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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之谈

中医外治

辨治脑胶质瘤术后疾病两则辨治脑胶质瘤术后疾病两则
□郑玉玲

张某，男性，65 岁。患者从
2017 年 5 月开始出现嗜睡、打哈
欠、浑身乏力，以及不自觉流口
水等症状，当时还以为是面瘫，
就去附近诊所治疗，但治疗一周
症状没有缓解。患者到郑州市
某医院就诊，脑部磁共振检查结
果显示脑部有肿瘤。看到这样
的检查结果，患者的子女们不放
心，第二天就陪同患者到北京某
医院再次进行检查，结果显示脑
部右颞叶、右基底节区占位，进
一步诊断为高级别脑胶质瘤。
医生建议患者尽快手术治疗。

听到需要手术治疗，患者和
家人都十分着急，考虑到在北京
治病会有诸多不便，全家人商量
后决定回到郑州做手术。于是，
患者在郑州市某医院做了脑胶
质瘤切除手术，术后进行联合化
疗4个周期，放疗30次。

治疗结束后，患者一直精神
不振，头痛，血压 170~180/100~
115 毫 米 汞 柱（1 毫 米 汞 柱 =
133.322帕），食欲差，嗜睡，健忘，
大便干（4天~5天1次）。患者的
体质下降非常明显，跟手术前对
比简直判若两人，患者内心非常

痛苦。看到患者这么痛苦，其子
女们都十分着急，决定寻求中医
治疗。

初诊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患者的主要症状是头痛，嗜睡，
健忘，眠差，小便正常，大便干（4
天~5天1次），舌质淡红、苔厚腻，
脉弦滑，血压165/100毫米汞柱。

诊断 脑胶质瘤术后高血压
病。

辨证 肝阳上亢、痰瘀互结、
浊气上逆。

治则 平肝潜阳、化痰活瘀、
通腹降浊。

方药 镇肝熄风汤合复方大
承气汤加减。怀牛膝30克，代赭
石10克，生龙骨15克，生牡蛎15
克，龟甲15克，生白芍12克，玄参
12 克，天冬 15 克，生麦芽 15 克，
桃仁12克，赤芍30克，炒莱菔子
12克，大黄4克，枳实12克，厚朴
12克。共15剂。每天1剂，水煎
服，每剂药头煎、二煎共取药液
400 毫升，混合后分2次服用（上
午 10 时一次，下午 4 时服药一
次）。

二诊 2017 年 11 月 27 日。
患者服上方后头痛好转，血压下

降至145/95毫米汞柱左右，食欲
好转，便秘明显缓解，睡眠差，舌
质淡红、苔薄白，脉沉。上方加
酸枣仁 30 克，蝉蜕 12 克。共 30
剂。

三诊 2018 年 1 月 15 日，患
者服完上方后，头痛明显缓解，
偶尔头晕，血压基本恢复正常，
食欲增加，睡眠好转，大便每天1
次，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沉。继
续按上方服用30剂。

四诊 2018年3月2日，患者
头痛消失，血压基本恢复正常，
精神、饮食、睡眠恢复正常，大小
便也恢复正常，舌质淡红、苔薄
白，脉沉。笔者告诉患者可以停
药了，嘱咐其按时复查，注意饮
食、休息，生活规律，适度运动。

辨治思路 笔者结合患者的
病史和治疗经过，以及出现的头
痛、高血压、嗜睡、健忘、食欲不
好、睡眠差、大便干、苔厚腻等症
状，辨证为肝阳上亢、痰瘀互结、
浊气上逆。方选用镇肝熄风汤
（具有镇肝熄风、滋阴潜阳作用）
合复方大承气汤（具有理气通腑
降浊作用）加减。

镇肝熄风汤出自《医学衷中

参西录》，方中怀牛膝，补益肝
肾、引血下行；代赭石，质重沉
降、镇肝降逆；龙骨、牡蛎、龟甲、
白芍，益阴潜阳、镇肝熄风；玄
参、天冬，滋阴清热；麦芽，和胃
安中，以防滋阴及金石、介类药
物碍胃。根据患者大便不通的
症状，在上方基础上加理气通腑
降浊的方药，即“通腑降压、引邪
下行”。复方大承气汤加减，由
大承气汤化裁而成。大承气汤
见于《伤寒论》。该方由大黄、厚
朴、枳实、芒硝 4 味药组成，具有
攻下积滞、荡涤实热的作用。现
代药理研究证明，大承气汤可以
排泄肠道代谢废物，改善血液循
环，降低腹壁压力。笔者利用其
泻下逐水的功效，减少患者脑部

水肿，间接降低颅内压和血压，
对恢复大脑功能有积极意义，体
现了“上病下治”的治疗思想。
方中加用桃仁、赤芍，可以起到
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莱菔子
又可发挥润肠通便的作用。

患者服药15剂后，头痛症状
减轻，血压逐步下降；睡眠不好，
又加用酸枣仁、蝉蜕，以安神镇
惊。服药30剂后，患者头痛症状
基本消失，血压逐步恢复正常。
又按上方巩固治疗一段时间，患
者的精神、饮食、睡眠均恢复正
常。经随访，患者病情稳定，上
述症状未再复发。

（作者为全国第六批老中医
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
老师）

田某，男性，64岁。患者2017
年6月初莫名其妙地出现流口水，
好忘事，头部昏沉，白天没精神，
嗜睡。患者自己和家人都觉得是
患者的脑部出问题了。患者在家
人陪同下到郑州市某医院做头颅
磁共振检查，结果显示：右颞叶、
右脑岛及右底节区占位，性质待
查。医生建议患者立即进行手术
切除肿瘤。经过和家人商量，患
者没有选择手术，随后到北京市
某医院又做了一次头颅磁共振检
查，结果相同。北京某医院的医
生也建议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同
家人商议后，患者回到郑州某医
院进行了手术治疗。术后，经过
病理检查，患者被确诊为脑胶质
瘤，并进行了放疗和化疗，以防止
复发。虽然手术顺利，但是患者
经常出现流口水、头部昏沉等症
状。患者很纳闷，为什么脑部的
肿瘤已经切除了，但是症状没有
缓解呢？

在住院治疗期间，患者从医

生那里了解到，自己患的是脑胶
质瘤，属于恶性，虽然手术很成
功，术后又进行了放疗和化疗，
但是复发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
的。于是，患者就想找中医肿瘤
专家，进行中医药治疗。

初诊 2017年9月19日。患
者已经做过脑胶质瘤切除手术，
术后进行了放疗和化疗，但一直
流口水，头部昏沉，乏力、嗜睡，
健忘，大便干，舌质偏红、苔厚
腻，脉滑。

诊断 脑胶质瘤术后综合
征。

辨证 痰湿壅塞、蒙蔽清窍、
腑气不通。

治则 燥湿化痰、醒脑开窍、
通腑降浊。

方药 定痫丸合复方大承气
汤加减。陈皮 12 克，清半夏 12
克，茯苓15克，炙甘草6克，天麻
15 克，川贝母 12 克，茯神 15 克，
胆南星12克，石菖蒲30克，远志
15 克，全蝎 5 克，琥珀 3 克（研末

冲服），僵蚕10克，大黄3克，芒硝
3 克（冲服），枳实 9 克，厚朴 12
克。共14剂。每天1剂，头煎、二
煎共取药液400毫升，分2次服用
（上午10时服一次药，下午4时服
一次药），每次服200毫升。

二诊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患者服药后，流口水的症状明显
减轻，其他不适症状稍有减轻，
大便通畅。患者自觉比以前有
精神，食欲好转。上方去掉芒
硝，继续服用 28 剂，煎服方法同
上。

三诊 2017 年 12 月 19 日。
患者服药后，病情稳定，各方面
情况均好转。近来，患者时有腹
泻。上方去掉大黄、枳实，加焦
山楂、炒麦芽、焦神曲各15克，继
续服用28剂。

四诊 2018年3月13日。患
者服药后，流口水的症状基本消
失，健忘、嗜睡明显改善，偶有头
痛，又出现大便干（3 天~4 天 1
次），舌质淡红、苔腻，脉沉。

方药 定痫丸合复方大承气
汤加减。桃仁15克，赤芍30克，
莱菔子 9 克，大黄 6 克，枳实 12
克，厚朴15克，石菖蒲30克，远志
12克，胆南星12克，全蝎5克，琥
珀3克（研末冲服），僵蚕10克，莪
术15克，夏枯草15克，浙贝母30
克。共 15 剂。患者服上方后大
便通畅，精神、饮食、睡眠均恢复
正常。

辨治思路 这是一位老年患
者，出现流涎、嗜睡、健忘等症
状。头颅磁共振检查提示脑部
占位，术后经病理检查被确诊为
脑胶质瘤。患者通过手术切除
肿瘤后，又进行了放疗和化疗治
疗，流涎、头部昏沉、嗜睡等症状
不减，转而寻求中医治疗。从患
者初诊情况来看，虽然已经手术
切除脑部病灶，术后又进行了放
疗和化疗，但长期形成的脏腑失
调、痰瘀蕴结、蒙蔽清窍的病机
没有得到纠正。因此，患者流
涎、健忘、嗜睡等症状仍然存

在。辨证为痰湿壅塞、蒙蔽清
窍、腑气不通。治宜燥湿化痰、
醒脑开窍、通腑降浊。方选（具
有化痰开窍、安神定志功效）定
痫丸合（具有涤荡邪秽功效）复
方大承气汤加减治疗。定痫丸
出自《医学心悟》。方中半夏、茯
苓、陈皮，化痰理中；贝母、胆南
星，清热消痰；全蝎、僵蚕、天麻，
善解顽痰；石菖浦、远志、伏神，
祛痰开窍、宁心安神；琥珀，镇心
安神。因患者大便不通，故合用
大承气汤以通腑降浊。大承气
汤出自《伤寒论》，方中大黄泄热
通便、涤荡肠胃，芒硝泄热通便、
软坚润燥，厚朴、枳实行气散结、
消痞除满。这 4 味药材的加入，
使方剂有效发挥醒脑开窍的功
效。患者服药后在短期内就有
了显著的疗效。

以后的二诊、三诊、四诊中，
笔者均以定痫丸为基础方加减，
并密切观察患者的大便情况，确
保腑气通畅。

定痫丸合复方大承气汤治疗脑胶质瘤术后综合征

镇肝熄风汤合复方大承气汤治疗脑胶质瘤术后高血压病

针灸在康复治疗中的独特作用
□刘敬敏

随着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
中西医结合治疗已成为医疗领域
趋势。在这一背景下，针灸作为
中医的瑰宝，其在康复治疗中的
独特作用日益受到关注。下面，
笔者主要介绍针灸在康复治疗中
的应用，以及与西医结合所带来
的疗效倍增效应。

针灸是中医的一种独特疗
法，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调整
气血、脏腑功能，达到治疗疾病的
目的。针灸具有疏通经络、调和
阴阳、扶正祛邪的作用，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疾病的康复治疗中。

针灸应用
神经系统疾病 针灸在治疗

脑卒中、帕金森病、面瘫等神经
系统疾病方面具有显著疗效。
通过刺激相关穴位，针灸能够改
善患者的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细
胞的修复与再生，减轻神经功能
障碍。

肌肉骨骼疾病 针灸对于颈
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炎等
肌肉骨骼疾病，也有很好的治疗
效果。针灸能够缓解肌肉紧张、
减轻疼痛，促进炎症消退和组织
修复。

内科疾病 针灸在治疗慢性
胃炎、高血压病、糖尿病等内科疾
病方面也有一定疗效。针灸能够
调整脏腑功能，改善机体内环境，

从而减轻疾病症状。
针灸与西医结合的优势
互补性强 针灸与西医在康

复治疗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西
医注重病因治疗和对症治疗，能
够快速消除病因、缓解症状；而针
灸则注重整体调理和个体化治
疗，能够改善患者的体质和免疫
功能，减少复发。这两种治疗方
式互相结合，既能快速缓解患者
的症状，又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
的健康状况。

疗效倍增 针灸与西医结合
治疗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
疗效倍增的效果。比如，在治疗
神经系统疾病时，西医可采用药

物治疗、物理治疗等手段消除病
因；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穴位，
促进神经细胞修复与再生。这两
种治疗方式协同作用，能够显著
提升治疗效果，缩短康复时间。

注意事项
选择正规医院和专业医生

针灸治疗需要专业的技术和丰富
的经验。患者在选择针灸治疗
时，应选择正规医院和专业医生，
确保治疗的安全和有效。

遵循个体化原则 针灸治疗
应遵循个体化原则，根据患者的
具体病情和体质制定合适的治疗
方案，避免盲目跟风或一概而论。

保持良好的心态 针灸治疗

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患者在
治疗过程中应保持良好的心态，
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建议。

总之，针灸在康复治疗中具
有独特的作用和优势，通过与西
医结合治疗，能够发挥各自的优
势、互补性强、疗效倍增、减少不
良反应等。然而，在选择针灸治
疗时，患者也需注意选择正规医
院和专业医生，遵循个体化原则，
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态等。相信在
未来的医疗领域中，针灸将继续
发挥其独特魅力，为人类健康事
业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聊城市
第四人民医院）

应用针灸疗法保障身心健康
□聂美艳

在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人们常常感到身心疲惫，需要
面对各种压力和不适。然而，
有一种古老而有效的自然疗
法——针灸，可以帮助大家平
衡身心，重拾健康与活力。针
灸利用刺激身体特定的穴位，
调整脏腑功能，促进气血畅通，
达到平衡身心的目的。本文主
要介绍针灸的基本原理、应用
领域，以及相关注意事项，帮助
大家正确认识针灸疗法。

针灸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基于中医的理论体系，通
过调整人体经络系统和气血运
行来治疗疾病。在中医理论
中，人体经络包含了许多穴位，
在这些穴位上进行刺激，可以

调整脏腑功能，促进自愈能
力。针灸的基本原理可以归结
为3个方面。

气血调理 针灸刺激穴位，
可以调节气血的运行，达到平
衡身心的目的。在中医理论
中，气血是维持人体正常功能
的重要基础，当气血不畅时，人
体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

祛病扶正 针灸可以提高
机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帮助
身体抵御疾病。同时，针灸还
可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促
进身体康复。

舒筋活络 针灸可以调节
人体的筋膜，缓解肌肉僵硬和
疼痛，放松紧张的肌肉，改善局
部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修复

和再生。
针灸在临床治疗中被广泛

应用，以下是其中一些常见的
领域。

疼痛管理 针灸被广泛应
用于各种疼痛管理，如头痛、颈
椎病、腰痛、关节炎等，利用刺
激相应的穴位，可以改善患者
疼痛的感觉和程度，提高患者
的生活质量。

健康保健 针灸作为一种
自然疗法，可以用于健康保健，
帮助调整人体的气血平衡，增
强免疫力，预防疾病。定期进
行针灸可以让身体保持良好的
状态，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辅助治疗 除了上述常见
领域外，针灸还可以作为辅助

治疗方法，用于多种疾病的康
复过程。比如，针灸可以帮助
肿瘤患者减轻化疗的不良反
应，促进康复。

针灸是一项安全有效的自
然疗法，但是需要注意以下事
项。

选择专业的针灸师 针灸
师需要具有专业的技术和丰富
的经验。因此在接受针灸治疗
时，患者应选择具备资质的针
灸师。

遵循医嘱 针灸治疗应根
据医师的建议进行，不同的人
可能需要不同的针灸方案。因
此，在接受治疗前，患者应咨询
专业医生。

避免感染风险 针灸使用

的针具应严格消毒，以防止交
叉感染。同时，患者在治疗后
应注意伤口的护理，避免感
染。

禁忌证 针灸有一些禁忌
证，如孕妇、重病患者、有出血
倾向者等，应避免接受针灸治
疗。在接受针灸治疗前，患者
应与医生详细沟通，并告知个
人的健康情况。

针灸疗法可以帮助人们恢
复健康、舒缓疼痛，提高生活
质量。如果想要尝试针灸治
疗，要确保选择具备资质的针
灸师，并在医生指导下进行治
疗。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东营
市广饶县大码头中心卫生院）

在现代社会，随着医学技术
的发展，人们对于健康有了更高
的追求。中医康复作为中国传
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
的理论体系和治疗方法越来越
受到重视。西医康复以科学性
和系统性在世界范围被广泛应
用。那么，中医康复与西医康复
有何不同呢？

中医康复是一种以中医学
理论为基础，运用中药、针灸、推
拿、食疗、气功等方法，对疾病后
遗症、慢性病、亚健康状态等进
行调理和康复的过程。中医康
复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施治，注
重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以达到
恢复机体功能、提高生活质量的
目的。

西医康复是建立在现代医
学基础之上，主要运用物理治
疗、作业治疗、语言治疗、心理治
疗等手段，对患者进行功能恢复
和能力提升。西医康复侧重于
解剖生理学和病理学的研究，通
过科学的评估和量化的数据支
持，为患者提供个性化的康复方
案。

中医康复与西医康复的不
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理论基础的差异
中医康复根植于中华传统

的哲学思想，如阴阳五行学说、
脏腑经络理论等，认为人体是一
个有机整体，疾病的发生与五脏
六腑、气血津液的失调有关。西
医康复基于现代生物医学模型，
侧重于研究疾病对人体结构和
功能的影响。

治疗手段的区别
中医康复治疗手段多样，

如针灸可以通过刺激特定穴位
调节气血，推拿按摩能促进经

络通畅，中药内服可调整内脏
功能；西医康复则更多使用物
理治疗设备，如电疗、热疗、冷
疗等，以及专业的康复训练和
辅助器具。

治疗思路的不同
中医康复注重从人的整体

出发，寻找病因病机，治疗时考
虑患者的整体状况和体质差异，
强调个体化治疗；西医康复更侧
重于局部病变的治疗和功能恢
复，通过科学的评估制定标准化
的治疗方案。

效果评价的标准
中医康复的效果评价往往

较为主观，依赖于患者自身的感
受和医生的经验判断；西医康复
则倾向于使用客观的量化指标，
如功能评定量表、肌力测试等，
来评估治疗效果。

尽管中医康复与西医康复
在理论和方法上存在差异，但它
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帮助患者恢
复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在实际
的临床应用中，两者往往可以相
互补充，联合使用，以取得最佳
的康复效果。

比如，对于中风后遗症患
者，中医康复可能采用针灸和推
拿来促进血液循环和神经功能
的恢复，同时配合中药来调理内
脏功能；而西医康复会应用物理
治疗来加强肌肉力量的训练，使
用物理治疗、作业治疗等恢复患
者功能，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能
力。

总之，中医康复和西医康复
各有特色，都是人类医学的宝贵
财富。了解它们的不同之处，有
助于人们选择适合自己的康复
方式，实现身心健康。

（作者供职于湖南省宁乡市
中医医院针灸康复科）

中医康复与
西医康复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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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煎煮是中医治疗的重要环节之一，通过
煎煮可以提取中药的有效成分，并发挥其疗效。
然而，要煎出一碗好药，并非只是将中药放入锅
中煮沸，而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下面我们来了解
一下中药煎煮的知识和策略。

准备中药 选择优质的中药，确保来源可靠，
最好是从经过认证的正规中药市场或供应商处
购得。如果是草本植物，最好选择整体植株，而
非零散的碎片。一些中药可能需要提前处理，比
如清洗、晒干等，以保证中药的干燥度和纯净度。

充分浸泡 在煎药以前，应将中药放入清水
中充分浸泡，一般情况下用冷水浸泡30分钟至1
小时，以使中药充分吸收水分，便于药效释放。

选择合适的煮锅和火候 中药煎煮时，应选
择砂锅，避免使用铁质炖锅，以防止中药的有效
成分与铁质发生反应。在火候方面，一般使用文
火煮煎，保持温和的火候，以免温度过高破坏了
中药的有效成分。

控制煎药时间 煎药的时间会根据不同的中
药和处方而定。一般情况下，先用大火煮沸，然
后转至小火慢煎，煎至药液浓缩为添加水量的一
半左右即可。过长的煎药时间，可能导致药效过
强；过短的煎药时间，可能导致药效不足。

合理调整水量 水量的多少要根据具体处方
而定。一般情况下，水量以浸没过中药为宜，避
免水量过多或过少影响药效。煎药用的水源要
确保水质干净，不能使用有异味或污染的水源，
以免影响药效。

煎煮次数 一般中药煎煮2次~3次，每次用
时和水量可能有所不同，通常第一次煎药的浓缩
度较高，后期逐渐减弱。

注意事项 在煎药过程中，应将煎锅盖紧，避
免药液被挥发。同时，定时检查药液的浓缩程度，避免过度浓缩导
致糊锅。

按时煎药和保存 一旦开始煎药，应按时完成，避免中途中断或
延误。煎好的药液应及时用滤网或纱布滤掉药渣，分装保存。人们
也可以采用轻轻挤压药渣的方式，避免过度压榨，以免混入杂质。
在保存时，应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最好放置在干燥、阴凉的地方，
避免药液变质。

总之，煎药是中药疗法中重要的一环，正确的煮药方法和技巧
对发挥中药的疗效至关重要。自行使用中药时，最好在具备一定的
中药知识或经验丰富的人的指导下进行，以确保中药的安全性和有
效性。在进行中药煎煮时，人们应该根据处方来准备质量过关的中
药，并充分浸泡中药，选择合适的煎锅和火候，控制煮药时间，合理
调整水量，煎煮次数，注意煮药期间的细节和保存方式。通过注意
这些细节，最终煎出一碗好药，充分发挥中药疗效。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邹平市好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