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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沿革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
派，起源于商丘市柘城县。1872
年7月，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
流派创始人何兴旺开办了以治
疗面瘫为主的中医堂。

第二代传承人何国泰，生
于 1872 年 2 月，在 1898 年开设
中医堂。

第三代传承人何怀琮，生
于 1898 年 6 月，在 1920 年开设
中医堂。

第四代传承人何连帮，生
于 1922 年 7 月，在 1945 年开设
中医堂。

第五代传承人何旭，生于
1951 年 11 月，17 岁开始学习家
传面瘫技术，于1972年开设中医
面瘫诊所至今。1985年，何旭把
带棱针改为三棱针；1995年，何

旭改用一次性三棱针。
笔者为第六代传

承人，毕业于河南中医

药大学针灸系。笔者于1999年
6月在开封市郊区南郊乡（现鼓
楼区南苑办事处）小王屯成立
了 专 门 治 疗 面 瘫 的 卫 生 室 。
2009 年，笔者在《中国中医药
报》第 4 版发表“三棱针放血加
中药外敷治面瘫”的文章。由
于治疗方法简便、疗效确切，为
广大面瘫患者所接受，笔者于
2010 年 12 月荣获“全国优秀乡
村医生”；2016年4月，被中华全
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第七代传承人分别为：宋
志红、刘琦云、邵勇、黄凯、王新
艳、何万畅，现均可以独立运用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治疗面瘫，
并且已经开设面瘫传承公益课
堂。

传承发展特色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
派是何氏家族历经代代相传，
才得以保存下来，并且得到传

承 和 运 用 。 面 瘫 又 叫“ 毁 容
病”，多发年龄是青壮年。患者
不仅承受疾病带来的痛苦，还
要承受心理上的痛苦。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是用三
棱针于患侧口腔黏膜内（相当
于第二个磨牙处，各点间相距1
厘米~1.5厘米，共６个挑刺点）
挑刺放血，符合中医“治风先治
血”的理念；穴位外敷为家传中
药配方“四白散”（白芥子、白僵
蚕、白附子、白花蛇、麝香研磨
成细粉），加调和剂调和，制成
中药贴，具有温经通络、祛风散
寒的作用。中药贴 4 小时后取
下，每周治疗一次，6 次为一个
疗程。

教学、科研、临床齐头并进

开封自古名人辈出，宋代
针灸学家和医学教育家王惟
一，便是一颗璀璨明星。王惟
一，又名王惟德，历任宋仁宗、
宋英宗两朝医官，宋仁宗时为

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
药奉御骑都尉。

王惟一精于针灸，编成《铜
人腧穴针灸图经》，设计并主持
铸造两具针灸铜人，在针灸技
术和针灸教学方面起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王惟一为中医药学
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
献，宋仁宗亲自赐予其“天下第
一针”。

针灸铜人又称天圣铜人，
是用精铜铸造而成的针灸模
型，工艺精巧，体型与正常成年
男子相同。针灸铜人里面装有
用铜铸成的脏腑，躯壳表面刻
有 354 个穴孔，孔内装满水银，
外封黄蜡，以防水银流出。应
试者，当老师出题针刺某穴位
或提问什么病该针刺什么穴位
时，学生照题试针。若针刺位
置正确，一进针水银便会流出；
若针刺位置不正确，就刺不进
去。针灸铜人作为中国首个实
物教学模型，直至现在仍有学

习和研究的价值。
笔者一直致力于针灸铜人

的弘扬、传承、研发。笔者结合
多年的针灸医疗实践，与众弟
子携手开始研发能互动的“智
能针灸铜人”。目前，笔者研发
的“智能针灸铜人”已经实现刺
入会发声、收听中医课程、播放
中医经典方剂的功能。预计 3
年~5 年后，“智能针灸铜人”第
二代产品、第三代产品将陆续
面市。

笔者还公开面向全国开设
面瘫传承公益课堂，打破了“传
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传长不
传幼”的传承“枷锁”。目前，何
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派传承
人已不限于河南本地。由于良
好的医技和医德，笔者被河南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特聘
为坐诊医师。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开封
市鼓楼区南苑小王屯村卫
生室，本文由常娟整理）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派

百年传承 守正创新
□何传义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派分布在商丘市柘城县和开封市，现在以开封市为中心。
何氏面瘫外治疗法学术流派特点：运用简便，疗效确切，价格为普通百姓均能接受，每周治
疗一次，6次为一个疗程，部分患者一次治愈，符合中医“简、便、验、廉”的特点。何氏面瘫
外治疗法学术流派传承人被患者称赞的故事，在乡里坊间广为传颂。

■■杏杏林撷萃林撷萃

养 生 食 谱

补益肝肾——鸭肉海参汤
□张超群

材料：鸭肉200克，海参50克，盐、味精适量。
做法：泡发后的海参切成片，鸭肉切成片；海参与鸭肉

放入砂锅内，加入适量清水，用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2小
时，最后加入适量盐和味精调味。

功效：该汤适用于肝肾阴虚所致的头晕目眩、耳鸣、腰
膝酸软、五心烦热、小便赤热等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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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
的健康意识也在不断提高，越来
越多的人重视甲状腺疾病筛查，
这使越来越多的甲状腺结节患者
被发现。

中医认为，甲状腺结节属瘿
病范畴，由情志内伤、肝气郁结、

湿痰凝聚引起，治疗以解
毒散结、活血化瘀为主。

在中药宝库中，有这
样一味中药，它具有化痰
散结的作用，适合甲状腺
结节患者服用。它就是
猫爪草。

猫爪草的作用

猫爪草，又叫三散草，为毛茛
科毛茛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猫
爪草，全草均可入药。其味甘、
辛，性温，归肝经、肺经，具有化痰
散结、解毒消肿的功效。

猫爪草入肝经，可借助肝的

疏泄功能，化散肝经巡行路线上
聚集的痰湿包块；入肺经，可借助
肺气的肃降作用，消灭痰湿包块。

因此，肝经郁结和痰湿类的
甲状腺结节患者，都可以使用猫
爪草配伍其他药物，进行散结治
疗。

猫爪草内服时，可以治疗瘰
疬、结核病、淋巴结炎、偏头痛、牙
痛等；外用时，具有解毒消肿的功
效，可以治疗疔疮肿毒、蛇虫咬伤
等。此外，猫爪草所含的小毛茛
内酯还具有抗菌、抑菌的功效，用
鲜品捣敷患处，不仅可以预防感
染，还可以辅助治疗腹泻、咽喉炎

等疾病。

推荐食疗方

猫爪草汤
材料：猫爪草60克。
做法：将猫爪草用适量清水

煮沸，再焖泡 15 分钟，取汁分 2
次~3次饮用。

用法：每天1剂。
功效：治瘰消肿，主治颈淋巴

结核。
猫爪草瘦肉汤

材料：猫爪草20克~30克，夏
枯草 45 克，猪瘦肉 500 克，生姜 2
片，盐适量。

做法：将猫爪草、夏枯草洗
净，放在清水里浸泡15分钟；猪瘦
肉洗净，不用切；把猫爪草和猪瘦
肉放入锅内，加入生姜和适量清
水，大火煮沸后改小火煮 2.5 小
时，最后调入适量盐即可。

用法：每周2次~3次。
功效：消炎散结、清热解毒。

猫爪草养阴益胃汤
材料：北沙参、石斛、猫爪草、

枳壳、蒲公英各 15 克，五爪龙 40
克，黄芪 20 克，田七 12 克，陈皮、
砂仁（后下）、炙甘草各6克。

做法：将所有材料水煎取汁。
用法：每天 1 剂，分早晚 2 次

服用。
功效：养阴益胃，主治慢性萎

缩性胃炎。
需要注意的是，猫爪草也有

一些副作用和禁忌人群，患者要
在专业医师指导下使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灵宝市
中医院）

化痰散结猫爪草
□张 丹 文/图

如何预防

秋季天气干燥，人体缺乏水
分，此时应该注重养护阴气，特别
要防止燥邪侵袭人体。因此，人
们应该把防燥理念贯穿到日常生
活的各个方面。

适当添加衣物 俗话说：“春
捂秋冻，不生杂病。”天气转凉，人
们要让身体逐渐适应转冷的天
气。在日常生活中，衣物不要增
加得太早，当然也要视自己的身
体状况和天气情况而定，避免受
寒，伤及肺部。

调畅情志 秋气肃杀，草木枯
落，给人一种凄清冷峻之感。心
情抑郁时，秋燥更容易对人体产
生不良影响。因此，人们只有保
持积极的心态，才能更好地缓解
秋燥症状。

合理饮食 预防秋燥重在合
理饮食，人们可以吃一些具有养
阴生津、润肺祛燥功效的食物，比
如雪梨、荸荠、百合、甘蔗、银耳、

蜂蜜、燕窝、芝麻、核桃、莲藕、白
萝卜等。梨有生津止渴、止咳化
痰、清热降火、养血生肌、润肺祛
燥等功效，适宜肺热咳嗽、咽干喉
痛、大便干结者食用。人们还适
合摄入酸性食物，如苹果、橙子、
山楂等，有助于收敛肺气。

需要注意的是，人们应尽量
少吃辛温发散、损伤阴气的食物，
如辣椒、葱、姜、蒜、胡椒等燥热之
品。人们要少吃油炸食物，以免
加重秋燥症状。

另外，室内可以使用加湿
器，以保持空气湿润。人们可以
适当多饮水，并且以少量多次的
方式饮水，成年人每天以1000毫
升~2000 毫升为宜。人们还可以
多喝汤或粥，以补充身体丢失的
水分。

起居有节“早卧早起，与鸡
俱兴。”人们应保持规律的生活起
居，做到早睡早起，早睡以顺应阴
精的收藏，早起以舒达阳气。进
入秋季后，天气逐渐转凉，尤其是

夜晚，温度降得很快。人们此时
不宜待在户外太长时间，以免遭
受风寒之邪，而应早早进入梦乡，
以帮助人体精气的收敛与闭藏。
秋季以早起为宜，以舒达阳气、强
健身体。

怎样调养

应对秋燥，滋阴润燥是关
键。对于秋燥引起的身体不适，
应在滋阴润燥、清肺润肺上下功
夫。阴液恢复正常了，虚火消退
了，咽干口渴、唇干鼻燥等症状也
就逐渐消失了。

调养秋燥的具体方法，除了
适当多饮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
应用加湿器以使室内空气湿润，
适当多吃雪梨、荸荠、银耳等具有
滋阴润燥、清肺润肺作用的食物
外，还有服用中药、饮中药茶，以
及选用食疗方等。

服用中药 调养秋燥，首选具
有滋阴润燥、清肺润肺作用的清
燥救肺汤。药物有桑叶、胡麻、杏

仁各 12 克，麦冬、浙贝母、白芍、
桔梗、知母、瓜蒌各 15 克，沙参、
黄芩各 20 克，甘草 6 克。医生应
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灵活加减。
用法为每天1剂，水煎取汁，分早
晚2次服用。

饮中药茶 适当多饮水，补充
水分，是最简单的自我调养秋燥
的方法。如果把饮用的水换成具
有滋阴润燥、清肺润肺作用的中
药茶，其效果会更好一些。

罗汉果茶：材料为罗汉果 1
个；制作时将罗汉果洗净切碎，放
入保温杯中，加入沸水冲泡，最后
盖上杯盖焖15分钟即可；用法为
每次用 1 个罗汉果，每天泡 2 次，
可以代茶饮。

雪梨莲藕汁：材料为雪梨、莲
藕，各500克；制作时将雪梨洗净、
去皮、去核、切成块，莲藕洗净、去
皮、切成块，最后把雪梨、莲藕一
起放入榨汁机中榨成汁；用法为
每天1剂，可以代茶饮。

雪梨青橄榄茶：材料为雪梨

1个，青橄榄3枚，白糖适量；制作
时将雪梨洗净、去皮、去核、切
碎，用白糖浸渍 30 分钟，再加入
洗净捣烂的青橄榄，最后一同放
入茶杯中，加沸水冲泡，稍凉后
即可饮用；用法为每天1剂，代茶
缓慢咽服。

选用食疗方 用饮食调养秋
燥引起的身体不适，除了适当多
吃雪梨、荸荠、银耳等具有滋阴生
津、清肺润肺作用的食物外，还可
服用下列具有滋阴润燥、清肺润
肺作用的食疗方。

海蜇荸荠汤：材料为海蜇头
30克，荸荠6枚；制作时将海蜇头
洗净、切碎，荸荠去皮、洗净、切成
片，之后把海蜇头与荸荠一同放
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煮沸 10
分钟即可；用法为每天1次~2次，
佐餐食用。

藕丁西瓜粥：材料为莲藕150
克，西瓜200克，大米200克；制作
时将莲藕洗净、去皮、切成丁，西
瓜洗净、去皮、切成块，之后在砂
锅内加入适量清水，倒入大米，大
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继续煮至大米
熟软时，倒入莲藕、西瓜，最后用
小火煮20分钟左右，搅拌均匀即
可；用法为每天2次，分早晚温热
服食。

青橄榄雪梨煲瘦肉：材料为
青橄榄90克，猪瘦肉100克，雪梨
200克，盐适量；制作时将青橄榄
洗净、拍扁，雪梨洗净、去核、切成
块，猪瘦肉洗净、切成块后焯水备
用，砂锅内加入适量清水，煮沸后
倒入猪瘦肉、青橄榄、雪梨，大火
煮沸后改小火煲至猪瘦肉熟烂，
最后放入适量盐搅拌均匀即可；
用法为当菜佐餐。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
人民医院）

秋燥的预防与调养
□刘仿访 尹国有

秋季天气干燥，人们出现咽干、鼻燥、咳嗽少痰、皮肤干燥等症状，就是中医所说的秋燥。秋
燥是秋季感受时令燥气之邪引起的外感疾病，其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与天气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般发病时间多集中于秋季。入冬以后，秋燥症状逐渐消失。

秋燥以津伤失润为主要临床表现，初起常具有肺卫证候。一般来说，在秋季出现咽干鼻燥、
咳嗽少痰等口、鼻、咽、唇津气干燥症状者，是受秋燥侵袭。秋燥引发咽干口渴、唇干鼻燥、咳嗽少
痰等，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外部因素，即天气干燥；二是内部因素，即体内的津液不足。人们想
要预防和调养秋燥引起的身体不适，需要采取综合性措施，适当补充水分，做到未病先防。

■养生堂

传说很久以前，在
一个偏远的小村庄里，
住着一户人家，母女二
人相依为命。女儿叫慈
姑，不仅长得聪明伶俐，
还孝顺能干。母女俩的
生活恬淡安逸。

没想到有一年，慈
姑的母亲的脖子及耳
后突然长了一些黄豆
大小的硬疙瘩。这些
疙瘩虽然不痛不痒，但
是有时使慈姑的母亲
出 现 低 热 、乏 力 的 症
状。村里的老人们说
那 是 瘰 疬 ，得 抓 紧 治
疗。可是，山中缺医少
药，慈姑只能每天起早
贪黑上山采药，而母亲
服药之后却迟迟不见
效果。眼看母亲的病
情渐渐加重，最后竟卧
床不起，慈姑的心都要
碎了。

有一天，慈姑在山
上采药，或许是心情沉
闷又加上劳累的缘故，她竟然依着一棵小树迷迷糊
糊地睡着了。睡梦中，她看到不远处有一个郎中正
走向自己。郎中走到慈姑面前，从随身背着的药囊
里拿出一颗长得像大蒜叶的野草。郎中对慈姑说：

“你母亲的病，这种草能治。”慈姑突然醒了，揉揉眼
睛，面前并无一人。

慈姑将信将疑地到处寻找那种野草，最后真的
找到了。于是，慈姑把野草连同大蒜样的根一起挖
出来，带回家后洗净切碎，煎水让母亲喝下。该野
草少量喝，没有特别的味道；加量后，觉得涩苦。慈
姑的母亲连续服用半个月，那些硬疙瘩果然渐渐变
软变小了。慈姑的母亲又坚持服用了2个多月，疾
病痊愈。

后来，慈姑专心采药为人看病，还不收钱财。
特别是瘰疬患者，一个个都被慈姑治好了。周围村
子的百姓都来找慈姑看病，并夸赞她心眼好、技术
高。当大家问起这种野草的名字时，慈姑摇摇头表
示野草没有名字。有村民建议将这种野草用慈姑
的名字命名，结果一呼百应。因为此野草长在大山
中，村民们慢慢地将这种草药叫山慈姑。

山慈姑入药首载于《本草拾遗》，夏秋季节采
收。山慈姑不耐寒，耐阴，喜疏松、肥沃的土壤，多
生长于海拔1950米~2100米的松林下、草地或田野
中。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云：“根状如水慈姑，花状
如灯笼而朱色，故有诸名。”山慈姑性凉，味甘、微
辛，主要功能是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祛风化痰。近
年来，山慈姑广泛用于治疗结节、囊肿、增生、息肉
和多种肿瘤，被誉为“抗癌皇后”。

药理学研究结果发现，山慈姑含黏液质、秋水
仙碱及甘露糖等。因此，山慈姑还可以治疗老年性
阴道炎、痛风、急性扁桃体炎、口腔炎、淋巴结核、肝
硬化及蛇虫咬伤等。

因为山慈姑富含淀粉，口感细腻且鲜嫩多汁，
所以还可用作餐桌上的美味，制成药膳（如山慈姑
炒腊肉、山慈姑焖牛肉等），辅治多种疾病。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辉县市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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