寒

凉等可能减弱药效的食物；尽量避免烟、酒、海

鲜及辛辣、鱼虾、牛羊肉等食物，以免出现局部

过敏现象。贴敷之后可能在皮肤上留下中药

的沉着，用湿毛巾擦拭即可；如果有局部发红

发痒出疹，可以间隔时间长一些再贴，如果过

敏症状未能缓解，应停用药物贴敷法。

同时，穴位埋线、穴位贴敷法，中药熏蒸属

中医外治方法，一般与口服药物没有交叉反

应，可以根据不同情况综合考虑应用。

中药熏蒸可治手足冰冷

读者：全身怕冷，四肢不温，有什么办法缓

解吗？

秦黎虹：用有活血祛风湿，益肾健骨的中

药熏蒸治疗，有助于温通经脉，疏通气血，对骨

关节痛，产后身痛，背部冷痛，尤为适宜。

陈小飞 记者 李皖婷/文 倪路/图

眼下正是“冬病冬治”的最佳时机。冬病

冬治就是在特定的时间用特定的方法，结合

特定穴位用以治疗特定疾病，具有提高机体

免疫力及降低过敏反应的作用。其治疗方法

主要有两种，一是穴位埋线法，将羊肠线植入

穴位，通过肠线的慢慢吸收刺激穴位，达到防

治疾病的一种方法。二是药物贴脚的方法，

将特定的药物调成药丸，晚上热水泡脚后贴

敷在特定的穴位。

哪些疾病适合冬病冬治？冬病冬治是不

是等同于冬令进补？进行冬病冬治的时候需

不需要忌口？小孩适不适合冬病冬治？1月

8 日 上 午 9：30~10：30，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邀请省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

任秦黎虹与读者交流。以下内容根据电话录

音整理，未经秦黎虹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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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埋线治过敏效果甚好

年纪轻轻就患上胃癌并不少见，且

呈现年轻化趋势。特别对于工作压力

大、应酬多、生活不规律的中青年群体尤

其要多多关爱自己的胃。

安徽省抗癌协会理事长、安徽济民

肿瘤医院院长刘爱国教授介绍，以前胃

癌发病以农村居多，患者年龄多是60岁

左右的老年人，但如今城市发病率快速

增加，已与农村相差无几。临床上，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患者逐渐增多。由于胃

癌早期症状并不明显，即使出现症状也

易与普通胃病混淆。中晚期才出现上腹

疼痛、消化道出血、穿孔、幽门梗阻、消

瘦、乏力、代谢障碍等，导致胃癌难以早

期发现。

胃癌的发病与饮食改变、过量烟酒、

环境污染和汽车尾气增加有关，而中青

年人喜好熏烤、高盐、辛辣食物，抽烟过

度、酗酒，精神紧张，工作压力大，生活无

规律，都会破坏胃肠道的正常活动，损伤

胃黏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种种胃病，

大大增加了癌变的几率。

专家提醒，青年人在日常工作中要

学会给自己减压，酒桌上应酬烟酒要克

制，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规律的生活

方式，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一旦出现

胃部持续不适，应尽早胃镜排查。

李唐玉 记者 李皖婷

牙齿不整齐，牙齿错位，这是许多人

常见的牙颌畸形。合肥口腔医院正畸科

副主任医师陶李明告诉记者，根据多年临

床统计，合肥市牙颌畸形的人数占到了总

人口的40%以上，而在西方国家，20岁以

上的人群中牙列不齐的人并不多。

据介绍，不少家长关心孩子的吃穿

及学习，而对于口腔健康状况的关心和

知识相当有限，致使有的孩子长大后出

现了牙颌畸形，给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

大的影响。而在发达国家，每个家庭都

有专门的口腔医生，孩子在很小的时候

就建立了口腔档案。在12~18岁这个阶

段，很多孩子都戴着牙齿矫正治疗器。

因为这个阶段是牙齿矫正的最佳时期，

过了这个阶段，治疗的难度和费用都会

增加，甚至有些情况还需要手术矫形。

在谈到牙齿正畸的目标时，陶李明认

为，从美学的角度审视，既包括牙齿排列的

整齐、对称、和谐、协调等视觉上的审美，也

包括口腔功能的健康、舒适、稳定等感觉上

的美感。 张婷婷记者李皖婷

合肥人牙齿畸形占四成
家长忽视造成儿童牙病高发

人过而立，给“胃”特别关爱

据合肥市第一人民医院门、急诊统

计，进入冬季以来，脑溢血发病人数明显

增加。据该院急诊科杨静主任介绍，天

气变冷，人体的血管会收缩，血液黏稠度

也会随之增高，容易导致缺血或心脑血

管堵塞，所以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率较

高。特别是老年人，因血管狭窄或动脉

硬化，导致血液供应减少，也会增加发病

危险。

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心脑血管患者

安全过冬，特别要注意规律的生活，避

免血压突然变化。合理饮食，少吃动物

性脂肪及高胆固醇高盐分饮食。适当

进行体育锻炼，散步、打太极拳、练气功

都是不错的选择。如果出现剧烈的后

侧头痛或颈部痛、运动感觉障碍，眩晕、

视物模糊等症状，可能是脑出血前兆，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一旦发现突发脑

溢血的病情，要保持镇静并立即将患者

平卧，迅速松解患者的衣领和腰带，保

持室内空气流通，切不可随意搬动，以

防脑出血加重。 苏洁 记者 李皖婷

正值冬季，有哪些小儿常见呼吸道疾病？

家长有哪些误区？需要注意些什么？1月15日

（下周二）上午，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

将邀请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毕良学

与读者交流。

毕良学，安徽省立儿童医院呼吸内科主

任，1986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从事儿童呼吸内

科医疗工作近30年，对儿童常见呼吸系统疾病

有较高造诣，呼吸常见病和疑难病（肺炎、哮喘、

支原体感染等疾病）的诊治经验十分丰富。熟

练掌握呼吸机应用标准、辅助通气期间各种异

常情况处置以及撤机后一系列处理，对于危重

患儿的监护与抢救有独到的见解。

王炜童友兵记者李皖婷

为中青年开的第一张健康保健大处

方：改变或纠正不良生活方式和行为

——关于吸烟，上策是戒烟；下策暂戒不

了烟也要减少烟害；远离二手烟环境。

关于喝酒，关键是控制喝酒的量，把握好

喝酒的度。关于久坐少动，每坐1小时

起身活动一下；提倡科学运动。关于熬

夜，尽量不熬夜并在晚11点前睡；偶有

熬夜要补回来。

给中青年开的第二张健康保健大处

方：提倡“六好”养生法，也就是喝好、吃

好-吃什么好?怎么吃好、科学运动好、

休息睡眠好、补好以及心态好。

给中青年开的第三张健康保健大处

方：关爱自己，关心自身健康，接受最新健

康保健理念和方法。牢记健康是要认识

的，健康是要学习的，健康是要投资的，健

康是要行动的。只有保健，才有健康！健

康是一种状态一种资本一种幸福，首要的

是我们选择健康选择高品质健康生活，那

么，健康就会伴随我们一生。

记者 李皖婷

给中青年开三张
健康大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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