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某，女，48岁。患者近 5天来
自觉眩晕、耳鸣、恶心，不敢睁眼，
甚至呕吐、胸闷，西医诊断为美尼
尔氏病，曾用氟桂利嗪等治疗，效
果不显。于 2019年 3月 8日邀余诊
治，症如上述，察其舌苔白腻，脉
滑。诊断为眩晕，证属脾虚痰浊
型。以苓桂术甘汤加味治之，处
方：茯苓 30克，桂枝 10克，白术 15
克，炙甘草 5克，泽泻 20克，代赭石
30克（先煎），陈皮 15克，法半夏 12

克。水煎 2次，合并药液，分早晚 2
次温服，每日 1剂。服药 3剂，眩晕
止而病愈。

按：笔者依据本症特点，从痰
浊中阻治疗观察，疗效显著，说明
本症病机与脾虚痰浊关系最为密
切，常因情志、劳倦、饮食等因素损
伤脾胃，健运失职，水湿内停，积聚
成痰，痰阻经络，清窍失养，以致眩
晕。痰湿中阻则气机不利，胃气上
逆，故胸闷呕恶。苓桂术甘汤是治

痰饮的祖方，全方温阳利水，平浊
降逆。加入泽泻，意在加强利水湿
之力，由于泽泻含有大量钾盐，利
水而不伤阴，可促进内淋巴液的排
泄，消除迷路之积水；用代赭石可
增强降冲逆、镇眩晕之功；陈皮、半
夏理气化痰，使其气顺则痰降。诸
药合用，使湿祛痰消，气机畅达，脾
得健运，眩晕诸症随之而解，而达
到治愈之目的。

（梁兆松）

美尼尔氏病治验一则

木防己

【别 名】广防己、土防
己、白木香、青藤香、钻骨
龙、金锁匙。

【来 源】为防己科植
物木防己 Cocculustrilobus

（Thunb．）DC.的根。
【性味归经】苦、辛 ，

寒。归膀胱、肾、脾、肺经。
【功能主治】祛 风 除

湿，通经活络，解毒消肿。
用于风湿痹痛，水肿，小便
淋痛，闭经，跌打损伤，咽
喉肿痛，疮疡肿毒，湿疹，
毒蛇咬伤。

【用法用量】内 服 煎
汤，5~10克。外用适量，煎
水熏洗、捣敷。

图 说 药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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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男，58岁。自诉既往
无病史，某天酒后突感右侧面颊
部及齿部剧烈疼痛，持续 1小时
左右，每天发病 1次，经医院诊
断为三叉神经痛，服用止痛药

（具体不详）略为缓解。
现感染疼痛加重，痛处固

定，夜间尤甚，饮食尚可，睡眠不
佳，二便正常，舌暗红，苔微黄
腻，脉弦涩。中医辨证属风邪外
袭，瘀血阻络。治宜活血化瘀，
祛风止痛。方用：当归、熟地、赤
芍各 15克，桃仁、川芎各 12克，
红花、甘草各 10克，防风、全蝎、
柴胡各 6克，细辛 3克，蜈蚣 1
条。6剂，水煎分 3次温服，每
日1剂。

二诊：药后，疼痛缓解，2~3
天发作 1次。考虑患者素嗜烟
酒，时有痰鸣，上方加法半夏、竹
茹各 15 克 ，胆南星 10 克。续
服6剂。

三诊：药毕，诸症皆无，守方
再服 6剂，巩固疗效。随访至
今，未见复发。

按：本案辨证施治，抓住患
者疼痛剧烈、痛有定处、痛在脸
颊这一特点，考虑血瘀在内的可
能性较大，并结合患者痰饮体
质，灵活运用桃红四物汤，辅以
全蝎、蜈蚣、细辛、防风祛风止
痛；法半夏、胆南星、竹茹化痰散
结，并以柴胡作为引经药，收效
甚佳。 （大 志）

慢性前列腺炎治案

温六合汤见于元代医家王
海藏《医垒元戎》一书，为治疗妇
科病用方之一。方由熟地、当
归、川芎，白芍、黄芩、白术组成。
笔者运用本方治疗多种常见的
内科、妇科出血性疾病，疗效满
意，今选数例以为佐证。

便血：孙 某 ，男 ，54 岁 。
2019年 5月 8日初诊。1个月前
大便时挟少量血液，初未介意，
近日来，大便纯血，色或紫或暗，
并伴腹部隐痛，肛门坠脱，纳食
不香，小便色赤，舌质红，苔薄黄
微腻，脉濡数。证属脾虚湿热，
肠络受损。方用温六合汤加味：
白术 20克，黄芩 10克，生地黄
20克，当归 15克，川芎 10克，赤
芍 10克，白芍 10克，银花炭 20
克，仙鹤草 30克，甘草 6克。水
煎 2次，合并药液，分早晚 2次温

服，每日 1剂。服药 5剂，便血已
止，腹部隐痛，肛门坠胀等症亦
较前明显好转。效不更方，上方
续服3剂，便血未再复发。

按：本例便血，乃因患者过
劳伤脾，嗜酒伤湿，脾虚不但统
血无权，而且不能消化酒湿内积
之热，日久则络伤血溢，当为必
然之趋势耳。海藏温六合汤，扶
土养营，清阳凉血，用于斯证，庶
几合宜。增入银花炭、仙鹤草，其
解毒清化、凉血止血之功益著，故
药后肠血得止，诸症亦渐消失。

经期超前：吴某，女，38岁。
2017年 8月 8日初诊。自述每
次经期超前六七日、十数日不
等，甚或一月双至。此次经来量
少，血色红稠，同时伴见性情急
躁，头昏腰酸，失眠多梦，口干作
苦，精神萎顿，舌红少苔，脉细

数。证属气阴双亏，虚火内炽。
方用温六合汤加味：白术 15克，
山药 20克，黄芩 10克，旱莲草
20克，生地黄 15克，当归 15克，
白芍 20克，川芎 10克，茯神 20
克，丹皮 10克，青蒿 15克，仙鹤
草 20克。水煎分 2次服，每日 1
剂。服上方 5剂后，自感周身舒
适，经行即止。而以滋水涵肝之
剂调理 1个月，经期渐趋正常，
月事依时而下。

按：此案经水超前，属虚火
内扰，血室寓热。临床表现为一
派虚火旺盛之象，唯精神萎顿，
提示不仅阴亏，元气亦耗，故治
疗既着眼滋阴清火，又考虑兼顾
元气，投以温六合汤颇合，加青
蒿、丹皮旨在清其虚火；茯神以
滋水宁心；山药以健脾补气；旱
莲草、仙鹤草养阴止血。元气得

振，虚火渐清，后以滋水涵肝调
理，亦属求本之策。

人工流产后月经过多：冯
某，女，37岁。2019年 8月 9日
初诊。诉曾育 2胎，今春 3月初
人工流产后恶露淋漓，2旬始
净，继而经行过多，色鲜且稠，挟
少量血块，迄今将月，屡治未效。
伴头昏，腰酸肢软，脉细软，苔薄
腻，舌质红。证属体虚内热，冲
任损伤，不能固摄，久延恐成崩
漏。治当清宫调固。方用温六
合汤加味：黄芪 30克，当归 15
克，生地 15克，熟地 15克，赤芍
10克，白芍 10克，川芎 6克，白
术 20克，黄芩炭 15克，茜草炭
15克，仙鹤草 20克，地榆炭 15
克。水煎服，每日 1剂。服药 5
剂，经量大减，症势渐瘥。仍崇
前方，续进 5剂，淋漓已尽，余症

亦减。以调养气血善后。
按：本案人工流产，气血双

亏，调摄失宜，冲任失固，故而出
血不止。温六合汤加黄芪、茜草
炭、仙鹤草，以补气固冲，养血凉
营。服药后血块消失，出血渐
止，参以调养气血之品，作培元
固本之图，以杜病根复燃之虞。

（姜明辉）

温六合汤临证应用举隅

叶某，女，40岁。自述夜尿频多2年余。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夜尿频频，每夜小便 8~
10次，伴有腰部坠胀痛，严重影响患者及家人
睡眠，苦不堪言。

到医院检查，双肾B超无异常，肝、肾功能
正常，糖尿病各项指标及甲状腺功能正常，尿
常规无异常。曾用温补肾阳、补肾固涩、滋阴
补肾方药治疗，症状无明显改善，夜尿仍达每
晚8~10次。

刻诊：周身困重，腰部坠胀痛，无尿急、尿
痛，舌淡红，苔白厚腻，脉濡。中医辨证属湿邪
内阻，水液滞留。治宜祛风除湿利尿。方用：
荆芥、防风、升麻、苏叶、羌活、藿香、佩兰、黄
芩、丹皮、知母、麦冬、桃仁各10克。3剂，水煎
取液，分早午晚2次服，每日1剂。

二诊：药后，汗出较多，夜尿减至 5~7 次，
腰部坠胀感疼痛减轻，仍周身困重。效不更

方，原方续服7剂。
三诊：患者诉夜尿减至 3~5 次，周身困重

稍轻，腰部坠胀感疼痛减轻。嘱按原方再
服7剂。

四诊：尿液减至2~4次，周身困重减轻，腰
部坠胀痛感大减，仍守前法，剂量酌减。处方：
荆芥、防风、升麻、苏叶、羌活、藿香、佩兰、黄
芩、丹皮、知母、麦冬、桃仁各6克。水煎取液，
分2次服，每日1剂，连服7剂。

五诊：药毕，夜尿减至0~1次，周身困重大
减，腰部坠胀痛感消失，无汗出。继续给予四
诊方治疗，以巩固疗效。

按：本案患者夜尿频频，周身困重，腰部坠
胀痛，舌淡红，苔白厚腻，脉濡，属于湿邪入里。
本方使用防风、羌活、荆芥熄风、发汗、止汗、升
阳。无论湿在表里，祛风则湿随之而去，使得
湿从汗解，故夜尿止。 （古 月）

祛风除湿利尿治女性夜尿频多 三叉神经痛治案偶拾

杨某，男，36岁。患者 3个月前出现尿频、排尿不
畅，兼见阴囊潮湿，时有腰骶小腹不适，乏力，大便不爽，
舌淡红、苔黄腻，脉滑数。检查前列腺液显示：白细胞计
数（WBC）18~20个/HP，卵磷脂小体极少量；前列腺液
细菌培养阴性。前列腺B超提示：大小约4.0厘米×3.0
厘米×2.2厘米，未突入膀胱腔内。中医辨证属湿热蕴
结，毒瘀互结。治宜清热利湿，活血通淋。方用：黄芪
30克，黄柏、苍术、车前子（包煎）、瞿麦、萹蓄、牛膝、败
酱草、红藤、当归、川芎各15克，柴胡10克。上药水煎2
次，煎取药液300毫升，分早晚2次温服，每日1剂，连服
7 剂。治疗期间忌食醇酒厚味及辛辣炙焯食物，节房
事，调情志，并用温水坐浴，每次20分钟，每日2次。

二诊：药后，阴囊潮湿较前好转，大便爽利，上方加
土茯苓15克，续服14剂。

三诊：服药14剂后，排尿次数减少，排尿不畅较前
改善，唯腰骶时有不适。原方加九香虫 10 克，再服
14剂。

四诊：药毕，诸症皆减，舌淡红、苔白微腻，复查前列
腺液镜检查白细胞计数（WBC）5~8个/HP，卵磷脂小体
少量。随访3个月，未见复发。

按：本患者属中医“精浊”范畴。患者因情志不遂、
酒色劳倦致使精室空虚，湿热从精道上侵，蕴结于内，气
血瘀阻所致。方中加车前子、瞿麦、萹蓄以通阳利尿，祛
邪从水道出；败酱草、红藤清热解毒；黄芪、苍术益气健
脾，牛膝利水通淋，补肝益肾。当归、川芎行气活血，调
畅气机；厥阴循行绕行阴器，佐以柴胡循经入络，疏肝解
郁。厥阴为患，环阴之脉络易痹，采用滑利通阳，辛苦泄
急，佐以循经入络之品，配伍严谨，药症相符，故疗效显
著。 （胡佑志）

李某，男，27岁。2018年 7月
8日就诊。自述口干咽燥，心中烦
闷，辗转不安，夜间尤甚，彻夜不
眠月余。诊见舌尖红，苔薄黄，脉
弦数。证属热郁胸膈，扰动心神。
治宜清心除烦。方用导赤散加
味：生地黄 20克，木通 10克，淡竹
叶 15克，甘草梢 10克，五味子 10
克，茯神 20克。水煎 2次，合并药
液，分早晚 2次温服，每日 1剂。
服药 5剂，夜寐稍安。继进 3剂，
诸证悉除，睡眠正常。

按：引起不寐的原因甚多，涉
及脏腑亦广，但均因致心神不宁
而不寐。故而凡心烦不寐者，无论实火、虚
火、心火郁、心肾不交等均可借导赤散能清
心养阴祛火，导热通达心火之郁，又加五味
子能益气生津，补肾养心；茯神宁心安神而
达清心安眠之功。所以导赤散加味可治各
种原因导致的心烦不寐。 （梁兆松）

不
寐
治
案
偶
拾

1.高强度体力或脑力活动后：
剧烈运动后，血液循环处于活跃
状态，立刻洗澡会加重心脏和血
管的负担，尤其不宜洗冷水澡。

2.吃饱或空腹时：吃饱后，体
内血液主要集中在消化系统，这
时洗澡，周围血管扩张，可能造成
消化系统血液循环相对减少，易
导致消化不良。空腹时，体内血
糖水平相对较低，洗澡让流向皮
肤组织的血液增加，供应脑部的
血液量更加减少，可能导致晕倒
等意外发生。

3.喝酒之后：醉酒会影响人的
平 衡 感 ，在 湿 滑 的 浴 室 里 容 易
跌倒。

4.低血压或低血糖时：在低血
压、低血糖的时候，或者人极度疲
劳时洗澡，易因为缺氧导致眩晕
或休克。就算一定要洗，也不要
在浴室停留过久，注意浴室适当
通风，增加氧含量。

5.睡觉之前：刚洗完澡时，人
体会稍微兴奋一些，不容易马上
睡着，所以不要临睡洗澡。据《睡
眠医学评论》杂志发表的一项研

究显示，如果在睡觉前 1~2小时洗
澡，可以帮助快速入睡。

那是不是有洗澡的最佳时间
呢？实际上 从科学角度看并没有
一定要什么时候洗澡的说法，但
洗澡的时长是有。一般情况下，
淋浴 10~15分钟就足够了，就算要
泡澡，最好也不要超过 20分钟。
洗澡时间长，人容易感到疲劳，易
引起心脏缺血、缺氧，致使冠状动
脉痉挛、血栓形成，甚至诱发严重
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赵 中）

什么时候不宜洗澡

保健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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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胃胀、腹
胀，很多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可以
经常按揉这 4个穴位。

1.胃俞穴：胃俞穴位于背部，在
第 12胸椎棘突下，旁开 1.5寸。胃俞
是胃的背俞穴，刺激它可对胃起到双
向调节作用。刺激时力度可稍重，以
能忍受为度。如果平时吃饭不香，或
消化不好，或胃痛，或是患有慢性胃
炎，可在饭前或饭后按按胃俞穴。

按摩方法：单指或小鱼际肌快搓
两侧胃俞穴，搓后缓缓揉动，使热感
渗透，可以温暖脾胃，适合脾胃虚
寒者。

2.脾俞穴：脾俞穴位于背部，在
第 11胸椎棘突下，旁开 1.5寸。脾俞
穴归属于足太阳膀胱经，能促进脾的
运化功能，有促进消化吸收的作用，

主治脾的病症，尤其是因消化功能减
弱而致的身体衰弱。另外，此穴还是
气血生化之源，可补脾摄血，治疗贫
血等。

按摩方法：用两拇指在两侧脾俞
穴上按揉 3分钟。经常按摩脾俞穴，
可改善食欲低下、便溏、水肿、腹胀等
脾胃虚弱之症。消化不好时和胃俞
穴一起按更好，可达到健脾和胃、助
消化之效。

3.中脘穴：中脘穴在前正中线，
脐上 4寸。中医认为，中脘穴是胃经
的募穴（即经络中气血最充足的地
方），被 认 为“ 一 切 脾 胃 之 疾 无 所
不疗”。

按摩方法：按压中脘穴时，力度
要柔和。按压时间：在辅助治疗胃痛
时以疼痛缓解为度，日常保健可以配

合关元穴按压，每次持续 5分钟，每
日 3次。

4.足三里穴：外膝眼向下 4横指，
在腓骨与胫骨之间，由胫骨旁 1横指
即是。在寻找穴位时，可以左腿用右
手、右腿用左手以食指第二关节沿胫
骨上移，至有突出的斜面骨头阻挡为
止，指尖处即为此穴。足三里穴为胃
经合穴，其中“三里（理）”是指理上、
理中、理下。

按摩方法：将拇指尖端与穴位处
皮肤成 45°向上方按摩，由轻到重，逐
渐加压，持续按摩 3分钟，可缓解胃
痛。治消化不良时以适度的压力用
大拇指交替按揉，对双侧足三里进
行按摩，直至出现酸、麻、胀、痛感
为止。

（李 婷）

胃 不 舒 服 试 试 这 4 个 穴 位

脊柱是整个人体的支柱，负
责支撑身体、保护脊髓和维持姿
态等重要功能。然而，现代生活
方式的改变以及职业特点，使得
越来越多的人受到颈椎病、腰椎
间盘突出等疾病的困扰。了解
脊柱疾病的预防和改善方法，对
于保持脊柱健康至关重要。

一、常见脊柱疾病
脊柱疾病有很多种，以下是

几种常见的脊柱疾病：①脊柱侧
弯：脊柱侧向弯曲，可能导致身
体畸形、疼痛和功能障碍。②颈
椎病：颈椎间盘、关节突和韧带
退化，可能引发颈肩痛、手臂麻
木、头晕等症状。③腰椎间盘突
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
引发腰痛、下肢痛麻等症状。④
脊柱压缩性骨折：骨折导致脊柱
压缩，可能出现疼痛、畸形、功能
障碍等问题。

二、如何预防脊柱疾病
要预防脊柱疾病，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保持正确姿势：无论是站

立、坐姿还是行走，都要保持正
确的姿势，避免长时间保持不良
姿势，减轻脊柱压力。

②均衡饮食：摄取富含钙、
磷、锌等有益于骨骼健康的食
物，保持骨密度和骨质。

③适当锻炼：进行适量有氧
运动，如游泳、瑜伽、太极拳等，
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维持脊柱
稳定。

④减轻体重：超重或肥胖会
增加脊柱的负担，应通过合理饮
食和锻炼减轻体重。

⑤注意劳动技能：避免频繁
搬重物、长时间保持低头弯腰等
不良习惯，提高劳动技能和操作
方法，以减轻对脊柱的压力。

⑥定期检查：定期进行脊柱
相关检查，尤其是对于高危人
群，如长时间久坐、劳动强度大
的人群，可早期发现脊柱问题。

三、如何改善脊柱疾病
若已患有脊柱疾病，可以通

过以下方法改善病情：①治疗疼
痛：采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针
灸等方法缓解疼痛。②康复训
练：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制定
个性化的康复训练方案，如肌力
训练、关节活动度训练等，以恢
复脊柱功能。③手术治疗：对于
严重的脊柱疾病，如脊柱侧弯、
腰椎间盘突出等，可能需要进行
手术治疗，以修复损伤、减轻压
力。④心理调适：脊柱疾病可能
导致患者心理压力，应学会调适
心态，保持乐观，以利于病情恢
复。⑤预防并发症：注意观察病
情变化，及时就医，以防止脊柱

疾病进一步恶化或发生并发症。
四、脊柱疾病的日常护理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采

取以下方法护理脊柱，减轻疼
痛，防止病情恶化。①保持睡眠
质量：选择合适的床垫和枕头，
保持舒适的睡姿，避免脊柱受
压。②避免久坐：久坐会加大脊
柱压力，尽量每隔一小时起身活
动，缓解腰背部肌肉紧张。③加
强腹背肌锻炼，增强脊柱的支撑
力，减轻脊柱负担。④热敷和按
摩：在脊柱疼痛部位进行热敷和
按摩，可以缓解肌肉紧张，减轻
疼痛。⑤保持心情愉快，减轻心
理 压 力 ，有 助 于 脊 柱 疾 病 的
康复。

五、生活习惯的调整
为了维护脊柱健康，我们应

当在生活中做出一些调整。①
调整坐姿：使用符合人体工程学

的椅子，保持脊柱自然弯曲，避
免长时间低头弯腰。②搬运重
物时注意方法。尽量采用腰部
和腿部力量，避免对脊柱造成过
大压力。③调整电子产品使用
习惯，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
平板电脑等，可以选择放在与眼
睛 平 行 的 高 度 ，以 减 轻 颈 椎
压力。

六、总结
脊柱健康至关重要，我们应

该从预防和改善的细节入手，来
维护脊柱健康。预防脊柱疾病
的方法包括保持正确姿势、均衡
饮食、适当锻炼等；改善脊柱疾
病的方法包括治疗疼痛、康复训
练、手术治疗等。希望通过这篇
科普文章，大家能更好地了解如
何预防和改善脊柱疾病，保持脊
柱健康。

（吴 晓）

保 护 脊 柱 从 细 节 做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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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是中老年人的常见病。控制血
压除了要正规服药，还要注意饮食、情绪，
同时也可以通过自我按摩来降压。

合谷穴：合谷穴位于手背大拇指与食指
指骨的交汇处。血压高的人合谷穴的脉络
跳动很强。这里是大肠经的通道。大肠经
上有人迎穴等有效治疗高血压病的穴位。
人迎穴虽然位于喉结两侧，但也是大肠经
的通道。以手上的合谷穴为中心，从食指
指根到手腕的这一区域，受到刺激后，可以
通过经络反射，达到与直接刺激人迎穴同
样的效果。血管紧张可造成血压升高，而
刺激合谷穴，将缓解脖颈血管的紧张度。

后溪穴：后溪穴位于小肠经上。由于小
肠经与脖颈外侧到脑后部这一区域相连
通，所以刺激后溪穴可以达到缓解颈部肌
肉紧张的目的，从而减轻高血压引起的头
痛、头晕等症状。寻找后溪穴很简单，握拳
时，小指指尖所指的手掌横纹外侧突起的

赤白肉际处便为后溪穴。此穴理想的刺激方法是，手
背向上，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按住合谷穴，中指按住
后溪穴，这样夹住整只手，两穴一起按揉。

人迎穴：位于颈部喉结旁，当胸锁乳突肌的前缘，
颈总动脉搏动处，此穴位附近有颈动脉窦，是人体压
力感受器，与血压调节功能有关，按揉时以大鱼际从
上到下轻轻用力，反复 8次。再换另一侧做，注意只
能一侧按，千万不能两侧同时按，以免引起血压下降
太快，脑供血不足，导致晕厥。

刺激穴位的同时还可以刺激其穴位周边部位。
后溪穴可以用无名指、小指一起刺激，这样效果会更
好。刺激强度以虽有疼痛，但感觉舒服为准。如果
只用一只手，会容易感觉疲劳，所以一定要交替进
行。 （罗 毅）

杵针是中国特有的治疗疾病的手段。是通过经络、腧
穴的作用来治疗全身疾病，以通经脉，调气血，使阴阳归于
相对平衡，使脏器功能趋于调和，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
的。临床多用于各种急慢性病症、心血管疾病、脑动脉硬
化症、慢性阻塞性肺病以及各类痛症，对血管性头痛、神经
官能症等有一定的疗效。杵针的特点是针具不刺入皮肤
之内，无疼痛伤害之苦，无交叉感染之虑，兼针刺与按摩之
长。且无借助任何用药，无任何毒副作用之忧，故老弱妇
孺无忌，深受病人欢迎。

杵针疗法选穴与针灸疗法基本相同，但杵针疗法有其
特殊穴位，以八阵穴、河车穴、八廓穴为主。 （孙 飞）

日常生活中，大家都知道
食用核桃可以健脑益智、补益
肝肾、调节血管、助眠等。那么
核桃壳有什么作用呢？

核桃壳灸又名隔核桃壳眼
镜灸、桃壳灸，是一种以核桃壳
为灸具的灸法。最早见于清
代，经后世不断改良，以纯中药
药液浸泡过的核桃壳为间隔
物，内填中药泥外置艾炷施灸。
核桃壳的表面有许多微孔，是
一种吸附效果较好的滤料。用
核桃壳作为隔物灸能够很好地
吸收药艾的药力，达到很好的
治疗效果。每天灸一次，7~10
次为一个疗程。

使用方法：将核桃壳浸于
中药粉末混合的药液中并加
热，浸泡 10~15分钟，浸泡完成
后，将药粉填充于核桃壳内，并
在眼部放置纱布，以防艾灰掉
落烫伤。将核桃壳放置于眼镜
架上，点燃艾柱。

配合治疗：在核桃壳灸后
可配合眼周局部穴位按摩及相
关穴位的点按，既能够预防和
控制近视，也可以很好地缓解
眼部疲劳、干涩、老花眼等眼睛疾患。另外
也可配合眼针疗法，更好地达到缓解疲劳、
舒筋活络的功效。

注意事项：（1）灸时要双目闭合，勿乱
动，以防烫伤。（2）年龄低于 8周岁，严重心
脏病、肿瘤、传染病、醉酒患者禁用，眼睛器
质性疾病禁用（眼科门诊就诊排除禁忌
证）。（3）治疗后要注意眼部护理，不要立刻
洗脸，多饮用温开水，少食油腻之物，同时
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保证眼部的休息。

（丁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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杵针疗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