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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族人民的防病治病疗疾法

京族医生使用的临床
治疗方法，总体上可分为
药物疗法和非药物疗法。
药物疗法又可分为药物内
服疗法和药物外用疗法；
非药物疗法包括范围更
广，如针刺、艾灸、刮痧、放
血、挑治等均为常用。临
床上，他们经常是内治与
外治同时应用，以促进患
者的康复。

京族人民居住在沿海
一带，工作繁忙，粗食速
食，工作及居住场所经常
潮湿且湿度大，常见病主
要有感冒、胃病、风湿病、
腰肌劳损（腰脚痛）、肉增
生（肉流眼）、骨增生和妇
道病等。在治疗这些疾病
方面，在长期的生活中积
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药物疗法
1. 治风热感冒，表现

为发热重、恶寒轻、有汗不
多、头胀痛、四肢酸懒、咳
嗽痰黄、咽红肿痛、口干欲
饮、舌苔薄黄、脉浮数等，
用清热解毒药煲服（金盏
银盘、金银花、牛筋草、黄
皮果叶、鱼腥草、东风桔、
一点红等）；宿汗感冒，即
风寒感冒，表现为恶寒重、
发热轻、头痛无汗、四肢酸
痛、鼻寒不通、流清涕、说
话声音重、咳嗽痰稀、咽
痒、舌苔白、脉浮紧等，取

京药适量，煲水后熏洗全
身，内服药水（常用杉木
皮、潺木皮、假花生藤、筋
界叶等用水共煮），最后艾
灸取汗。治疗风寒感冒的
要点，就是要让身体出汗。
发汗有很多方法，如桑拿、
用 热 水 泡 脚（最 好 加 点
酒）、服药后盖上两层被
子、喝姜糖水、喝姜粥等。

2. 治寒性风湿病，多
用活血祛风药（如半枫藤、
钩藤、鸡血藤、千年健、宽
筋藤、透骨风、海蛇等）浸
酒服或吸毒蛇血（把蛇捆
绑吊好，用玻璃或竹器割
尾部取血吸之，用烈酒送
服），效果很好，重者加艾
灸拔火罐。若为热性风湿
病，则用木防己、木瓜公
花、银花藤、地龙适量煎数
剂内服，可并用针灸治疗。

3. 治腰肌劳损，采用
活血祛瘀、散积止痛的京
药（如大罗伞、小罗伞、苏
木、山八角、两面针、田七、
姜黄、四方雷公根、宽筋藤
等）浸酒外擦，也可水煎内
服，或与动物骨头一起炖
汤服用。

4. 治胃热痛，可用淡
竹叶、鲜天冬、山菠萝、桑
叶，煲水服。胃寒痛，则
用地菊适量，炒黄，浸米
酒服。食疗可用马肉炖
汤服。

5. 治伤口感染，可用
大种海嗅叶、浓糟、松木
炭，共捣烂外敷患处；也
可用落地生根捣烂外敷
患处。

6. 治急性肝炎，可用
溪黄草适量，捣烂取汁服；
也可用四方雷公根、田基
黄、金钱草、茅根、甘草各
适量，水煎服。

7. 治跌打损伤，外擦
药酒即可。即用白芷 30
克 ，香 附 30 克 ，苏 木 40
克，榕木须根 40 克，浸酒
外擦。

8. 治小儿着锁风（破
伤风），可以艾灸为主，并
用肉罗伞根煲水饮。

9. 治 肉 流 眼（肉 增
生），可在面部和眼周围放
血，然后用竹蒿草煨热敷
于患处，再用少许冰片、硼
砂、珍珠末，加水溶解后点
滴于患处。

10.治妇女月经不调，
可用益母草、香附草各适
量，水煎服，并加用艾灸腹
部穴位及三阴交、足三里
等穴位。

非药物疗法
1. 烧艾火（艾绒直接

点灸）
本地民间是用野生的

五月艾艾叶制作艾绒。先
将采集到的艾草去梗、去
秆、去干枯叶，只留生艾
叶，接着将艾叶放到阳光
充足处多次暴晒到干，然
后分拣出多余的艾梗、艾
秆等杂质，最后装入布袋
中暂时保存。将暂时保存
的艾叶放到民间盛物用的
竹箕中，然后用手掌把放
在圆形的竹箕内的艾叶前

后反复搓按擦，让小小的
艾叶细楂杂质从竹箕底部
的空隙中掉下，并边搓边
拣去细小的杂质，再经反
复搓擦，待检查基本无艾
叶细楂杂质从竹箕底部的
空隙中掉下时，即可得到
软细如棉的乳黄色或金黄
色的物质——艾绒。

从 备 用 容 器 内 取 出
少许艾绒，把它放在手掌
心上，然后双手合掌，前
后 轻 轻 搓 压 ，使 艾 绒 搓
捻 紧 实 ，做 成 约 2 厘 米
x0.5 厘米大小、两头尖中
间 粗 如 梭 状 样 ，使 燃 烧
时 火 力 由 弱 到 强 ，患 者
易于耐受。根据使用需
要，可做成 5~10 炷备用，
或边用边做。在点灸治
疗时取一炷在明火或香
火 中 点 燃（因 绒 柔 软 如
绒，易燃而不起火焰，气
味芳香，适合灸用）。用
拇指和食指捏住艾条，根
据不同疾病的点灸穴位，
用拇指尖轻而快速地按
压点灸，从而达到治疗疾
病 而 不 留 疤 痕 的 目 的 。
此种灸法可治疗各种疾
病 ，如 感 冒 、胃 脘 痛 、乳
疮、缠腰火丹、低血糖休
克、宿汗病、马上风、马后
风、妇科病、不育症、小儿
疳积、惊风、吊风、牙痛、
神经痛、鸡眼等。

2.隔姜灸
首 先 用 刀 把 姜 切 片

（薄片最好），把大如玉米
样的艾绒放在姜片上，用
火点燃，放在患者局部或
穴位（根据具体的病情使
用相应的灸法），待病人诉
热痛难忍时再移开，稍后

进行第二次用至艾火熄灭
后姜片不热为止，再换第
二片姜艾，类似这样施灸。
视病情轻重，轻者一次生
效，甚至痊愈，重者需灸几
次或十几次。可用于治疗
风寒感冒、怕冷、头晕、身
痛、咳嗽、半身不遂、风湿
病、脉管炎、痹病、阴疽及
风寒湿引起的各种疾病。

3.隔蒜灸
把大蒜切薄片，灸法

同隔姜灸法一样。此类灸
法可用于治疗各种热型疮
疗、深部脓肿、蛇头疔、疥、
癣及其他皮肤病。

4.黑艾（合药灸）
用麝香、血蝎等适量

粉末同艾绒拌匀，做成小
艾条，点燃后灸穴位和患
处。可用于风寒风热感
冒、半身不遂、神经痛、风
湿病、关节炎、坐骨神经
痛、牙痛、头身痛、跌打伤
痛、妇科病、小儿癫痫、阴
风及多种危病的治疗和抢
救。此艾灸后会留下黑
点，用水洗即去，所以京民
们都叫它黑艾。

5.沙姜食疗法
沙姜在医药上用途很

广泛，有行气化痰、消肿止
痛、祛瘀行气、软坚退热等
作用。小儿发热，用白沙
姜捣烂外敷头顶血肉囟门
穴（擦身亦可），可退热。
气逆上攻，与人吵架，口面
潮红，口开不能出声，用白
沙姜适量捣烂，用冷水冲
服。铁钉刺伤，用白沙姜
适量捣烂炒生油，趁热外
敷患处，有止痛消炎的作
用。咳嗽无痰（热咳），用
白沙姜适量炒猪肺，随意

食。顽痰塞喉，可用白沙
姜一块捣烂，加生盐少许，
同米酒灌服。扁桃腺肿
痛，用白沙姜适量捣烂，同
少许生盐冲凉开水含漱。
面生粉刺，可在早晚洗净
面部后，再削去白沙姜表
皮，擦涂面部数次。

沙姜是一种姜类种植
植物（分红、白两种），性平
凉，味香带辣。在膳食方
面多用于调味，如煮鱼汤
时放适量沙姜，既可以调
味，又能起到软化鱼骨的
作用，是不可缺少的一种
重要调料。

6.海水浴疗法
海水浴疗可以放松身

心、治疗疾病，具有醒脑、
提神、活络、健身、舒筋等
功效。通过游泳、浸泡咸
水等，可以舒筋活络、畅通
经脉、促进血液循环及提
高免疫力等。另外，通过
洗咸水浴，可以消炎、杀
菌、止痒、祛腐、生肌等。
海水如同医学上的生理盐
水一样，所以说洗海水浴
是一项既可健身，又可防
治疾病的有益活动。

京族祖辈居住在沿海
地带，在长期与疾病作争
的过程中，懂得了洗海水
浴可以防治许多疾病。平
时经常洗海水浴，可减少
皮肤病和疮疗，少患皮肤
感染病。对血热、皮肤瘙
痒、过敏性皮疹、疱疹、疥
癣、烂脚丫、脚气、慢性溃
疡不易收口等，连续下海
浸浴15~20天，每天2~3小
时，时间长些更好，可以收
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黄永光）

拔罐疗法，源于中国古代，
是传统中医非药物疗法的重要
组成部分。历经秦、汉、唐、宋、
明、清历代的演变和发展，拔罐
疗法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操作技
术和理论体系，广泛应用于民间
及医疗机构，深受民众喜爱。

基本原理
主要依赖于罐具产生负压

效应。传统方法是通过加热罐
内空气使其膨胀后迅速冷却，形
成罐内负压，随后将罐吸附在人
体皮肤表面，促使皮肤组织和深
层肌肉、经络受压，从而达到治
疗目的。现代医学中的拔罐则
采用了更为便捷和安全的抽气
式或磁吸式拔罐器。

适应症
1.缓解疼痛：拔罐疗法能够

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激活神
经系统和释放内源性镇痛物质
等方式，有效缓解肌肉骨骼系统
疼痛，如颈椎病、肩周炎、腰背
痛、关节炎等引起的疼痛。

2.促进血液循环：拔罐时形
成的负压作用可以使毛细血管

扩张，增强血液循环，有助于带
走体内多余的代谢产物，改善微
循环，对于因血液循环不畅引起
的疾病如雷诺病、冻疮等有一定
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消肿解毒：通过负压吸
拔，拔罐疗法能够促使体表毛细
血管破裂，局部渗血、渗液，从而
达到活血化瘀、消肿解毒的效
果，对跌打损伤、扭挫伤等引起
的肿胀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4.提高免疫力：拔罐疗法可
刺激人体穴位，调节机体功能，
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对于预防和辅助治疗感冒、咳
嗽、哮喘等呼吸系统疾病有一
定效果。

5.调理脏腑功能：根据中医
理论，拔罐疗法可通过刺激特定
的经络穴位，调整脏腑功能，对
于脾胃虚弱、肾虚、肝郁等症状
有一定的调理作用。

6.美容养颜：现代医学也发
现，适当的面部拔罐可以帮助改
善面部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
谢，有助于改善肤色暗沉、肤质

粗糙等问题，具有一定美容养颜
效果。

7.改善亚健康状态：对于长
期劳累、精神压力大导致的疲
劳、失眠、头痛等亚健康状态，拔
罐疗法可通过调整机体平衡，减
轻疲劳感，提高睡眠质量，改善
整体健康状况。

禁忌症
皮肤疾病及破损部位，如

皮肤有疱疹、脓肿、溃疡、瘢痕、
痣、皮肤病灶等情况下，应避免
拔罐，以防感染和加重症状；出
血倾向及血液病，如血小板减
少性紫癜、白血病、血友病等出
血性疾病患者，因拔罐可能诱
发或加重出血，故应避免；严重
心脑血管疾病，如严重心脏病、
高血压病危象、脑血管意外等，
拔罐可能引起血压波动，增加
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妊娠妇女，
如孕妇腹部、腰部、乳房及其他
可能影响胎儿安全的穴位不宜
拔罐，尤其是孕早期；极度虚弱
或过度疲劳，如体质虚弱、营养
不良、饥饿、极度疲劳、醉酒等

情况下，不宜立即进行拔罐；某
些特定病症，如恶性肿瘤、骨折
恢复期、器官移植术后等特殊
情况。

除此之外，在不适合拔罐的
情况下，应采取其他更适合的治
疗方法。

操作的注意事项
1.选择合适的拔罐时机：不

宜在空腹或饭后立即进行拔
罐，建议饭后 1~2小时后进行治
疗，避免过劳过饥时引起晕罐
的现象。

2.拔罐前的准备：在拔罐前
应保持皮肤清洁干燥，避免涂抹
化妆品或油脂类产品。操作者
应确保拔罐器具清洁、消毒，一
人一用，避免交叉感染。

3.选择拔罐部位：避免在皮
肤有破损、溃疡、痣瘤、毛发过
多、骨骼突出等位置拔罐。

4.拔罐操作：留罐时间不宜
过长，一般在 5~15分钟，具体时
间视患者体质和病情而定。注
意观察皮肤颜色变化，如出现大
面积瘀黑、紫斑、起泡等情况应

立即停止拔罐。在拔罐过程中
和拔罐后要随时关注患者感受，
如感到头晕、恶心等不适，应立
即取罐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5.拔罐后处理：拔罐部位皮
肤在治疗后 4小时内避免接触
冷水和沐浴，以防寒邪入侵。若
拔罐后皮肤出现水疱，应由专业
人员处理，不可擅自刺破，以防
感染。

总之，在进行拔罐疗法之
前，患者应详细告知医生自己
的健康状况，遵循医生的专业
建议，确保拔罐疗法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拔罐疗法虽然简便
易行，但需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执行，遵循医嘱，以达到最佳治
疗效果。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明秀分院
罗梅）

拔罐疗法的适应症和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