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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胶性平，味甘。入肺、肝、
肾经。具有补血止血、滋阴润肺
的 功 效 。 适 用 于 面 色 萎 黄 、眩
晕 、心 悸 等 血 虚 以 及 虚 劳 咯 血 、
吐 血 、便 血 、尿 血 、崩 漏 等 出 血
症。热病伤阴、虚烦不眠等症用
阿 胶 效 果 也 很 好 。 阿 胶 与 不 同
的药物搭配，能起到不同的治疗
效果。

阿胶配白术：阿胶长于补血
止血；白术善于补气健脾。两药
配 伍 ，可 增 强 补 气 健 脾 ，补 血 止
血 的 作 用 。 适 用 于 脾 气 虚 便 血
或吐血等。

阿 胶 配 牛 蒡 子 ：阿 胶 甘 平 ，

长 于 滋 阴 养 血 ，润 肺 止 咳 ；牛 蒡
子 辛 寒 ，善 于 疏 散 风 热 ，宣 肺 止
咳 。 两 药 配 伍 ，可 增 强 滋 阴 润
肺、宣肺止咳的作用。适用于肺
热阴虚、燥咳痰少等。

阿胶配白芍：阿胶长于补血
止血；白芍善于敛阴止血。两药
配伍，可增强滋阴养血止血的作
用 。 适 用 于 阴 虚 血 少 所 致 的 各
种出血证。

阿胶配艾叶：阿胶长于养血
滋阴止血；艾叶善于温经安胎止
血 。 两 药 配 伍 ，可 增 强 温 经 安
胎，养血止血的作用。适用于崩
漏、胎动不安、妊娠下血等。

阿胶配人参：阿胶长于补血
滋阴，润肺止血，为补血的要药；
人 参 善 于 大 补 元 气 ，益 肺 止 咳 ，
为补气的要药。两药配伍，可增
强 补 血 滋 阴 ，益 肺 止 咳 ，止 血 的
作 用 。 适 用 于 肺 气 阴 不 足 之 咳
嗽、咳血等。

阿胶配麦门冬：阿胶长于润
肺燥养阴且止血；麦门冬善于养
阴润燥而生津。两药配伍，可增
强 养 阴 润 燥 、止 咳 止 血 的 作 用 。
既 适 用 于 热 病 伤 阴 、虚 羸 少 气 、
舌红少津等症，又可用于虚劳咳
嗽、咳嗽不爽或痰中带血等。

（陈 英）

阿胶与什么搭配效果好

黄芪有哪些使用方法
黄芪又称为王孙，始见于隋

唐时代的高寿医药学家甄权的著
作《药性论》。把黄芪称为王孙，
可见其尊贵。黄芪旧作黄耆，耆，
长寿也。

黄芪最擅长补气，全身之气
皆能补益。清代医药学家黄宫绣
在《本 草 求 真》中 将 黄 芪 推 崇 为

“补气诸药之最”。现在也有很多
人 爱 用 黄 芪 加 上 参 须 、枸 杞 、菊
花、红枣等泡茶饮用，以达到提气
提神的效果。据说中国新文化运

动代表人物之一的胡适先生，中
年以后常感身体疲惫，力不从心，
便常用黄芪泡水饮用，特别是在
讲课之前，总要先喝几口黄芪水，
才 能 精 力 倍 增 ，讲 起 话 来 声 如
洪钟。

黄芪的使用方法包括以下几
种：（1）煎服：取适量黄芪，放入砂
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煎煮十五
分钟左右，即可取汁饮用。（2）煲
汤：准备一只乌骨鸡和适量的黄
芪、食盐、葱、生姜、料酒。将乌骨

鸡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适中的
块状，冷水下锅，加入葱、生姜、料
酒去腥，焯水后捞出。锅中重新
倒水，放入乌骨鸡块和黄芪煲一
个小时后，加入适量的食盐调味，
即可盛出食用。（3）煮粥：准备适
量的黄芪、黄米和山药。将山药
去皮，切成小块备用。将黄米清
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黄
芪，煮半小时后加入山药块，继续
煮 20分钟即可盛出食用。

（黄 征）

脾胃对人体的重要性
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没有

饮食源源不断地输入人体，人的
生命不可能得到维持，而食物要
真正成为生命的原动力，必须经
过消化吸收的过程。中医认为，
脾胃在饮食消化吸收过程中起着
关键的作用。脾胃对保持身体健
康 的 重 要 性 可 从 以 下 三 句 话
体现：

1.《素问》：“仓廪之官，五味
出焉”

《素问·灵兰秘典论》中将脾
胃比作仓廪，是因为脾胃受纳食
物并输出精微营养物质以供全身

之用，可见脾胃在人体占有极其
重要的地位。中医认为，脾胃是
水谷之海，是气血生化之源，为后
天之本。健全脾胃，保养正气，方
为养生保健之大法。

2.《金匮要略》：“四季脾旺不
受邪”

健脾胃，扶正气，能抗御清除
外邪，同时也可调节和维持机体
阴阳平衡以清除内邪，这与免疫
系统具有防御、自稳、监视三大功
能是一致的。免疫功能降低和紊
乱是引起衰老和导致疾病的重要
原因。中医通过健脾便可扶正，

增强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现代
研究发现，具有健脾功能的中药
如人参、黄芪、党参、茯苓、白术、
大枣等，都有加强人体T细胞免疫
功能的作用，对防病、防衰确有积
极意义。

3.《脾胃论》：“内伤脾胃，百病
由生”

饮食要有节度，过分的肥甘
厚味，或过饥过饱、食无定时，都
会伤及脾胃。脾胃一伤，气血生
化之源匮乏，则诸病丛生。所以
说，脾胃为健康之根。

（李 平）

天 气 转 冷 ，不 少 儿 童 容 易 出
现反复感冒的情况，这类孩子中
医称为“易感儿”。在中医看来，
孩子之所以反复感冒，除了和季
节气候的变化有关，也和小儿正
气 的 强 弱 有 关 。 中 医 有 一 些 比
较好的对策 ，可以改善孩子反复
感冒的情况。

首 先 是 药 物 治 疗 。 针 对 不
同 类 型 的 感 冒 ，中 医 有 一 些 不
错 的 药 物 ，可 以 在 医 生 指 导 下
给 孩 子 使 用 。（1）肺 脾 气 虚 型 ，
可 用 玉 屏 风 散 、健 脾 益 气 合 剂
等 。 这 类 孩 子 的 症 状 是 反 复 感
冒 ，多 汗 ，少 气 懒 言 ，食 欲 差 ，食
量 小 。 治 法 上 主 要 侧 重 健 脾 补
肺 。（2）气 阴 两 虚 型 ，可 用 养 阴
益 气 合 剂 、槐 杞 黄 颗 粒 等 。 这
类 孩 子 的 症 状 是 反 复 感 冒 ，手
足 心 热 ，盗 汗 ，易 疲 劳 ，大 便 干 ，
食 欲 差 ，舌 质 红 ，苔 少 或 花 剥 。
治 法 上 主 要 侧 重 益 气 养 阴 。（3）
肺 胃 实 热 型 ，可 用 连 翘 、黄 芩 、
牛 蒡 子 、薄 荷 、石 膏 、芦 根 等 。
这 类 孩 子 的 症 状 是 反 复 感 冒 ，
汗 多 而 黏 ，咽 微 红 ，口 臭 ，大 便
干 ，舌 质 红 。 治 法 上 主 要 侧 重

清 泻 肺 胃 。
其 次 ，如 果 发 现 孩 子 有 感 冒 的 苗 头 ，也

可 以 使 用 一 些 食 疗 小 方 来 防 治 。 但 是 ，作
为 保 健 性 质 的 食 疗 方 ，不 可 以 替 代 药 物 。
比 如 冬 季 最 为 常 见 的 风 吹 受 凉 ，风 寒 感
冒 ，可 以 用 葱 白 粥 或 苏 姜 汤 。（1）葱 白 粥 ：
大 米 50 克 ，生 姜 3 片 ，连 须 葱 白 3 段 ，加 水
适 量 煮 粥 ，趁 热 饮 用 。（2）苏 姜 汤 ：紫 苏 叶
10 克 ，生 姜 3 片 ，稍 稍 煎 煮 ，代 茶 饮 服 。

（杨 军）

高血压患者“过冬指南”
防寒保暖：研究显示，寒冷

季节，在-5℃的环境中暴露 5分
钟，即可使血压升高约 10毫米汞
柱，但足够的御寒衣物可以减小
血压升高的幅度。建议高血压
患者在冬季要注意防寒保暖，根
据温度增减衣物，尽量减少不必
要的外出。喜欢晨练的患者尽
量在太阳出来后再锻炼身体，相
对比较合适。此外，身体各部位
感 受 寒 冷 的 灵 敏 程 度 也 不 同 。
其 中 面 部 最 敏 感 ，四 肢 最 不 敏
感。所以冬季外出时不仅要保
证身体温暖，还要保护头面口鼻
免于寒冷刺激，这样可以使血压
升高幅度降低，返回温暖环境后
血压降至正常的速度也会加快。

定期检测血压：相对于诊室
血压测量，家庭血压监测是一种
高重复性和可靠的预测心血管
合并症的有用工具。家庭血压
监测可更准确、全面反映一个人

日常生活状态下的血压水平，也
有助于发现血压的季节性变化。

建议每日早、晚测量血压，
每次测量应在坐位休息 5分钟后
测量 3次，间隔 1分钟，记录并取
多次测量平均值为当次血压值。
通常，早上血压测量应于起床后
1小时内、服用降压药前、餐前和
剧烈活动前进行。晚间血压测
量于晚饭后、睡觉前进行。不论
早晚，测量血压前均应注意排空
膀胱，并记录起床、睡觉、三餐及
服药时间。

遵医嘱科学调整用药：冬季
血压容易波动，高血压患者要遵
医嘱服用降压药物，并做好家庭
血压监测，当血压降至正常后不
能马上停药，应减到最小有效量
并长期维持。

对于短暂性的血压波动，可
暂时不处理，进行临床观察并监
测血压。对于收缩压小于 110毫

米汞柱的患者，应根据是否为季
节性因素引起，考虑是否减少降
压药物的用量。在减少降压药
物用量的时候，应该确保全天的
血压控制平稳良好。减量的同
时应该充分考虑患者的整体健
康 情 况 ，可 根 据 合 并 症 及 适 应
证，从力度最弱的药物着手开始
逐步调整治疗。降压药减量应
根据患者个体差异进行差异性
调整，需要临床医师的经验性把
控 ，切 莫 自 行 更 换 药 物 或 增 加
药量。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冬季
是心脑血管疾病高发季节，尤其
是高危人群，需要格外小心。日
常生活中要做到“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
还要定期进行健康体检，避免血
压 季 节 性 变 化 诱 发 心 脑 血 管
意外。

（李 林）

壮医针挑疗法

头痛是痧病的一种常见表现。
痧，又名发痧、痧气、痧麻等。患病

后表现为头晕眼花、发热头痛、胸脘满
闷，或上吐、下泻、腹痛如绞、大汗淋漓、
唇甲青紫、胸部或背部常透发斑点等。
如果痧病治疗不当，容易变生其他疾病，
故民间壮医有“万病从痧起”之说。

为了应对痧病，数千年来，民间壮医
研究出了治疗方法，挑痧（针挑）疗法便
是其中的一种。壮医针挑疗法历史源远
流长，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便有文献
记载。如果有患者反复头痛，不妨试试
挑痧（针挑）治疗。

具体操作方法：以左手食指和拇指
将治疗部位的皮肤捏起，右手持针刺至
捏起皮肤深层，然后将针尖向皮肤外挑
出细丝样组织，用刀片将细丝割断，每次
挑切 5~7条即可，挑毕在挑切部位敷上
少许火柴头（研粉），或以碘酒消毒，纱布
外敷。

一般步骤为，天部（头颈颈部）挑刺，
一般从印堂开始，头痛加挑双侧太阳穴，
后头痛挑颈部两侧各痧痕点，头晕而重
者加挑太阳、印堂、百会穴。

壮医针挑疗法治疗头痛临床效果较好，且方便
基层医护人员操作。故广西药研所在“壮医健康中国
行”活动中，公益开展“壮医针挑疗法”系列课程，由壮
医传承研究院院长梁绍波及研究员叶丽锦亲自传授，
让壮医针挑疗法走入更多地方诊所，惠及千万家。

（蒙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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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步走消脂快健康启示健康启示

退休后，先是高血压来找我
“跳舞”，后是颈椎、腰椎疼痛和我
“ 交 友 ”，连 胃 病 也 来 和 我“ 同
歌”。 与疾病“共舞”了一
阵子后，我明白这些都是
老年人的常见疾病，按照
医嘱服药后，血压变得正
常；在老中医的指点下，当
我有意识、有计划去练习
倒着走及相关食疗，颈椎、
腰椎病和胃病，逐步得到
康复。

通过这段时间，我渐
渐明白延缓衰老的办法，
首先是提高生活质量。当
我忙起来时，病也没了，苦
恼忘了，心里就萌发许多
的希望和寄托，心态就变
年轻了。对生活充满好奇
时，我就会去学习新知识、
新时尚。我还经常定个目
标，为之奋斗，把平淡的小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为自己制造点儿小浪
漫。比如，一早，当我散步
在洒满晨光的小路上时，就
尽情地和自己的影子跳舞，
那么我今早的幸福也莫过
于此了！于是我就笑嘻嘻地回家，
开始精心地为自己做一碗香汤，烙
一个金黄喷香的玉米面鸡蛋小饼
子，外加一小碟泡黄瓜，品尝起来
时，那当然胜似一份情人套餐。

上午，我如约到菜市买菜，选
些自己爱吃的，既注重色鲜味美，
也重营养搭配。“老了，就你对我最
好。”接下来一起先赏花，后浇菜，
然后是“逛逛”互联网。中午，在锅

碗瓢盆交响曲中，再给自己露一
手：一份自创美食，吃得自己“真解
馋”。

下午，我到老年活动
室，读一读报纸，打一会儿
牌，唱一段“红歌”，跳一会
儿舞，一下午就不知不觉
地过去。下面的时间往家
赶，为自己做一顿原汤化
原食的晚餐。

一天，老姐妹们突然
问我∶“陈姐，忙啥呢？成
天看把你乐的。”我微微一
笑，说：“正忙着跟自己谈
恋爱呢！”

早整明白了，我迟早
会一个人过，谁都有自己
的家和事业，哪能成天守
着我呢？只有我这个行影
不离的“老情人”，才一直
不离不弃地守着我。所
以，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
爱是什么？爱就是懂得自
己。换言之，就是想吃什
么就自己动手做什么，爱
穿啥就穿啥，想玩儿啥就
玩儿啥 ......就是宽容地“放
养”自己。不要老是放心

不下孩子，也不给自己的生活设置
条条框框，要无拘无束地为自己活
一回。

学会跟自己相处，就会容易获
得幸福。当你在夕阳下，把自己当
成能让自己最动心的那个人时，你
说你的日子
能过得不幸
福吗？

（陈玉霞） 岐黄论坛岐黄论坛

锻 炼 身 体 的 方 式 有 多
种，老爸最喜欢的是户外有
氧运动——快步走。

老爸不爱运动，又喜肉
食，退休后更易发胖。前些年
体检，医生提醒：上了岁数易
患心脑血管方面疾病。医生
建议：每天晚饭后坚持约半小
时以上的快步走，是最好的有
氧运动，可降低血脂。

老爸常在公园快步走，
绕园而行，平坦、安全，两旁
有树木、花草。活动前他稍
做热身，前段和末段选择低
速，中间段按正常的快走速
度。每次走一个钟头，全程 5
公里，出微汗、稍感劳累为
度。快步走已成为老爸生活
中重要的部分。

所谓快步走，既不是比
赛中的竞走，也不是散步时
的慢八字走，即比平常走路
稍快些，抬头挺胸，目视前

方，步幅和两臂的摆幅也要
大一些，让肩与臀保持在同
一条与地面垂直的直线上。
掌握了这些基本要领，锻炼
的效果才会明显。

老爸注意到，若臀部靠
后，会增加脊柱和腰部负担，
不能达到最佳运动效果；自
然摆臂，步伐大，速度要快；
将腰部重心置于所踏出的脚
上，行走时积极调动全身肌
肉，这有助于减轻腰痛、肩
痛。行走的速度要根据自身
的体能状态，以每分钟 120至
140步、心跳 120次为宜，强度
以行走时微汗、微喘、可交谈
但不能歌唱，走完后感觉轻
松或轻微劳累为最佳；坚持
每日 30分钟，可一次走完，也
可根据个人时间分几次累计
完成。

有耕耘就有收获，老爸
体会到，晚间快步走，除了健

身还能修身养性，把白天的
厌倦、烦躁“一走了之”。值
得欣慰的是，坚持快走一段
时间后，老爸左腿疼痛症状
就消失了；之前常见的畏热
怕寒、出虚汗的情况，越来越
少出现。气色明显的比前两
年好多了，体检时血脂、胆固
醇等各项指标都正常，体重
也减轻了 10斤，神清气爽。
他说，快步走是“一剂良药”。

快步走，对缺乏运动的
人来讲，属于“零门槛”。对
于步速的掌握，可因人而异、
视心情而定。可以是快步
走，不顾及周边风景；亦可徐
徐行，沿途景色悉数尽收眼
底。就运动场地来讲，更不
拘泥于正规的运动场，可以
是公园，也可以是行人较少
的人行道。读者朋友，如果
条件许可，您也不妨一试。

注：1斤=500克（陆明华）

从容，即不慌不忙，镇静
沉着，淡定泰然。从容，不仅
反映一个人的气度、修养、性
格和行为方式，也是符合健
康生活所需要的精神状态和
生活方式。

长寿老人，大多是性格
开朗、心胸豁达、从容处事、
乐观生活。庄子曾经一边卖
着草鞋，一边坦然谈论他对
世界的看法；苏东坡仕途坎
坷，即使在遭贬的路上，也不
忘把肉烧得有滋有味，他还
曾赋诗抒发情怀：“谁道人生
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
历经坎坷，但仍坚持真理，乐
观从容，他常以一副对联自
勉：“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

云舒。”
明代文学家、思想家吕

坤在《呻吟语》中告诫我们：
“天地万物之理，皆始于从
容，而卒于急促。”他还说：

“事从容，则有余味，人从容，
则有余年”，大力倡导“从容
养生”。他提出的“做人五不
争”主张：不与居积人争富，
不与进取人争贵，不与矜饰
人争名，不与少年人争英俊，
不与盛气人争是非。特别是

“不与盛气人争是非”，切中
时弊，对后人从容养生具有
深刻指导意义。

从容之人能保持心态平
衡。从容则无忧，无忧则心
境清澈，气定神闲，血脉通
畅，腑脏协调。气血平和则
百病难生。

要做到平和从容，一要善
于减压，学会卸下工作、生活
压在心头的重荷，比如运动、
下棋等方式放松休闲；二要善
于排谴，与亲友倾诉；三要善
于转移，心要向宽慰与欢乐处
转移；四要善于超脱，不求闻
达，不事张扬，淡泊为怀。

一位作家说得好：从容
是一种品质，一种人格，一种
精神力量。水从容，河流才
一路逶迤，永不停息；云从
容，雨才会从九天抖落，汇入
浩瀚海洋；山从容，才以慨然
的风度作岁月的见证；人从
容，才有健康长寿的人生。

处事从容日月长。让我
们以从容平和的心态面对周
围一切，快乐生活，健康长
寿，日月长久。 （徐淑荣）

从 容 者 长 寿 心海导心海导航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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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诊断】
（1）慢性腰肌及韧带

劳损：腰臀部肌肉及韧带
因长期劳损而发炎、充血
或水肿，甚至变性硬化呈
纤维条索状，并且牵拉或
刺激局部神经可引发坐骨
神经样痛。结合腰椎 CT
可做鉴别诊断。

（2）梨状肌综合征：因
梨状肌损伤、发炎或变异
导致干性坐骨神经痛，腰
椎间盘突出以神经根受压
为 主 ，结 合 腰 椎 CT 可
鉴别。

【壮医摸结】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筋

结形成以腰部肌筋的起
点、止点、交叉点、拐弯点、
腰椎间隙和椎旁神经出口
处、坐骨神经出口、腓总神
经处形成的筋结为主。筋
结形成大多与分布的相应
神经支配相对应。涉及神
经主要是坐骨神经、腓神
经、股神经。肌筋形成的
筋结分点、线、面等形状，
以触压疼痛异常敏感为特
征。其中，神经出口处的
筋结多为点状，肌筋形成
的筋结多为线状，多支支
配神经受累可出现面状筋
结。筋结越多的或涉及多
经 病 变 的 ，一 般 症 状 比
较重。

常见的筋结有腓肠肌
筋结、绳肌筋结、坐骨结节
筋结、臀中肌筋结、臀上皮
筋结、夹脊筋结、腰三横突
筋结、趾长伸肌筋结、腓骨
短肌筋结、骨长肌筋结、梨
状肌筋结、髂胫束筋结、腹
股沟筋结、腰大肌筋结。

经筋分型：
足太阳经筋型：以坐

骨神经线放射痛为主，其
中常见的筋结有腓肠肌筋
结、绳肌筋结、坐骨结节筋
结、臀中肌筋结、臀上皮筋
结、夹脊筋结、腰三横突
筋结；

足少阳经筋型：以腓
总神经麻痛为主，其中常
见的筋结有趾长伸肌筋
结、腓骨短肌筋结、腓骨长
肌筋结、梨状肌筋结、髂胫
束筋结；

足阳明经筋型：以下
肢酸冷无力为主，其中常
见的筋结有腹股沟筋结、
腰大肌筋结。

【壮医解结】
1.经筋手法
手法的原则：松筋为

主，解结为要。根据筋结
大小、硬软及位置，采取轻
以松结、中以解结、重以破
结的措施。

第一步：患者取俯卧
位，根据足太阳经筋走行，
先从足跟开始，医者取肘

尖部在患者的足底部点
按，使足部发热伴有热感
向上传导后用肘法（点、
揉、按、摩、分筋、理筋等复
式手法综合应用)沿足太
阳经筋线的走向从足到腰
进行全线松筋解结，重点
推按足跟筋结、腓肠肌筋
结、绳肌筋结、股二头肌筋
结、臀大肌筋结、臀中肌筋
结、髂肋肌筋结、华佗夹脊
筋结（骶棘肌，腰三横突
点，腰第四、第五椎或腰第
五骶、第一椎之间的棘突
旁)等，要求手法刚柔相
济，气到病所。

第二步：患者取侧卧
位，根据足太阳经筋走行，
医者用拇指指腹配合肘部
点按推揉足少阳经筋线，
重点松解足拇长伸肌筋
结、腓骨长肌筋结、腓神
经、股四头外侧肌筋结、伏
兔筋结（二半膜肌、缝匠
肌）、髂筋束、阔筋膜张肌、
梨状肌筋结等，使这些肌
筋充分松解、软化。

第三步：患者取仰卧

位，医者用拇指和其余四
指及前臂合力从脚背沿足
阳明经筋方向全线松解，
重点松解足背筋结（中三
趾）、股四头内侧肌筋结、
气冲筋结（腹股沟股神经、
股 动 脉 点)、腰 大 肌 筋
结等。

第四步：腰部斜扳复
位法。患者取侧卧位，在
上面的下肢屈曲，在下面
的患肢伸直。一般可单人
操作，也可两人相互配合
施法，由助手予以固定，术
者立于背后，一只手向后
扳拉肩部，另一只手向前
推骶髂关节部位，两手同
时作相反方向斜扳，可发
出“咯嗒”声。

2.经筋针法
经筋针法包括壮医火

针法和固结行针法，寒证
用壮医火针法，热证用固
结行针法。

壮医火针法：在经筋
手法的基础上，采用火针
解结。具体针法：对查找
到的筋结处进行常规消

毒，将毫针的针尖在酒精
灯上烧红，迅速刺入治疗
部位，得气后迅速出针。
针刺的深度主要根据患者
的病情、体质、年龄、针刺
部位肌肉的厚薄及神经、
血管的分布而定。

固结行针法：在经筋
手法的基础上，采用固结
行针法。针刺原则：以结
为腧，固结行针，不留针。
具体针法：常规消毒后，采
用2.5~3寸的毫针，选取突
出部位的棘突旁压痛点、
伏兔点、腘点、腓点等筋结
进针，可一孔多针，不留
针，以有针感传电到足底
为佳。

3.拔火罐
针后在针刺处拔火罐

10分钟，隔天治疗 1次，10
次为一个疗程。

【其他疗法】
（1）以壮药内服外洗。
（2）配合穴位注射、小

针刀疗法、功
能 锻 炼 等 进
行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