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人民医院

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梁栋：

被过度治疗的

乳腺纤维腺瘤

扫码看视频

专家简介：

梁栋，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河南省人民院
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临 证 中医药周刊 7
2019年10月29日 星期二

责编 朱忱飞 美编 朱忱飞

名医堂名医堂
中药用法

单方验方

本版药方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以上验方由郑玉平提供）

稿 约

本版未署名图片为资料图片

本版是以中医药为主要内容的“医生园地”，内设《中西
合璧》《针推治验》《四诊合参》《临证心语》《中药用法》《名
医堂》《验案举隅》《经验之谈》等栏目。

稿件要求：尽量原创，言之有物，具体可行；1000字以内；可
以用小故事开头，以增加趣味性。

联系人：朱忱飞
电话：（0371）85966391
投稿邮箱：5615865@qq.com
邮政编码：450000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省卫生

健康委员会8楼医药卫生报社编辑部。

经验之谈

按摩治疗产后乳胀
□郭丽芳

产后由于疲劳、焦虑、疼痛
等因素的影响，常使产妇不愿哺
乳，从而使乳头受刺激减少，乳
汁排出不畅，引起乳房胀痛，影
响母乳喂养。而乳房按摩可有
效减轻产后乳房胀痛。

首先，洗净双手，取适量专
用按摩精油涂于胸部，先自上而

下直推胸骨 10 次，按膻中穴 10
次，然后以乳头为中心用双手轻
柔地旋转按摩乳房10次，点云门
穴、乳根等部位，以促进乳房血
液循环，疏通乳腺，促进泌乳。
其次，从乳房边缘向乳头方向按
摩，手法要轻柔，对于积奶触摸
有乳块者，按摩时先按乳块周围
再按中间，在按摩过程中要与产
妇多沟通交流，树立其母乳喂养
的信心。

挤奶：先用热毛巾敷在双乳
上，这样方便乳房通畅，用拇指、
食指指腹沿乳晕边缘对称性向

胸壁方向按压，力度要适当，注
意手指在皮肤上不要滑动，以免
引起皮肤水肿；当按压有乳汁排
出后，放松手指，沿乳晕周围尽
量挤出乳房内的乳汁。每侧乳
房挤压5~10分钟，至乳汁减少再
去挤压另一侧，结束后用热毛巾
将乳房清洗干净。

总之，产后乳房按摩，操作
简单，方便经济，既可减轻产妇
乳房胀痛的痛苦，又有利于母乳
喂养，增进母婴感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健康体检中心）

大黄是中医常用药物，为蓼科植物掌叶
大黄、唐古特大黄和药用大黄的干燥根及根
茎。中医认为，大黄味苦、性寒，归脾、胃、大
肠、肝、心包经，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
血解毒、逐瘀通经的功效。常用于治疗实热
便秘，积滞腹痛，泻痢不爽，湿热黄疸，血热吐
衄，目赤咽肿，肠痈腹痛，痈肿疔疮，瘀血经
闭，跌打损伤等；外治水火烫伤等。

《神农本草经》记载：“下瘀血，血闭寒热，
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
通利水古，调中化食，安和五脏。”《本草纲目》
记载：“下痢赤白，里急腹痛，小便淋沥，实热
燥结，潮热谵语，黄疸，诸火疮。”

大黄主产于青海、甘肃、四川等地，于秋
末茎叶枯萎或次年春发芽前采挖，除去须根，
刮去外皮切块干燥，生用、酒炒、酒蒸（熟大
黄）、炒炭用。

炮制方法

生大黄：拣去杂质，大小个分开，洗净，略
浸，捞出，盛于容器内，闷润至透时，切厚片或
块状，烘干。生大黄泻下力强，故欲攻下者宜
生用。

酒大黄：取大黄片，用黄酒拌匀，闷润至
透，置锅内用文火炒至深黄色，取出摊凉，即
得。酒制大黄泻下力较弱，活血作用较好，宜
用于火邪上炎所致的头痛头胀、目赤咽痛、口
舌生疮等。

熟大黄：取大黄片，用黄酒拌匀，闷 1~2
小时，至酒被吸尽，置于蒸药容器内，隔水炖
24~32小时，或置木甑内蒸8小时，闷一夜，至
内外色均呈棕黑色为度，取出晒干。熟大黄泻下作用缓和，
活血化瘀作用增强，适用于年老体虚者。

大黄炭：取大黄片，置锅内用武火炒至表面焦黑色，内面
深褐色，洒入清水少许，取出摊凉晒干。大黄炭泻下作用极
弱，而收敛和吸附作用相对增强，多用于大便下血、外伤出
血、吐血、崩漏等。

功效与应用

大黄有较强的泻下作用，为治疗积滞便秘之要药。其具
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的功效。又因其
苦寒沉降，善能泄热，故实热便秘尤为适宜。若治疗大便秘
结、肠胃实热积滞，常与厚朴、枳实、芒硝等配伍；若治疗脾阳
不足、冷积便秘，常与附子、干姜等配伍；若治疗血热吐衄、目
赤咽肿，常与黄连、黄芩、栀子等配伍；若治疗热毒痈肿疔疮、
肠痈腹痛，常与金银花、蒲公英、连翘、丹皮、桃仁、芒硝等配
伍；若治疗烧伤、烫伤，常与地榆共研细粉，用麻油调敷外用
涂抹患处；若治疗妇女产后瘀阻腹痛、恶露不尽，常与桃仁、
土鳖虫等配伍；若治疗妇女瘀血经闭，常与桂枝、桃仁等配
伍；若治疗跌打损伤、瘀血肿痛，常与当归、红花、穿山甲等配
伍；若治疗肠道湿热积滞，常与黄连、黄芩、白芍等配伍；若治
疗湿热黄疸，常与茵陈、栀子等配伍。

因大黄用于泻下，故不宜久煎；外用时要适量，研粉调敷
涂抹患处；孕妇慎用。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大黄主要为蒽醌衍生物，包括蒽醌苷
和双蒽醌酮苷。大黄能增加胃肠蠕动，抑制胃肠内水分吸收，
促进排便。大黄有抗感染作用，对多种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细
菌有抑制作用，其中最敏感的为葡萄球菌和链球菌、白喉杆菌、
伤寒杆菌和副伤寒杆菌、肺炎双球菌、痢疾杆菌等。大黄对流
感病毒也有抑制作用。大黄有利胆和健胃作用。此外，大黄还
有止血、保肝、降压、降低血清胆固醇等作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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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某，男，75岁，患手麻木10
余年。患者自述 10 多年前的一
个下雪天，骑自行车从外地回
家，当时天气非常寒冷，因穿的
衣服单薄，骑自行车到家后已经
冻得浑身发抖。从此，患者便开
始了手麻木，百法不效，同时伴
睡眠不好。

思辨：《金匮要略》中记载：
“血痹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
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

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
血痹，阴阳俱微，寸口关上

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
风痹状，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

患者虽然体质壮实，并非“尊
荣人”，但天气恶劣，寒邪直中，造
成气血经络不通之机与“血痹”相
同，故以黄芪桂枝汤为君；寒邪过
猛，直中经络，又日久，正气不足，
一得大力扶正，又得兼以驱寒，麻
附辛方可担此任；休息不好，加龙

牡，既可安神，又可敛精气扶正，
还可防麻辛伤正。

处方：麻黄 8 克，附子 9 克，
细辛3克，黄芪30克，桂枝18克，
白芍 18 克，龙骨 20 克，牡蛎 30
克，干姜3克，大枣5枚。

效果：患者反映，服上方5剂
后即病祛五六，服药20剂后，麻
木感已基本消失。

（作者供职于偃师市高龙镇
石牛村集体卫生室）

张某，男，26岁，于1976年夏季
就诊。患者收麦后，用凉水洗身，当
风纳凉，至夜半身寒肢冷，随之发
热，并有寒战，面赤身热，心烦不宁，
唇舌干燥，口渴而饮，脉浮数有力。
测量体温 39.6 摄氏度，扪之通身干
热无汗。综合脉症，此系外寒郁闭，
暑热内蕴，为表寒里热实证，急以大
青龙汤解表清里，少加生津清肺之
品治之。

处方：生麻黄 10 克，桂枝 10 克，
炒杏仁 10 克，生石膏 30 克，生甘草
10克，生姜10克，大枣5枚，芦根30
克。患者家属到卫生院急取1剂，水

煎2次，每次约500毫升，4小时内将
两次药汁服完，服后汗续出，渐之大
汗，翌日晨，体温降至 38.2 摄氏度，
精神稍安，但时时索饮。于上方减
麻黄为5克，桂枝5克，加麦门冬30
克。患者服用1剂后，体温已至36.8
摄氏度，痊愈。笔者嘱咐其多食稀
粥以滋润营卫，恢复体力。

按语：大青龙汤证多见于形体
壮实之人，病在太阳经，所以寒热
明显，但由于表寒郁闭较重，使里
热难以外透，故呈现“体若燔炭”、
无汗烦渴等。此乃表寒里热证，但
也反映正邪交争之势正炽；若是体

虚之躯，寒邪可能直入三阴，而出
现急性呕吐泄泻之患。仲景为使
后人明确此方奥义，特指出“不汗
出而烦躁者”，其中“不汗出”尤为
重要，故治疗当以汗法为宜。《素
问·生气通天论篇》中记载：“体若
燔炭，汗出而散。”用大青龙汤乃为
对证之举。由于汗多伤阳，故仲景
于方后告诫之：“一服汗后，停后
服。若复服，汗多亡阳，遂虚，恶
风，烦躁，不得眠也。”

该患者有暑热伤阴之证，故先
后加入芦根、麦门冬，以滋填肺胃之
阴，不因汗出而致气阴两伤之虞。

经方治疗外感发热经方治疗外感发热
□毛德西

经方合方治疗手麻木
□王彦权

谢某，女，17 岁，学生，于 1995
年 6 月就诊。患者因淋雨，出现恶
寒发热，腰背困痛，鼻塞声重；当时
体温37.8摄氏度，自服APC（复方阿
司匹林）与感冒通片，略有好转，但
寒热仍未去。

刻诊：患者苦闷病容，身困肢痛，
口苦不欲咽，咽干不欲饮，体温37.8
摄氏度，舌苔薄白而润，脉象浮弦。

辨证：太阳少阳合并证。
处方：柴胡桂枝汤加味。柴胡

15克，桂枝6克，炒白芍6克，黄芩6
克，太子参6克，清半夏6克，生姜6
克，大枣10枚，炙甘草5克；另加藿
香10 克，香薷10 克（此二味药材后
下）。

二诊：患者服用上方1剂后，似
有汗出，3剂后，身徐徐汗出，顿感身
体轻快，食欲略增，鼻塞已通，欲饮
水润咽，但体温仍在 37.3 摄氏度左
右，身困肢痛未去。上方加入羌活、
独活各5克，服用3剂后，测量体温
为36.8摄氏度，余症悉除。

按语：太阳少阳两经合并证在
临床上并不少见，其机理为“表证虽
不去而已轻，里证虽已见而不甚”，
故仲景取桂枝之半，以解太阳未尽
之邪；取柴胡之半，以解少阳之微
结。但病邪已有趋里之势，故以柴
胡冠桂枝之前，以扩展人们的视野，
含有“既病防变”之义。论中所说的

“发热微恶寒”，不若太阳经的“发热

恶寒”，亦不若少阳经之“寒热往
来”，以示太阳证已轻，少阳证未
甚。支节即四肢百节，所以会出现

“烦痛”，与少阳经气不利有关，少阳
经气得到疏解，“支节烦痛”自然会
消失。病在夏月，笔者加入藿香、香
薷，以利祛除暑热；后加入少量辛温
利窍的羌活、独活，有利于表邪的疏
散。柴胡桂枝汤还可用以治疗癫
痫、胃痛、冠心病、胆囊炎、急性胰腺
炎等，其机理在于此方能疏解表里、
上下、内外等邪气，正如清代卢之颐
所说：“小柴胡复桂枝汤各半，凭枢
叶开，并力回旋，外入者内出，上下
者下上矣。”

（作者为全国名老中医）

林某，男，32岁，于1997年8月就
诊。患者恶寒发热已有5天，每至下
午3~4时许，始恶寒而后发热，体温多
在37.5摄氏度左右，入夜可至38.5摄
氏度，伴头痛身困，腰痛，食欲尚可，
偶有咳嗽。患者曾服用抗生素和感
冒类药物，汗出后有所好转，但下午
的寒热症状并未减轻。

刻诊：患者精神疲惫，面有赤色，
症状如前所述，测量体温36.8摄氏度
（上午），舌苔白滑，脉浮细。

辨证：风寒郁表，不得宣泄所
致。

处方：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10
克，炒白芍10克，麻黄5克，炒杏仁5
克，炙甘草5克，生姜5克，大枣3枚。
笔者嘱咐患者上午煎服1次，下午煎
服1次。

二诊：患者下午寒热与咳嗽祛
除，但头痛、腰痛、身困仍无缓解。

于上方加羌活、独活各6克。
三诊：患者服用1剂，已有效果，继服用1

剂后，痊愈。
按语：寒热“如疟状”，即寒热发作有一定

时间性，但并非疟疾，似乎也可以用小柴胡汤
治之。但彼方证为半表半里证，多伴有口苦、
咽干、目眩，或胸胁苦满，或呕而发热，而患者
并无此种症状，说明风寒袭表较轻，未及少阳，
故仲景不取小柴胡汤，而取桂枝汤与麻黄汤合
而为一，其用量较原方减少，且桂枝量重于麻
黄，意在以调和为主，佐以开泄腠理。该患者
寒热5天，但热度不高，每天下午发热，有如发
疟之状，正与桂枝麻黄各半汤证相吻，故服之
自然取效。后加小量羌独二活，以助搜风通络
之力，其头痛、腰痛随之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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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龙汤治疗“体若燔炭”

柴胡桂枝汤治疗“发热微恶寒”

为了贯彻落实《艾滋病防治
条例》和《关于加强学校艾滋病
防治知识教育工作的通知》，郑
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 2010
年开始，将大学生作为艾防宣传
的重点人群，并将新生入学季的
宣传工作当作重中之重。根据
国家卫生健康委公布的数据显
示，性传播已经是感染艾滋病的
主要途径，而在青年学生中通过
男男性传播感染的比例达到
81.6%，形势非常严峻，因此，加
强高校内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刻
不容缓。

2019年 9月 10日，郑州市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艾防所走进河
南财经政法大学郑东校区，参加
2019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新生动
员大会，与六千多名学生“谈性
说艾”。

郑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艾防所所长刘征以互动的方式
首先开始防艾活动，全程寓教于
乐，引导新生通过认真的思考参
与到整个讲座中来。她以简单
易懂的方式阐述了什么是艾滋
病、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及发展历
程、全国的高校疫情形势，并结

合近年来的学生病例，讲述了高
校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及原
因，并在讲授中解答了先前提出
的问题；教育学生们要自尊、自
爱，抵御一切诱惑，向艾滋病高
危行为说“NO”，让全体新生对
艾滋病有了清晰的认识。

刘征祝愿所有新生通过4年
大学生活的锤炼，能够超越自
我，走出校园的时候依然朝气蓬
勃、豪情万丈，担负起社会、学
校、家庭赋予的重任。

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了艾滋
病而显得残缺，生命永远美丽而

灿烂。但愿面对艾滋病时，每个
人都可以勇敢地微笑。此次讲
座普及了艾滋病相关知识，积极
倡导了科学健康安全的行为方

式，有利于同学们树立了正确的
生活态度，增强了自我保护意识
和应对能力。

（李喜英）

开学第一课，和大学生“谈性说艾”
——防艾主题健康教育讲座走进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治雀斑验方
方 一

取苍耳子若干。将苍耳子
做成粉，洗净，焙干，研成细粉，装
瓶备用。每次饭后服用3克，米
汤送下，每天3次。适用于因风
邪袭面，气血失和而致的雀斑。

方 二

取黑牵牛米适量，鸡蛋清
适量。将二者调匀，备用，在临

睡前将调好的黑牵牛粉涂抹在脸上，晨起洗去。该方法既
可除雀斑，又能保护皮肤。

方 三

取旋复花若干。将族复花捡去杂物，去除梗叶，筛净泥
土，研成细粉备用，用时洗脸。适用于雀斑，亦可使皮肤润
泽、驻颜。

方 四

取白檀香、浆水适量。将白檀香捣磨成汁备用。浆水
制法：将煮熟的小米浸泡在冰水中五六天，至生出白色泡沫
时，滤出备用。每晚用温浆水洗脸，毛巾擦干，然后在雀斑
局部涂上檀香汁，第二天早晨擦去即可。

方 五

取桃花、冬瓜仁各等份，蜂蜜适量。将桃花阴干，研成
细粉，冬瓜子去壳，研末，加入蜂蜜调匀，夜晚以此蜜敷面，
晨起洗净，每天1次。

方 六

取鲜芹菜根60克，切碎，用水浸泡24小时，过滤后取汁
洗脸。每天早、晚各洗1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