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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主治】中医：清
热解毒，去腐生肌；外用治
疗伤口溃烂、感染等。壮
医：清热毒，除湿毒；外用
治疗伤口感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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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秘是指大便经常秘结不
通，排便时间延长，或虽有便意
而排便困难者。便秘的发生，
主要是由于大肠的蠕动功能失
调，粪便在肠内滞留过久，过度
吸收水分，使粪便过于干燥、坚
硬所致。其临床表现为大便秘
结，排出困难，经常 3~7天排便
一次，有时甚至更久；便秘日
久，常可引起腰部胀满，甚则酸
痛、食欲不振、头晕头痛、睡眠
不佳；长期便秘，还可引起痔
疮、便血、肛裂等。

中医认为，本病多为肠道积
热、肠道津亏、气血不足所为，当
以泻热通腑、生津润肠、理气导
滞、益气养血为治。药粥对本病
有明显的治疗效果，介绍几则，
供读者参考。

1.番泻叶粥：番泻叶 10克，
大米 50克。将番泻叶择净，加
开水适量，浸泡 5～10分钟后取
汁备用；大米淘净，加清水适量，

煮为稀粥，待熟时调入药液，再
煮一、二沸即成，每日 1剂，连续
3～5天。可清热润肠。适用于
便秘。证见大便干结，小便短
赤，面红身热，或兼有腹胀腹痛，
口干口臭，心烦，舌红，苔薄黄或
黄燥，脉滑数。

2.枳实萝卜粥：枳实 10克，
萝卜、大米各 100克，白糖少许。
将萝卜洗净，切粒；大米淘净备
用；枳实择净，加清水适量，浸泡
5～10分钟后，水煎取汁，加大
米煮粥，待沸后，下萝卜粒，煮至
粥熟时再调入白糖，煮一、二沸
即成，每日 1剂，连续 3～5天。
可顺气导滞。适用于便秘。证
见大便秘结，欲便不得，暧气频
作，脘腹胀满，甚则腹中作痛，纳
食减少，舌苔薄腻，脉弦。

3.黄芪蜜粥：黄芪 10克，大
米 100克，蜂蜜适量。将黄芪择
净，放入药罐中，加清水适量，浸
泡 5～10分钟后，水煎取汁，加
大米煮粥，待熟时调入蜂蜜，再
煮一、二沸即成，温热服食，每日
1～2剂，7天为 1个疗程，连续 1
～2个疗程。可益气健脾。适
用于便秘。证见大便不一定干
硬，或虽有便意，但临厕怒挣乏
力，挣则汗出短气，面色白光白，神
疲肢倦，舌苔淡白，脉虚细。

4.二麻仁粥：胡麻仁、火麻
仁各 10克，大米 100克，白糖适
量。将二麻仁择净，炒香备用，
大米淘净后，加清水适量煮粥，
待熟时调入二麻仁、白糖等，再
煮一、二沸即成，每日 1剂，7天
为 1疗程，连续 1～2个疗程。可

养血润燥。适用于便秘。证见
大便秘结，面色无华，头晕目
眩，心悸，唇舌淡白，脉细。

5.苁蓉胡麻仁粥：肉苁蓉、
胡麻仁各 15克，大米 100克，白
糖适量。将胡麻仁炒香备用；
肉苁蓉择洗干净，切细，加清水
适量，浸泡 5～10分钟后，水煎
煮沸，加大米煮为稀粥，待熟
时，调入胡麻仁、白砂糖等，再
煮一、二沸即成，每日 1剂，7天
为 1个疗程，连续 1～2个疗程。
可温阳通便。适用于便秘。证
见大便坚涩，排出困难，小便清
长，面色白光白，四肢不温，喜热怕
冷，腹中冷痛，或膝脊酸冷，舌淡
苔白，脉沉迟。

6.酥蜜粥：酥油 30克，蜂蜜
15克，大米 100克。将大米淘

净，加清水适量，中火加热，待沸
时调入酥油、蜂蜜，煮至粥熟服
食，每日 1剂，7天为 1个疗程，
连续 1～2个疗程。可养阴润
肠。适用于便秘。证见头晕目
眩，耳鸣健忘，失眠多梦，五心烦
热，舌红苔少，脉细数。

（胡献国）

食 粥 可 疗 便 秘

支气管炎是指由于受
凉加上感染等因素引起气
管、支气管黏膜的炎症，根
据病程长短可分为急性和
慢性两种。临床以咳嗽、
咯痰、气急为特征。本病
属中医“咳嗽”“痰饮”“咳
喘”等范畴，中医食疗调治
支气管炎，可获良效。现
整理几则，供读者参考。

1.虫草鸭汤：冬虫夏
草 5克，草雄鸭 1只，生姜
5 克 ，葱 白 10 克 ，食 盐 3
克，黄酒 15毫升。将鸭去
毛内脏，洗净，将冬虫夏
草 、葱 白 和 姜 放 入 鸭 腹
内，加入黄酒，用中火煮
熟后放盐、味精即成，喝
汤吃鸭肉及虫草。此药膳
有滋肺阴、补肾阳、平喘

补肺作用。
2.杏仁白果猪肺汤：

甜杏仁 25克，白果 25克
（去壳、种皮和尖），猪肺 1
具。将猪肺洗净，甜杏仁
和白果打碎，将果仁粉从
气管灌入肺，置锅中，加入
适量水和黄酒，用中火煮
沸后，改用文火煨至熟烂
取出，猪肺切成片食用，每
日 2次，每次 1小碗。此膳
有平喘补肺作用。

3.冰糖燕窝：燕窝 5
克，白及 15克，冰糖适量。
将燕窝挑去杂质、洗净，与
白及同置瓦罐内，加水适
量，隔水蒸炖至酥烂后加
入冰糖即可。此膳有滋阴
润肺、补肺作用。

（李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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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膳辨证调治腰痛
中医将腰痛分为寒湿腰痛、湿

热腰痛、瘀血腰痛、肾虚腰痛等证
型。老年人可以根据证型进行食疗
调理。

寒湿腰痛 证见腰痛隐隐，劳累
时及天气变化时腰痛加重，怕寒畏
冷。食疗推荐桂枝巴戟瘦肉汤：桂
枝 15 克，巴戟天 15克，红枣 3枚，瘦
肉 200克。瘦肉洗净切块，与桂枝、
巴戟天、红枣一起放入炖盅内，加清
水适量，隔水炖约 2小时，调味即可，
吃肉喝汤，每日1剂。

湿热腰痛 证见腰部疼痛放射

至下肢，腰部疼痛最明显。食疗推荐
土茯苓苡仁脊骨汤：土茯苓 15克，薏
苡仁 30克，猪脊骨 200克。先将猪脊
骨洗净斩件，与土茯苓、薏苡仁一起
放入炖盅内，隔水炖约 2小时，调味
即可，吃肉喝汤，每日1剂。

瘀血腰痛 证见腰痛，疼痛部位
固定，局部胀痛或刺痛。食疗推荐三
七川芎瘦肉汤：三七 15克，川芎 15
克，红枣 3枚，瘦肉 200克。瘦肉洗净
切块，与三七、川芎、红枣一起放入炖
盅内，加清水适量，隔水炖约 2小时，
调味即可，吃肉喝汤，每日 1剂。

肾虚腰痛
①肾阳虚 证见腰部阴冷酸痛，

劳累后加重，畏寒喜暖，口淡。食疗
推荐鹿茸炖鸡：鹿茸15克，生姜3片，
鸡肉 200克。鸡肉洗净切块，与鹿
茸、生姜一起放入炖盅内，加清水适
量。隔水炖约 2小时，调味即可，吃
肉喝汤，每日1剂。

②肾阴虚 证见腰部活动稍受
限并有压痛，口燥咽干。食疗推荐熟
地黄精牛筋汤：熟地 20克，黄精 20
克，干牛筋 100克。干牛筋洗净泡
发，同熟地、黄精一起放入炖盅内，加
清水适量，隔水炖约 2小时 ,调味即
可，吃肉喝汤，每日1剂。

（周一海）

失眠是常见病、多发病，中医称
不寐病。现介绍数则失眠辅助食疗
方，供失眠患者选用。

1.合欢大枣茶：合欢皮 15克，
大枣 5枚，冰糖适量。将合欢皮、大
枣和冰糖放入杯中，沸水冲泡，加盖
焖片刻即成，代茶饮，每日 1剂。此
茶有安神定志、助睡眠作用。对血
虚失眠者有益。

2.甘麦大枣茶：大枣 10枚，小
麦 10克，甘草 10克。上药洗净后放
入保温杯中，沸水冲泡，加盖焖 30
分钟即可，分数次饮用，每日 1剂。
此茶具有养心安神、和中缓急功效。
适用于亚健康心烦、失眠患者。

3.莲子枣仁茶：莲子 10枚，莲
子心 10根，酸枣仁 10克。上药洗干

净后，一起放入保温杯中，沸水冲泡，加盖焖 30
分钟，分数次饮用，每日 1剂。尤可在睡前 1小
时饮用。此茶具有清心、养心、安神功效。适用
于亚健康心烦、失眠患者食用。

4.洋参桂圆茶：西洋参片 5克，桂圆肉 5
克。两药一起放入保温杯中，沸水冲泡，加盖
焖 30分钟，分数次饮用，每日 1剂。此茶具有
滋阴、养心、安神功效。适用于亚健康心烦、失
眠患者。

5.百合莲子金针茶：百合 5克，莲子 5克，桂
圆 5枚，干金针菜（黄花菜）5克，冰糖适量。干
金针菜泡发 30分钟，捞出、沥干，与诸药一起加
清水煮 20分钟，加适量冰糖再煮 1～2分钟，待
温时倒入杯中即可饮用。特别适合在晚上睡前
1小时饮用，连用半个月对失眠有良效。此茶
具有清肺润燥、疏肝理气、养心安神功效。适用
于亚健康导致的心烦、失眠患者。

6.莲心荷叶枸杞茶：莲子心 10根，干荷叶 6
克，枸杞子 3克。诸药一起放入保温杯中，沸水
冲泡，加盖焖泡30分钟，分数次饮用，每日1剂。
尤可在睡前 1～2小时饮用。此茶具有清心降
压、调脂轻身、养心安神功效。适用于亚健康导
致的心烦、失眠患者。 （李德志）

慢性肾炎主要表现为血尿、
蛋白尿、水肿和高血压，或伴有
肾功能损害，部分患者可能发展
为终末期肾衰竭。中医治疗慢
性肾炎，可采用辨证进行药膳调
理。

气血不足 证见神疲倦怠，
心悸气短，面色萎黄，食少腹胀，
舌淡苔白，脉沉细。治宜益气养
血。药膳推荐归芪炖鸡：母鸡 1
只（约 1千克），当归 15克，黄芪
30克，食盐适量。将鸡去毛及
内脏，洗净后切块，将当归、黄芪
与鸡肉一起放入砂锅中，加适量
清水，炖至鸡肉熟透，加盐调味

即可，分4次吃肉喝汤。
阴阳两虚 多见于晚期慢

性肾炎患者。证见腰酸乏力，面
色苍白无华，怕冷怕热，下肢浮
肿，口干不欲饮，舌胖有齿痕，脉
沉弱。治宜温肾滋阴，调补阴
阳。药膳推荐山萸肉胡桃粥：山
茱萸、核桃仁各 20克，粳米 100
克，白糖适量。将山茱萸洗净、
去核，与核桃仁、粳米一同下锅
煮粥，煮至粥熟后加白糖调味即

可，分 3次服食。本品补而不
腻，可长期食用。

气阴两虚 证见倦怠乏力，
腰膝酸软，手足心热，口干少津，
下肢肿胀，尿少便溏，舌质红，脉
沉细。治宜益气健脾，滋阴补
肾。药膳推荐五味粥：山药、薏
苡仁、桑椹各 30克，大枣 10枚

（去核），小米 60克。上述食材
分别洗净，加水煮成粥，分 2~3
次服食。经常食用可益气养阴。

脾肾阳虚 证见大便溏泻
或五更泻，形寒肢冷，面部或四
肢浮肿，腹胀尿少，舌淡苔白，脉
沉细。治宜健脾，温肾利水。药
膳推荐山药鲤鱼汤：鲜山药 500
克，鲤鱼 250克，砂仁、补骨脂各
9克，盐少许。鲤鱼去肠杂，将
砂仁、补骨脂用纱布袋包好塞入
鱼肚内，山药洗净去皮切块，与
鲤鱼同放锅中，加水煮汤，熟后
去药袋，加盐调味，分 2次吃肉

喝汤。
肝肾阴虚 证见腰膝酸痛，

头晕耳鸣，视物模糊，口干咽燥，
手足心热，小便短赤或血尿，便
干，舌红少苔，脉沉细。治宜滋
肾平肝，止涩固精。药膳推荐杞
子芝麻糊：枸杞子、粳米各 60
克，黑芝麻 30克，大枣 5枚。将
黑芝麻炒香，粳米炒黄；枸杞子
洗净、大枣洗净去核，两者晾干，
与芝麻、粳米共研成细粉装瓶备
用，每次取药粉 20克，加热开水
冲成糊状服食。经常食用，可调
整身体机能状态，利于康复。

（胡佑志）

中 医 药 膳 调 理 慢 性 肾 炎

中医食疗调治气管炎

脊柱侧弯，也被称为脊柱侧凸，
是一种常见的脊椎畸形，特别在青
少年中较为普遍。脊柱侧弯使脊柱
向一侧或两侧发生不正常的弯曲，
导致身体姿势和平衡的改变，可能
引起身体不适、疼痛以及影响日常
生活质量。

通过以下的简单测试，就能发
现自己是否有脊柱侧弯的风险。站
立，双手前平举合掌，身体自然放
松。从后面观察患者背部，如果平
坦圆滑则表示正常，如果有明显的凸
起不规则，则提示有脊柱侧弯问题。

如果是轻度脊柱侧弯，可按以
下方法进行康复锻炼。如果脊柱侧
弯已经严重影响了生活功能，则建
议去专科医院进行治疗。

镜前自我练习
镜前站立，双脚自然分开与肩

平。通过镜子观察自己的身体姿
势，做到身体舒展，髋的两侧、肩的
两侧、耳垂两侧均成一条直线。

收腹横膈膜呼吸练习
因为脊柱侧弯会影响肺容量，

因此要加强膈肌呼吸，手放在腹部
感觉以便找到正确的膈肌呼吸动作
顺序。吸气时，想象一下充填整个
肺部再到腹部，呼气时，想象一下从
腹部收紧再到肺部完全清空。重复

5~10次。
山式手臂上举练习
双脚分开自然站立，双手上举

过头呈“V”字形，保持自然呼吸 5~
10次。重复上述动作3次。

站立位身体侧弯
这种温和的侧弯可以延展脊柱

和脊柱两侧肌肉。双脚自然站立，
将右手放在右髋部，左手向上举过
头顶侧弯，保持 5次深呼吸，换另一
侧。重复上述动作3次。

脊柱侧弯是一个常见且又不容
忽视的健康问题，通过积极的自我
康复措施，可以改善症状、减轻疼
痛，并提高生活质量。在自我康复
过程中，请记住以下几点：

姿势正确 保持正确的坐姿、
站姿和行走姿势，减轻脊柱的压力
和负担。

加强脊柱周围肌肉力量 通过
物理治疗和适当锻炼，加强脊柱周
围肌肉的力量，改善姿势和平衡。

保持积极态度 康复需要时
间和耐心。请保持积极的态度，相
信自己能够克服挑战，恢复脊柱的
健康。

如果症状严重或有其他健康问
题，请及时就医并咨询专业医生。

（谊 人）

脊柱侧弯的自我康复
脾胃与长夏相对应，所以夏季

是养脾胃最好的季节，在养护脾胃
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3点。

1. 消暑适宜 首先要消暑适
宜。夏季天气炎热，可以用很多方
式来消暑，例如游泳等运动，但是游
泳的频率和时间要控制好。长期处
于潮湿的环境中，很容易形成湿邪，
耗伤脾胃，所以每周游泳的次数应
控制在两次左右。

2.补水适时 夏季补充水分非
常重要，因为夏季炎热，机体为了控
制体温平衡，会进行大量的新陈代
谢，蒸发排泄出汗液。但是补充水
分需要讲究种类和时机，很多人喜
欢的冷饮、饮料等，大多数属于黏腻
重浊之品，特别容易夹杂湿邪，在体
内停留。喝水的时机也很重要。清
晨早起，经过一晚上的代谢，机体缺
少水分的濡润滋养，所以可以喝一
杯温开水补充水分。在大汗淋漓的
运动过后，也可以适时补充一杯水。

3.饮食除湿 利用某些饮食方
面的调护健脾除湿，薏苡仁和赤小
豆就是很好的健脾除湿食物。每天
可以用一些薏苡仁和赤小豆熬粥，
既可以起到健脾除湿的功效，也能
预防湿困脾土。 （标 远）

夏季健脾胃注意三点

怎样做好切脉？
切脉俗称“号脉”“把脉”，是切诊

中重要且不可缺少的环节。切脉部位
选择在“寸口”（即手内侧腕部桡侧），
因为，这里是手太阴肺经所在，乃气之
要道，全身营、卫之气以及天阳之气皆
汇合肺脏，故候“寸口”之脉象（寸口又
分寸、关、尺部，掌后高骨隆起位为关
部，关部前方为寸部，关部后方为尺
部），可辨知脏腑盛衰。一个临床经验
丰富的医生，往往可通过切脉获取临
床诊断重要的参考信息。

做好切脉，首先要安排就诊者平
静候诊，让就诊者避免情绪波动和不
必要的活动，刚来就诊者可原地休息
5~10分钟，无特殊需要可按先后顺
序就诊。其次，医生要保持平和心
情、和蔼的工作状态，以保证切脉的
真实性和准确度。安静的环境下，有
利于营造良好的医患氛围，也有利于
切脉。

切脉时，在桌上平放一软硬适度
的脉枕，让患者伸出手臂，掌心向上，

自然地平摆着，手腕部高度与心脏位
置同高，医者覆手取脉，先用中指头落
在“关部”位置，食指、无名指尖自然地
落在寸部和尺部的位置上，然后用轻、
稍重，再稍重力度切“寸口”部整体脉
象，最后用同样的方法切每分部脉象。
有少数人在“寸口”的上方，可以摸到
脉的搏动，这叫“反关脉”，有的一只手

“反关”，有的双手“反关”，一般属于生
理现象。切脉时每用一种手法，应候
到脉搏五次以上的搏动。切脉后，将
异常脉象做好记录，用以综合其他诊
断作参考，并予以隐私保护。重症患
者脉象必要时可与就诊者家属或陪护
者或有关科室沟通、交换意见。

（春 荣）







































































 

肺炎在中医属风温肺热
症。按症状来说，以咳嗽为主，
在中医咳嗽病的治疗范围内。
当憋气为主喘得较为严重，在
喘症的范畴内。当发炎较为严
重，化痰成脓，在肺痈的治疗范
围内。

穴位贴敷疗法，是以中医
的经络学为理论依据，把药物
研成细末，用水、醋、酒、蛋清、
蜂蜜、植物油、清凉油或药液调
成糊状，制成软膏、丸剂或饼
剂，或将药末散于膏药上，再直
接贴敷穴位、患处（阿是穴），用
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无创性外治
疗法。

取白芥子、细辛、胆南星各
3份，葶苈子、炒莱菔子、紫苏子
各 1份，共研为末，以蜂蜜和醋
调匀为糊状，据病情取穴贴敷。贴敷时，
取药糊如蚕豆大，涂于医用自粘敷料中间

（规格：6厘米×6厘米），再敷贴于所需穴
位上，每日 1 ~ 2次，每次 4 ~ 6小时取下，
2次需间隔6小时以上。3天为1个疗程。

治疗肺炎常用穴位：（1）大椎穴。属
督脉，督脉为阳脉之海，艾灸大椎可温督
通阳，散寒平喘。（2）膻中穴。属任脉，具
有宽胸理气、止咳平喘等作用。（3）天突
穴。属任脉，可用于咳嗽气喘。（4）定喘
穴。为经外奇穴，具有止咳平喘的作用。

（5）肺俞。是肺脏经气输注于背部的穴
位，具有补肺益气、祛痰平喘、宣通鼻窍等
作用，为治疗肺系疾病之主穴。

以下几类人不适合穴位贴敷：（1）肺
炎及多种感染性疾病急性发热期；（2）对
贴敷药物极度敏感，特殊体质及接触性皮
炎等皮肤病患者；（3）贴敷穴位局部皮肤
有破溃者；（4）妊娠期妇女。 （菲 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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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梗，作为一种严重的脑部
疾病，常常导致肢体功能障碍。
它不仅给患者的健康带来严峻
挑战，也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心
理状态产生深远影响。本文旨
在探讨脑梗后肢体功能的恢复
过程，介绍有效的康复治疗方
法，并提供日常生活调整和防复
发的策略。

一、脑梗对肢体功能的影响
脑梗发生时，大脑中的一部

分血液供应突然中断，导致脑细
胞损伤或死亡。这种损伤可能
影响控制身体运动和感觉的大
脑区域，从而导致肢体功能障
碍。患者可能经历肌肉无力、感
觉丧失或协调困难，严重时甚至
可能导致一侧或双侧肢体完全
瘫痪。肢体功能的损失程度取
决于脑梗死的位置和严重性。

二、康复治疗方法
1.物理治疗：专业的物理治

疗师会通过一系列的肌肉力量
训练和活动范围练习，帮助患者
逐渐恢复肢体功能。这些练习
旨在提高肌肉力量、改善协调性
和平衡，以及增加关节的灵活
性。这对于中风后肢体功能的
恢复至关重要。

2.言语和认知康复：对于脑
梗后遭受言语障碍和认知问题
的患者，专业的言语治疗师和职
业治疗师可以提供相应的康复
训练。这包括语言理解和表达
训练，以及认知功能的改善。这
些治疗有助于患者恢复日常沟
通和思维能力。

3. 职业治疗：职业治疗师
将协助患者重新学习日常生活
技能，如穿衣、进食和个人卫
生，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自理能
力。这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
质量，使其在可能的情况下能
够独立生活。

三、日常生活调整
1. 生活方式的调整。（1）饮

食调整：对于脑梗患者而言，康
复期间的饮食调整至关重要。
应着重于营养均衡的饮食模式，
避免高脂肪、高盐的食物，以降
低心血管风险。增加蔬菜、水果
和全谷类的摄入，不仅有助于身
体恢复，也能有效预防再次发
病。适量的蛋白质摄入，如鱼类
和瘦肉，对于维持肌肉力量和整
体健康也非常重要。（2）运动与
体力恢复：恰当的运动是脑梗患
者康复的重要组成部分。适宜
的运动不仅可以增强体力，还能
改善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
建议的运动形式包括散步、瑜伽
或轻柔体操，这些运动强度较
低，较适合康复初期的患者。在
开始任何运动计划之前，患者应
先咨询医生或物理治疗师，以确
保所选运动符合个人的健康状
况和康复需求。渐进式的运动
计划，从轻松到逐步增加强度，
可以有效促进患者的身体恢复，
同时避免过度劳累。

2. 家庭和社会支持。（1）家
庭支持的重要性：家人的理解、

耐心和不断的鼓励，对于患者保
持积极的康复态度至关重要。
家庭成员应了解患者的具体状
况和康复需求，以提供适当的援
助和情感支持。鼓励患者参与
家庭活动和决策，有助于增强他
们的自信心和自我能力感。（2）
社会支持的作用：参与这类活动
不仅能够提供情感慰藉，还能帮
助患者获取关于康复的实用信
息和资源。社区中的健康讲座、
康复小组或心理辅导等活动对
于患者的情绪管理和社交互动
能力的提升尤为有益。（3）居家
改造和安全性：为了确保脑梗患
者在家中的安全和便利，适当的
居家改造是必要的。例如，安装
扶手和防滑垫可以减少在浴室
或楼梯等区域摔倒的风险。床
边和走廊的照明应充足，以防夜
间行动时发生意外。将日常用
品放置在易于到达的位置，也可
以降低患者进行日常活动时的
劳累程度。

四、预防复发的策略
1.医疗管理：脑梗患者需要

通过药物和定期医疗检查来控
制高血压、糖尿病等潜在的危
险因素。定期的血压和血糖监
测，以及遵循医生的药物治疗
计划，对于防止病情复发至关
重要。

2.健康生活习惯：维持健康
的生活习惯对于预防脑梗的复
发非常关键。除了均衡饮食和
适量运动外，还应避免吸烟和过
量饮酒。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
和适当的压力管理也对维持整
体健康至关重要。

总之，脑梗后肢体功能的恢
复是一个逐步且多方面的过程，
涉及专业的康复治疗、日常生活
的调整，以及家庭和社会的全面
支持。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持
续地努力、正确的康复方法和强
大的支持系统，许多患者能够逐
步恢复肢体功能，重拾生活的质
量和乐趣。重要的是，保持积极
乐观的态度，并且坚持康复计
划，以促进身体恢复并最大限度
地减少复发风险。

（秋 凉）

脑梗患者的肢体功能如何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