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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
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
的病变。该病正严重威胁着人
们的健康，成为仅次于病毒性肝
炎的第二大肝病，已被公认为隐
匿性肝硬化的常见原因。其临
床表现轻者无症状，重者病情凶
险。这是因为轻度脂肪肝几乎
没有任何症状，半数以上的脂肪
肝患者，在心血管内科看高血
压、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或者
在内分泌科复查糖尿病，抑或在
普外科行胆结石手术时，被偶然
发现，甚至因疲劳乏力伴抑郁情
绪就诊于心理咨询门诊。

很多人包括脂肪肝患者在
内都认为脂肪肝是一种亚健康
状态，每个人都会有，可治可不
治，其实不然。 脂肪肝是一种
病态，是代谢异常的发源地。肥

胖、Ⅱ型糖尿病、高脂血症等单
独或共同构成脂肪肝的易感因
素。体重指数增加、腹型肥胖、
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以及年
龄等指标与脂肪肝密切相关。
糖尿病的重要病因之一胰岛素
抵抗，是许多代谢性疾病的一个
特征，其也参与了脂肪肝的发生
与发展，脂肪肝本身亦促进胰岛
素的分泌和加剧胰岛素抵抗，从
而形成恶性循环。

必须警惕的是，脂肪肝并不
全是“胖子们的专利”，有相当一
部分体形纤瘦的人也会罹患脂
肪肝。面对脂肪肝的各个阶段，
我 们 必 须 采 取 措 施 ，要 未 病
先防。

未病先防：中医认为，过食
肥甘厚味、情志失调、劳逸失度、
久病体虚会易引起脂肪肝。现

代社会，绝大多数上班族、白领
等都是脂肪肝的高危人群，所
以平时更应该控制体重，少食
油腻过甜的食物，谨慎饮酒，适
度参加体育锻炼，如游泳、慢
跑、打太极拳等，每天至少坚持
运动 20分钟，时刻保持乐观的
心情。但这些事情通常都是易
说不易做，所以坚持很重要。

有病早治：当出现脂肪肝
时，单凭生活节制是不够的，应
积极主动进行正规治疗。发生
脂肪病变的肝脏是一个极其脆
弱的器官，极易受到药物、酒精、
缺血及病毒的影响，导致更多更
复杂的肝病。中药对脂肪肝治
疗具有多向调节，疗效平稳等优
势，已证实泽泻、牡蛎、丹参、红
曲、黄精、山楂、葛花等许多单味
中药及其复方，可通过肠道脂质
吸收、降低血脂、调整肝脏脂肪
代谢，延缓或治疗脂肪肝。

既病防变：当B超检查出脂
肪肝时，提示脂肪沉积于肝超过
30%。30%~40%的轻度脂肪肝
因此会被漏诊，尤其是肥胖的脂
肪肝患者。血清转氨酶（ALT）
是肝功能受损的主要指标，而
40%以上的脂肪肝患者可显示
为正常。体重指数属于正常范

围、仅腹围超标的脂肪肝患者也
有 20%~30%漏诊。可见，脂肪
肝的早期诊断依然缺乏特异性
的指标。确诊早期轻度的脂肪
肝需要综合多项指标，包括遗传
因素。

脂肪肝病程的第 7~8年是
病情转变的关键期，在此之前干
预可有效阻断其发展为脂肪肝
性肝炎、脂肪肝性肝硬化，同时
也是影响糖尿病前期、动脉粥样
硬化、代谢性综合征的关键期。
脂肪肝的危害还在于，在肝脏内
不惹是生非，而在全身其他部位
的小血管犯事作乱，造成血管病
变。脂肪肝与癌症的关系目前
可明确的是，在单纯性脂肪肝或
脂肪肝性肝炎阶段时即可发生
肝细胞癌，另外，脂肪肝也可诱
致大肠癌患病率增高。

还有些脂肪肝的患者，往往
表现为化验肝功能异常（转氨酶
升高），化验血脂高，B超提示肝
脏形态等改变，病情较重的患者
出现肝区隐隐胀痛，影响正常工
作和学习，食后出现腹胀，四肢
乏力，大便稀溏等。肝脏长期受
损逐渐形成肝纤维化，这正是肝
硬化甚至肝癌的起始阶段，因此
需要及时服用扶正化瘀类的中

药，以减少肝窦周围以及肝汇管
区的胶原纤维沉积，从而阻滞并
逆转肝纤维化。《金匮要略》中也
提出“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
实脾”的独特见解，即治疗肝病
时必须照顾脾脏，以防疾病的传
变，所以在治疗时可以遵循健脾
祛湿、疏肝活血的原则，选用白
术、白茯苓、陈皮以及法半夏等
帮助患者健脾益气。

病愈防复：善后调理，以防
复发。脂肪肝症状完全消失后，
常因调理失当而复发，因此病后
调养十分重要。除了继续中药
治疗外，也需要保持心情舒畅，
有条件的可以配合针灸，取穴期
门、肝俞、章门、中脘、内关、足三
里、三阴交、阳陵泉、痞根等。

俗话说“防患于未然”，绝不
能等到疾病进展至中晚期肝脏
纤维化后才意识到需要治疗，日
常生活就应有所提防。有医学
观点认为，脂肪肝是代谢综合征
在肝脏的集中表现，确有道理，
脂肪肝可能仅仅是机体代谢障
碍这座冰山上的一角，随之而来
的也许是糖尿病、冠心病等，因
此面对并不简单的脂肪肝，绝对
不能掉以轻心。

（钟竹意）

疝气是老年人高发的
一种疾病，会对老年人的
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对老
年人来说，积极预防疝气
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可
以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

合理饮食，预防便秘
便秘在老年群体中比较常
见，如果饮食不合理，就容
易引起便秘。便秘发生
后，会导致老年人在排便
时过度用力，导致腹压升
高而引起疝气。因此，老
年人要科学合理饮食，积
极预防便秘。

保持小便通畅 对于
老年人来说，尤其是老年
男性，前列腺增生现象较
为普遍。前列腺增生会引
起患者出现尿频、尿急、排
尿费力等症状，这些症状
均会增加腹内压，这也是
引起疝气的一个诱因。要
积极治疗前列腺增生，避
免在薄弱的腹壁上“雪上

加霜”。
不吸烟，避免咳嗽 吸烟会引起

患者咳嗽，长期慢性咳嗽会导致老年
人腹内压升高，引起腹壁胶原纤维代
谢发生紊乱，导致腹壁强度降低。积
极戒烟，远离咳嗽，能够显著降低疝
气的发生风险。

避免提扛重物 日常生活中如买
菜、提篮子等并不会对疝气的发生产
生影响。如果进行搬煤气罐、扛大桶
饮用水等工作，则会使其在提扛重物
时导致腹内压急剧升高，从而诱发
疝气。

加强锻炼，增强腹壁力量 增强
老年人腹壁力量是预防疝气的有效
途径，首先要注意不可进行剧烈运
动，尤其是突然举重。适宜老年人的
运 动 有 太 极 拳 、交 谊 舞 、体 操 、游
泳等。

（胡佑志）

益 智 仁

益智仁，别名益智、益智
子。主产于海南、广东和广
西，为姜科植物益智的干燥成
熟果实。本品始载于《本草拾
遗》，是一味补虚药。

益智仁药性辛，温；归脾、
肾经。能辛温香燥，温补固
涩。既暖肾固精缩尿，治肾虚
遗精滑泄；又温脾止泻、开胃
摄唾，治脾寒泄泻腹痛或多
涎唾。

本品主要含桉油精、姜
烯、姜醇等挥发油；还含庚烷

衍生物类成分、微元素、维生
素、氨基酸、脂肪酸等成分。
主治温肾固精缩尿，温脾止泻
摄唾。用于肾阳不足，尿频，
遗尿，遗精；脾胃虚寒，脘腹冷
痛，吐泻食少，口涎自流等。

用法用量：水煎服，3~10
克。或入丸，散剂。

注意事项：阴虚火旺或因
热而患遗滑崩带者忌服。

临床验方
1.治疗遗尿：麻黄 42克，

五味子、菟丝子各 28克，益智
仁 21克。共研细末，分成 7
包，每晚睡前开水冲服 1包。
年幼者酌减。

2.治疗儿童多动症：鹿角
粉、益智仁各 6克，熟地黄 20
克，砂仁 4.5克，生龙骨（先煎）

30克，炙龟板、丹参各 15克，
石菖蒲、栀子各 9克，炙远志 3
克，水煎服，每日 1剂，分 3次
服。鹿角粉用药液冲服，每次
2克，连服2个月。

3.腹泻：益智仁 10克，水
煎服。

4.妇人崩中：益智仁、海
螵蛸各 10克，益母草、旱莲草
各15克，水煎服。

5.水肿：益智仁 60克，研
末，每次3克，米酒送服。

6.小儿遗尿，白浊：益智
仁、白茯苓各等分，研末，每服
3克，空心米汤调下。

7.缩泉丸：益智仁（盐水
炒）、乌药、山药各 400克，以
上 3味做成水丸。能温补肾
阳，固涩缩尿，常用于小便频

数，夜卧遗尿。口服 6~9克，
每日2次。

8.治妊娠遗尿不禁：益
智仁、白薇、白芍各等分，研
末，每服 9克，加盐 0.9克，滚
白汤调下。

常用药膳
妇人崩中：益智子适量

炒 碾 细 。 米 饮 入 食 盐 ，
服3克。

泄泻：益智仁 10克，山药
30克，鸡 1只，葱段、片、料酒、
食盐各适量，慢火炖熟，随量
饮用。

尿频，夜尿多：益智仁、桑
螵蛸、生姜各 10克，山药 30
克，山茱萸 15 克，羊肉 150
克，文火炖熟，随量食用。

（蒋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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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白穴位于足内侧缘足
大趾第 1 跖趾关节后下方赤
白肉际凹陷处，属足太阴脾
经。中医认为，脾不摄津，就
会导致夜里睡觉流口水，舌
头两边出现齿痕，吃完东西
就腹胀，消化不良，手脚冰
凉，女性崩漏等。这些症状
都与脾的运化能力差有关。

这时可以经常按揉太白
穴来防治。用大拇指的内侧
按揉，以酸胀感为度。

按摩此穴可健脾、补脾，
主治腹泻、腹胀、胃痛、便秘
等脾胃病证。

（胡佑志）

“未雨绸缪”防治脂肪肝

千古脾胃第一方：半夏泻心汤
半夏泻心汤方剂出自汉代名医张

仲景的《伤寒论》：半夏 9克，黄芩、干
姜、人参（或党参）、炙甘草各 6克，黄
连 3克，大枣 4枚。具有和胃降逆、开
结除痞的功效。主治寒热互结，胃气
不和，心下痞满不痛，干呕或呕吐，肠
鸣下利，舌苔薄黄而腻，脉弦数的痰气
互结痞证。

方中半夏和胃消痞，降逆止呕，为
主药。痞因寒热错杂，气机痞塞而成，
故用黄连、黄芩苦寒降泻除其热，干
姜、半夏辛温开结散其寒。佐以人参

（或党参）、甘草、大枣甘温益气，以补
脾胃之虚，而复其升降之职。七味相

配，寒热并用，辛开苦降，补气和中，自
然邪去正复，气得升降，诸证悉平。故
此 半 夏 泻 心 汤 被 称 为 千 古 脾 胃 第
一方。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半夏泻心汤
具有抑制幽门螺杆菌，治上消化道炎
症的功效。故此现代半夏泻心汤常用
于治疗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上消化
道出血、十二指肠壅滞症、胃神经官能
症、贲门痉挛、呕吐、顽固性呃逆、腹
胀、急性肠炎、慢性结肠炎、痢疾、慢性
肝炎、早期肝硬化、妊娠恶阻、小儿久
泻、口腔黏膜溃疡、梅尼埃综合征等
疾病。 （马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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