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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䗪虫丸出自《金
匮要略》，原用以治五劳虚
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
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
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
内有干血、肌肤甲错、两目
黯黑等症，本方化载在临
床用于治疗脑血栓形成、
中风、慢性活动性肝炎、脉
管炎、原发性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慢性肾小球肾炎、
结核性盆腔炎、盆腔腹膜

炎，盆腔炎性包块、子
宫肌瘤、乳腺增生等
病症，每收良效。笔
者在临床实践中，用
于由瘀血所致的颜面
黑垢、腹痛大便难和
牛皮癣，效果显著。

1.颜面黑垢（颜
面色素沉着）

陈某，女，35 岁，
教师。2017年2月20
日初诊。颜面黑垢年

余不退，平时常手心灼热，
形瘦，易躁烦，大便多干
燥，苔薄白，脉细数。此系
瘀血阻滞阳络所致颜面黑
垢。治宜祛瘀生新。予中
成药大黄䗪虫丸，每次服3
克，每日3次。连服14天，
黑垢消退，肤色转正常。

范某，女，31岁，工人。
2018 年 2 月 3 日初诊。颜
面黑垢已 2 年不退，影响
面容，五心烦热，月经量极

少，腰酸，少腹胀痛，舌质
淡红，舌尖有瘀点，苔薄
白，脉细数。证属肝郁，肾
虚，血瘀。治宜疏肝益肾，
活血化瘀。方用大黄䗪虫
丸合六味地黄汤加减：金
铃子 12 克，延胡索 15 克，
郁金 15 克，生地、熟地各
20 克，山药 20 克，山萸肉
12 克，丹皮 12 克，茯苓 15
克，泽泻 12 克，炙甘草 3
克。水煎服，每日 1 剂，嘱
月经来潮时开始服；配服
中 成 药 大 黄 䗪 虫 丸 200
克，每次 3 克，每日 3 次。
共服 18 剂后，颜面黑垢消
退，月经量正常，腰酸腹
痛、五心烦热等症消失。

按：颜面黑垢属瘀血
伤阳络。大黄䗪虫丸的君
臣药均为虫类药，“虫以动
其瘀”，瘀血去则血脉流
通，经络肌肤得以濡养则
面色正常。

2.腹痛、大便难（术后
肠粘连）

宋某，女，42 岁，公司
职员。2020 年 3 月 1 日初
诊。患者子宫次全切除术
后年余，经常小腹隐隐作
痛而来诊。证见小腹隐隐
作痛，大便秘结，形体消
瘦，手心灼热，食纳不佳，
舌质红，舌尖有瘀点，脉细
数。此系术后气血亏虚，
久虚成瘀，瘀阻络道，腑气
失畅。治宜祛瘀通闭，补
虚扶正。予中成药大黄䗪
虫丸，每次3克，每日3次，
连服半月。药后，便秘、腹
痛消失，食欲增加。后予
当归养血膏、大黄䗪虫丸
交替服用30天以善后。

按：虚劳所致的血瘀
腹痛、大便难，用大黄䗪虫
丸获愈，方中重用大黄逐
瘀攻下。药理实验证明，
大黄䗪虫丸具有预防腹腔

粘连的作用，其机理与促
进血块吸收及增强肠蠕动
有关。加用当归养血膏是
因患者气血较虚，恐大黄
䗪虫丸破血祛瘀之品较
多，而补虚扶正之品较少，
故以助补虚扶正。

3.牛皮癣（银屑病）
吴某，男，35岁，教师。

2021年1月12日初诊。患
者 1 个月前被确诊为牛皮
癣性红皮症，经住院治疗1
个月好转出院，出院诊断
为牛皮癣静止期。现患者
左肘关节内侧尚有状如粟
米大、表面附着较薄之银
白色鳞屑，基底呈红色，鳞
屑强行剥离后，底面可见
筛状出血点，发痒，舌质淡
红，苔薄白，脉沉细。此乃
血瘀，肌肤失养所致。治
宜祛瘀生新，养血润肤。
予中成药大黄䗪虫丸，每
次3克，每日3次。连服14

天后，鳞屑隐没，基底不见
红色。续服 60 天后，皮肤
完全正常。随访 2 年，未
见复发。

按：银屑病相当于传
统医学中的“蛇虱”，即西
医所指的牛皮癣。如《外
科大成》中说：“蛇虱，肤如
疹疥，色白而痒，搔起白
屑，故名。”《医宗金鉴》还
阐明了发病的原因是由于
风邪客于皮肤，或阴血枯
燥，不能营养于外而致。
血热是发病的主要原因，
然而血热的形成是与多种
因素有关，如七情内伤，郁
久化火，以致心火亢盛；外
受风邪或挟杂燥热之气客
于皮肤，内外合邪而发病。
该患者因长期夫妻不和，
平素嗜食辛辣之品，燥热
之邪客于皮肤，因而经常
反复发病（每年二三次发
作）。大黄䗪虫丸中地黄、
芍药具有较强的养阴清火
之功，故对血虚燥热之“蛇
虱”效果甚佳。

（欧阳军）

通宣理肺汤（片）方由紫苏叶、前胡、
桔梗、苦杏仁、麻黄、炒枳壳、黄芩、陈皮、
制半夏、茯苓、甘草等组成。可解表散
寒，宣肺止嗽。用于风寒咳嗽，气喘发
烧，头疼无汗，鼻塞不通，周身作疼等。
笔者宗其“宣肺散寒”之旨，用于肺系疾
病，也获显效。

1.肺部感染咳嗽案
郭某，男，65岁，自诉咳嗽一月，呈干

咳状，咳甚时吐痰白而黏，胸部时作隐
痛。行 CT检查，提示“右下肺感染”，予
抗炎、止咳治疗两周，咳嗽仍作，肺部CT
检查如旧而来就诊。证见咳嗽痰白，口
淡无味，时有畏寒身痛，鼻塞，咳嗽及鼻
塞，入睡尤甚，舌淡红，苔薄白，脉细。
血、尿常规检查正常范围。此乃中医“咳
嗽”之症，为风寒外袭、肺气不宣使然。
治宜疏风散寒，宣肺止咳。方用通宣理
肺汤加减：麻黄、紫苏叶、炙甘草、细辛各
5克，前胡、桔梗、苦杏仁、炒枳壳、黄芩、
陈皮、制半夏、茯苓、辛夷花、白芷各 10
克。3剂，水煎服，每日1剂。

药后，自觉畏寒、鼻塞、胸痛消失，咳
嗽减轻，精神转佳。续服1月，诸症消失，
夜卧安稳，嘱患者改口服通宣理肺片以巩
固疗效。续服 1月，患者病情稳定，复查
肺部CT正常。随访2个月，未见异常。

按：本证为外感寒邪，束于肌表，肺
失宣发，鼻窍不利所为。通宣理肺汤解
表散寒、宣肺止嗽，加细辛宣肺散寒，辛
夷花、白芷通利鼻窍，增强通宣理肺汤疏
风散寒通窍之力。诸药合用，外散风寒，
内温肺寒，故咳嗽诸症止。

2.新冠病毒感染后核酸不转阴案
谷某，男，60岁。自诉二周前发热、

身痛、肌肉酸痛，体温 38.4℃，咽拭子核
酸检测（+）。诊断为新冠病毒感染，予支
持对症治疗 3天，体温恢复正常，身痛等
症消失，但咽拭子核酸检测（+）。此后每
周检查 1次，连续 3次检查仍阳性，故转
诊中医。证见时觉畏寒，咳嗽，痰色清稀

白黏，鼻时流清涕、鼻塞，入夜为甚，舌淡
红，苔薄白，脉细。咽拭子核酸检测（+），
肺部CT检查、实验室检查血尿等正常范
围。此乃中医“疫病”范围，为邪毒感染、
风寒侵袭、肺气不利所为。治宜祛疫解
毒，疏风散寒，通宣肺卫。方用通宣理肺
汤加减：麻黄、紫苏叶、炙甘草、细辛 5
克，前胡、桔梗、苦杏仁、炒枳壳、黄芩、陈
皮、制半夏、茯苓、辛夷花、白芷、藿香各
10克。3剂，水煎服，每日1剂。

药后，畏寒、鼻塞消失，咳嗽减轻。
继服 5剂，诸症悉除，咽拭子核酸检测

（~），改服通宣理肺片以巩固疗效。续服
1个月，患者病情稳定，期间二次咽拭子
核酸检测（~）。

按：中医认为，新冠病毒感染属于
“寒湿疫”范围。风寒疫邪袭表，肺宣降
失常，卫外功能失调，故发为是症。通宣
理肺汤可解表散寒，宣肺止嗽，加辛夷

花、白芷通利鼻窍，藿香芳香利湿、祛毒
化浊等，增强通宣理肺汤疏风散寒、宣肺
利气之力，故可获效。方中紫苏、麻黄性
温辛散，疏风散寒，发汗解表，宣肺平喘，
是为君药。脾为生痰之源，陈皮、半夏燥
湿化痰，茯苓健脾渗湿，以绝生痰之源。
肺为贮痰之器，前胡、苦杏仁降气化痰，止
咳平喘，桔梗宣肺理气，化痰止咳，三药相
伍，助肺宣发肃降，化痰利气，疏散寒邪，
共为臣药。黄芩清泻肺热，一防外邪入肺
内郁化热，二防麻黄、半夏等温燥太过。
枳壳理气止痛，疏利肺气，使肺气肃降，痰
化肺宣，共为佐药。甘草化痰止咳，调和
诸药，为使药。诸药相合，共奏解表散寒、
宣肺止咳之功，且麻黄、杏仁宣利上焦，陈
皮、枳壳畅利中焦，茯苓通利下焦，三焦通
利，故肺宣脾运，气顺痰化，咳嗽可止。

上述病例中均有畏寒、鼻塞诸症，故
加细辛疏风散寒，加辛夷花、白芷通利鼻
窍，助通宣理肺汤散寒解表之力。病例 2
为新冠病毒感染，故加藿香芳香化浊，祛
湿解疫，以冀全功。 （胡献国）

通宣理肺汤（片）临床应用二则

大黄䗪虫丸临床应用经验

所谓虚性感冒，即患者素体不足，外
受风寒，出现发热恶寒、汗出、鼻塞流涕、
全身疼痛、脉浮缓等症状，此种发热一般
不太高，很少超过 38.5℃，有的患者体温
可以正常。《实用中医内科学》将虚性感
冒分阴虚、阳虚、气虚、血虚 4种。据笔
者所见，以气虚感冒为最多，其他 3种也
多兼有气虚的病变。因为，气虚则卫外
不固，营卫失和，腠理疏松，稍遇气候变
化，即感风寒之邪。虚性感冒除表现有
外感症状外，兼见语音低怯、心慌气短、
倦怠神疲等正气亏虚之象。多年来，笔
者用桂枝新加汤为主治疗，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现介绍于下。

患者，女，24岁。产后 3月，经常畏
寒、乏力、体痛、不欲食，经服速效感冒胶
囊、注射柴胡针剂等，恶寒不解，体痛愈
重，伴有心悸、乏力。心电图诊为心肌
炎。西医给细胞色素C、辅酶A等治疗，
病势不减，乃求诊于中医。按其脉缓而
无力，察其舌质淡，苔薄白。证属新产失
血耗气，气阴两虚，风寒侵袭，营卫失和。
治宜益气养血，调和营。方用桂枝新加
汤：桂枝 10克，白芍 20克，炙甘草 10克，
人参 10克，生姜 20克，大枣 7枚。水煎
分 2次服，每日 1剂。连服 7剂，寒去汗

止，体痛大减，身渐有力。又服 7剂，复
查心电图正常。

患者，男，21岁。恶寒、身倦、体痛乏
力、易出汗 3个月，伴失眠头痛，自述结
婚一年，贪房事，常遗精早泄，观其面色
萎黄，形瘦而倦怠，诊其脉迟而无力。屡
用中医药物均不能解其苦。脉证合参，
乃气血双亏，营卫失和。方用：桂枝 10
克，人参 10克，白芍 20克，炙甘草 10克，
生姜 5片，大枣 7枚（劈开）。水煎分早晚
2次温服，每日 1剂。服 3剂后，病大减，7
剂诸症消失。

【按】桂枝新加汤，即《伤寒论》中的
桂枝汤加人参为新加汤。原文说：“发汗
后，身疼痛，脉沉迟者，桂枝新加汤主
之。”桂枝新加汤为仲景所创，是在桂枝
汤的基础上加人参组成。仲景所创本方
为发汗过多损伤卫阳和营阴，使筋脉和
肌肉得不到足够气血温煦和濡养致身体
作痛而设，方中桂枝辛温散寒，通阳化
气，气化阳通，而阳自旺。重用芍药有增
强滋阴养血、敛汗、固腠理的作用；生姜
宣通阳气，并能缓寒痛；人参性温气宏，
大补气血；炙甘草、大枣益气调中。纵观
全方，能和营卫，解肌表，助阳气，滋阴
血，祛邪兼能扶正，气血双补，阴阳共调。

笔者多年的临床观察，虚性感冒常
见于西医学中的各种心肌病变，如病毒
性心肌炎、风湿性心肌炎、中毒性心肌
炎，由于心肌发生病变，心脏功能衰退，
容易导致外惑，而外感又加重心肌的损
害，一般多表现发热畏风寒、头痛、鼻塞、
汗出、乏力、气短、倦怠、脉浮无力等症
状。另外，某些慢性疾病，如慢性肠炎、
神经衰弱，有气血双亏的体质，又不慎着
凉，致风寒侵袭营卫不和，均可用本方治
疗。据现代药理研究，桂枝所含的桂皮
醛能调整血液循环，使血液流向体表，又
能轻微发汗以加速体表散热而起解热作
用，所含桂皮油则有镇静和镇痛的作用；
白芍有扩张血管和较弱的解热作用，辅
助桂枝以加强解热镇静、镇痛功效；生姜
对大脑皮层、延髓的呼吸中枢及血管运
动中枢均有兴奋作用；甘草含类肾上腺
皮质激素成分，有抗炎、抗毒作用；大枣
含多种营养成分，有补益作用；人参能兴
奋中枢神经系统，提高机体工作效能，减
轻疲惫感，并能增强高级神经活动的兴
奋与抑致过程，促使二者均衡，还对心脏
有直接的兴奋作用，可改善心肌无力，促
进坏死心脏细胞的再生。由此看出，本
方为一滋补强壮性解表剂。

综上所述，桂枝新加汤能增强心脏
功能，调整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活动，
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又能镇痛退热，
故用于虚性感冒疗效特别理想。

（姜明辉）

桂枝新加汤治疗虚性感冒的体会

藤黄檀

【别名】丁香柴、梣果藤、藤檀，红
香藤，鸡腿香、降香、大香藤。

【来源】为豆科黄檀属植物藤黄檀
Dalber克 ia hancei Benth.的茎和根。

【性味】辛，温。
【功能主治】理气止痛。茎用于胃

痛，腹痛，胸胁痛；根用于腰痛，关节痛。
【用法用量】5~10克，水煎服。

图 说 药 谱

谷道病
谷道即食物进入人体

得以消化吸收之通道（壮语
称为“条根埃”）。谷道主要
是指食道和胃肠。其化生
的枢纽脏腑在肝、胆、胰。
食物经口、咽、食道入胃，经
胃的腐熟消化（此中有肝、
胆、胰参与化生），进入“虽
勒”（小肠）泌别清浊。清者
为营养物质，输布全身，发
挥营养作用；浊者经“虽老”

（大肠）变为糟粕，排出体
外。故谷道的功能主要包
括消化吸收和排泄糟粕两
个方面。

谷道病是指身体摄取
食物，消化、吸收、传导营
养精微物质，排泄体内之
糟粕等功能产生障碍的疾
病，主要表现为呕吐、呃
逆、嗳气、厌食、腹泻，或便
秘、腹胀、腹痛等。谷道病
多为寒、湿、热、毒邪或时
邪疫毒直犯谷道，或由于
饮食不节、损伤谷道而致；
治疗上辨毒、辨虚，以祛除
毒邪，疏通谷道，调谷道之
气为主。

验案：胴尹（胃痛）
梁某，女，44岁，职工。

初 诊 日 期 ：2022 年 6 月
11日。

主诉：诉胃脘隐痛伴反
复嗳气10年余，加重10天。

现病史：患者 10 年前
开始出现空腹时胃脘隐痛
伴嗳气，无腹胀。曾断断续
续地吃中药治疗，症状时有
缓解。10天前出现胃脘疼
痛，嗳气加重，时有腹泻，排
稀便每天3次，做胃镜检查

示慢性浅表性胃炎。曾服
用西药治疗，效果不明显。
刻下证：患者形体偏瘦，胃
脘隐痛，按之疼痛稍缓解，
偶见恶心呕吐，口燥咽干，
胃纳差，完谷不化，寐差，面
色萎黄。舌质红，少苔，脉
弦细。

壮医诊断：胴尹（阴证）
中医诊断：胃痛（胃阴

亏虚证）
西医诊断：慢性胃炎
治疗：壮医针灸结合壮

药内服治疗。
1.壮医针刺
取穴：脐内环穴（肝、脾

胃、肾）、上脐行穴、内庭穴、
足三里穴、三阴交穴、脾俞
穴、胃俞穴。

手法：针脐内环穴（肝、
脾胃、肾）用壮医天阴阳针
法，进针后直接留针 30 分
钟。针足三里穴，用吐纳补
法，补4次。其他穴位无痛
进针，不求酸、胀、麻针感，
留 针 30 分 钟 。 每 周 针
灸2次。

2.壮医药线点灸
取穴：上脐行穴、内关

穴、中脘穴、合谷穴、曲池
穴 、内 庭 穴 、趾 背 穴 、食
背穴。

方法：每穴点灸 3 壮，
每日1次，均用泻法。

3.壮药内服
处方：旋覆花10克（布

包煎），代赭石 10 克（先
煎），法半夏 10 克，陈皮 6
克，党参20克，茯苓15克，
白术15克，柴胡6克，白芍
10 克，香附 10 克，枳壳 10
克，炙甘草6克，麦芽15克，

山楂 15 克，神曲 10 克。7
剂，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
温服。

4. 内 服 黄 氏 补 谷 健
胃汤

处方：党参15克，陈皮
6 克，山药 30 克，白术 10
克，广西蜜枣10克。

用法：浸泡好的党参、
茯苓、白术、陈皮用净布包
起，放入砂锅内同猪排骨
500克、蜜枣一同武火煮沸
后，改文火炖 3小时，去汤
上白沫，炖直至酥软，加入
盐少许调味，去药渣，喝汤
吃肉，分 2~3 次服，日常调
理用，可一周1~2次。

2022 年 6 月 18 日 二
诊：患者诉经上述治疗后，
胃脘隐痛症状较前好转，仍
有嗳气，解稀烂便次数减
少，继续内服上方 7剂，并
配合壮医针刺及壮医药线
点灸，取穴及手法同上。

2022 年 6 月 25 日 三
诊：患者诉经上述治疗后，
不再胃脘痛，嗳气减少。
舌质淡红，薄白，脉细。处
方：黄芪30克，白术15克，
陈皮6克，升麻10克，柴胡
10 克，党参 30 克，当归 15
克，桔梗 10 克，炒枳壳 25
克，炙甘草 10 克，麦芽 15
克，山楂15克，神曲10克，
柏子仁 20 克，酸枣仁 30
克，五味子 10克。7剂，每
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温服。
同时配合壮医针刺，取穴
及手法同上。

2022年7月2日四诊：
经上述治疗后，患者诉睡眠
改善，胃痛未见发作，气色

好转。要求继续予壮医针
刺及内服黄氏调气汤、黄氏
补谷健胃汤巩固疗效。

随访三个月，胴尹（胃
痛）未见复发，嗳气减少，纳
寐可。

【按】胴尹（胃痛），是以
胃脘部近心窝处疼痛为主
症的疾病，急慢性胃炎、功
能性消化不良、胃及十二指
肠溃疡等均可归属于本病
范畴。胴尹（胃痛）既是临
床上一种常见的独立疾病，
又是谷道病中多种疾病的
一个症状。

壮医认为，胴尹（胃痛）
主因人体内天地人三气不
同步而发病，缘由外感邪毒
阻滞三道两路，或饮食不节
恣纵口腹，过服寒凉，寒邪
凝滞于谷道，以致气不畅而
致胃脘部疼痛，或内伤情
志，脏腑功能失调，年高体
虚等，导致气机失调，谷道
失于濡养而疼痛。病变部
位属于壮医谷道病范围。
胴尹（胃痛）以辨清虚实为
要，如实证者，应区别寒毒
凝滞谷道或龙火两路瘀堵，
分别给予祛寒毒、疏通龙路
火路瘀毒之法；虚证者当辨
虚寒与阴虚，分别治予补虚
之补阳或补阴法。胴尹（胃
痛）的治疗以通调谷道，解
毒止痛为大法，通过疏通谷
道气机，辅以补虚，以达“通
则不痛”。

黄老尤善于运用壮医
针灸结合壮药内服治疗胴
尹（胃痛），经过多年的临床
验证，证明疗效确切，效果
显著。本病辨证时以嗳气

频作、胃脘隐痛、口燥咽干
为要点。故在治疗上采用
壮医针刺治疗及壮药内服，
同时配合壮医药线点灸治
疗和食疗方黄氏补谷健
胃汤。

壮医针刺治疗着重于
调气。脐内环穴为调气要
穴，针脐内环穴（肝、脾胃、
肾）以通调谷道，疏通人体
内天、人、地三部，配合脾俞
穴、胃俞穴增强调气作用。
针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健脾
补虚，用于滋阴和胃。针内
庭穴健脾和胃止痛，主治脾
胃虚之疼痛。针上脐行穴
通路止痛、调理气血、健运
谷道。上脐行穴为壮医特
定穴位，也称胸脐行穴，属
天、人、地部，从天突穴至神
阙穴，等距离分为 10 穴。
在此基础上加入壮药内服
以调畅谷道，黄老认为壮药
治疗本病的关键在于协调
脾胃升降失常的同时，加以
调理肝木之品，“土得木而
达”，肝木宣发，脾胃升降有
序；肝木不舒，则脾胃升降
失调。故用旋覆花重镇降
逆，理气止嗳，代赭石镇肝
和血，以平逆气，沉降止呃，
共用为君药；法半夏、陈皮、
枳壳辛温散寒、祛痰降逆，
白芍养血敛阴、柔肝止痛、
舒达肝木共为臣；再配伍四
君子汤以治疗脾胃素虚为
佐；加上麦芽、山楂、神曲促
进脾胃运化功能；炙甘草调
和诸药为使。诸药配伍，起
到健脾温中和胃、行气降逆
止痛、养血敛阴柔肝的功
效，可使“血润肝荣，脾不受

制，逆气自平”。三诊时，根
据患者舌脉以及症状，黄老
遂辨证施治，调整为壮医黄
氏调气汤，顾护脾胃，方中
重用黄芪，通调健运谷道，
配以红参、白术、炙甘草，甘
温补虚。脾虚日久，化源乏
力，则营血亦虚，更以当归
养血和营，配伍陈皮理气醒
脾，助气机升降，又加升麻、
柴胡二药，轻清升散，协诸
益气之品升提下陷之中气，
枳壳破气除满，消气滞除胸
胁胀痛，酌加麦芽、山楂、神
曲健脾和胃，柏子仁、酸枣
仁、五味子安神助眠，桔梗
载药上行，助全方药物补气
调畅谷道。在壮族先民千
百年的饮食习惯中，认为

“补虚当用血肉有情之品”，
故黄老在治疗胴尹（胃痛）
的过程中，结合壮医黄氏补
谷健胃方。方中党参补气
健脾养胃，脾喜燥恶湿，故
用白术，健脾燥湿以助运
化，茯苓渗湿健脾，陈皮理
气健脾，一同共奏通调补益
谷道之功。

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广
泛流传于广西壮族民间，其
将经壮药液泡制的苎麻线
点燃后，直接灼灸人体体表
一定穴位或部位，借助火的
温和热性以及药物的功效，
补虚调气，扶正祛毒，恢复
谷道、龙火二路正常运转，
从而达到“通则不痛”。黄
老用壮医药线点灸疗法辅
助壮医针刺及壮药内服，能
有效将内外毒邪祛除，使三
气同步，胴尹（胃痛）自愈，
恢复健康。

外治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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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球肘又称肱骨外
上髁炎，是因外伤、慢性
劳损导致的前臂部分肌
肉与肱骨外上髁连接处
的无菌性疾病，其实质是
肌腱组织的退行性改变。
患者如果度过了急性发
作期，就可以通过按摩方
法来促进痊愈，按摩可以
起到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的作用，同时还可以促进
炎症吸收，缓解局部疼痛
的症状。

1.点揉曲池穴、合谷
穴：首先采取坐位或者站
位，然后用健侧手拇指力
度适中地按压患侧上肢的
曲池穴、合谷穴，以按压后
局部感到酸胀为佳。完后
可以继续按顺时针方向来
点揉这两个穴位，每穴的
时间保持在约 1分钟。曲
池穴、合谷穴均属于清热
止痛的要穴，效果非常强
大，平时患者经常点揉，不
仅可以缓解局部及全身疼
痛，还可以起到强身健体
的作用。

2.点揉手三里穴：按
摩的时候首先应该用健侧

手拇指力度适中地按压患
病部位的手三里穴。同样
是先采取顺时针方向点
揉，时间保持约 1分钟。
这是一个治疗网球肘效果
最好的穴位。

3.点揉肘髎穴、阿是
穴：操作的时候同样是把
健侧手拇指按压住这两个
穴位，一般来说患者可以
在肘髎穴周围找出压痛
点，因此患者的治疗点亦
位于此处。而阿是穴也是
患者前臂按压时会发生疼
痛的部位，按摩的时候同
样以感到酸痛为佳。

4.点揉肱骨外上髁：
用健侧手拇指按揉疼通部
位的肱骨外上髁最痛处，
同样是以局部出现了酸痛
的感觉能忍受为佳，然后
接下来就可以按顺时针方
向按揉此穴位，时间大约3
分钟。

此外，网球肘患者在
按摩同时如果可以配合局
部热敷的话，可以让治疗
的效果更明显，但是一定
要注意坚持进行治疗。

（陈 安）

□国医大师黄瑾明学术思想与临床诊疗传承发展研究中心国际壮医医院分中心
秦祖杰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

整理：王成龙 郑 玲 蒋桂江 指导：秦祖杰 黄瑾明

足跟痛医学上称之为“跟痛症”，是以足跟部疼痛
伴站立、行走受限为主要病变的疾病，好发于久站和
长时间走路人群，如超市售货员、教师、IT行业从业
者、走路健身的中老年人、理发师等，此外少数严重腰
椎间盘突出患者也会出现。

足跟痛的原因
骨刺：跟骨退行性改变导致的骨质增生，就是老百

姓所谓的“骨刺”，它是导致足跟痛的常见原因之一。
骨刺本身并不会引起疼痛，但当它长期存在，长骨刺的
跟骨长期负重或负重过大，会引起局部充血，发生无菌
性炎症，刺激病变部神经，导致足跟痛，此时“骨刺”才
真正成为了致病的元凶。如果患者在治疗足部其他疾
病时，拍摄X线片发现跟骨患上了骨刺 但自己没有感
觉到任何症状，多半不用紧张，也不需要过度治疗。

足底拓腱膜炎：拓腱膜是足底部的一个纤维结
构，是足底维持正常足弓、缓冲震荡、加强弹跳力作用
的腱性组织。老年人由于足部肌肉和韧带发生松弛，
足弓变得低平，足底的拓腱膜要承受更大的力量，长
期受到刺激后，容易在跟骨起点处形成退行性改变，
即拓腱膜炎。拓腱膜炎的疼痛很独特，表现为晨起下
床最初几步时疼痛最重，有如踩到钉子般刺痛，令你
站在原地，不敢活动，足底还可有胀裂感，但若缓慢行
走几步后，疼痛就会明显减轻。足底拓腱膜炎多见于
40~60岁的中老年人及肥胖人群，但近年伴随生活环
境和职业的多元化改变，发病人群趋于年轻化。目
前，它是青壮年足跟痛患者较常见的一种病因，大多
患者都是由于职业特点，如站立工作时间长且长年累
月缺乏有效休息，致使足底肌肉腱膜“疲劳”而产生劳
损，劳损的腱膜由于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张力增高，腱
膜起点处反复摩擦和牵拉，由此发生局部充血肿胀及

无菌性炎性渗出的改变，致使组织胺类致痛因子释
放，引发疼痛。

足弓异常：足弓结构发育异常，也会引起足跟痛。
足分内外二个纵弓和一个横弓，内纵弓由跟骨、距骨、
舟骨、楔骨和第一、二、三跃骨组成。外纵弓由跟骨、
骰骨和四、五跖骨组成。内外纵弓的组成中都包括跟
骨，跟骨是足弓负重的主要部分，人体在站立位时，跟
骨与距骨承担了约 50%的体重，足弓本身的构造是为
了人行走时吸收震荡，如果出现足弓异常，足跟痛发
生的概率会明显上升。

足跟痛的自主运动方法
足跟痛患者应尽量避免长期站立和行走，足跟部

应使用厚实软垫保护，避免穿薄底布鞋，多用温水泡
脚，有条件时应辅以理疗。

另外，常做三个动作也可以缓解足跟痛：
足弓拉伸：平躺在床上，抬起并伸直腿，用一条毛

巾把足前部裹起来，然后双手拉动毛巾，拉伸大脚趾
根部球状关节和脚踝，直到膝盖伸直，足部慢慢指向
鼻子，以拉伸足底筋膜，减少疼痛，坚持练习 3~5分
钟。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拉伸足跟筋膜。

脚底蹬踏动作：平躺在床上，模拟蹬自行车的动
作，这个动作能增强拓腱膜的张力，加强其抗劳损能
力，减轻局部炎症。每次需重复动作100~200次。

脚趾夹物法：这个运动专门拉伸处于足底筋膜下
的肌肉组织群，只要简单地把脚趾弯曲，做出宛如要
夹住一支铅笔的姿势即可。

温馨提示：足跟痛虽在疼痛表现形式上大致相
同，但病因各不相同，治疗方法也需辨证，所以当出现
足跟疼痛时，不要一味认为是跟骨“骨刺”造成，需到
医院查清病因后再对症治疗。 （马 云）

足跟痛的病因及自主运动方法 网球肘的自我按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