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民族医苑
责任编辑：晓 露 本版邮箱：mzyyb7b@126.com2024年11月22日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慢性病，
也是心脑血管病最主要的危险
因素，其脑卒中、心肌梗死、心力
衰竭及慢性肾脏病等主要并发
症，不仅致残、致死率高，而且严
重消耗医疗和社会资源，给家庭
和社会造成沉重负担。

高血压是指在未使用降压
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 3次测量
血压，收缩压≥140mmHg 和/或
舒张压≥90mmHg。

患者既往有高血压史，目
前正在使用降压药物，血压虽
然低于 140/90mmHg，也诊断为
高血压。

高血压患者除了必须的药
物治疗外，也可以有选择性的采
取一些中医调护措施，辅助高血
压的治疗。中医治疗安全可靠，
是治疗高血压的有效手段之一，
下面介绍高血压治疗常用的中
医疗法。

常见症状
头晕、头痛、眼花、耳鸣、失

眠、乏力、注意力不集中等症状，

特别是情绪激动，过度疲劳加重
或者停用降压药后，建议去最近
的社区医院检查您的血压。当
您有下例症状时：剧烈头痛、视
力障碍、恶心、呕吐、抽搐、昏迷、
一过性偏瘫、失语等，表明您的
血压急骤升高，尽快到最近的医
院就诊。

中医康复指导方案
1.头部按摩法
中医认为“头为诸阳之会”。

头部有几十个穴位。正确的按
摩对高血压患者可以起到保健
作用。

（1）梳头。可促进头部血液
循环，疏通经脉，畅通气血，调节
大脑神经，刺激皮下腺体分泌，
增加发根血流量，减缓头发的早
衰，并有利于头皮屑和油腻的清
除。梳头方法是每天早、中、晚
各梳头一次,用力适中,头皮各部
全部梳理一遍,每次2~3分钟。

（2）推发。两手虎口相对
分开放在耳上发际 ,食指在前，
拇指在后 ,由耳上发际推向头

顶，两虎口在头顶上会合时把
发上提 ,反复推发 10次 ,操作时
稍用力，两掌自前额像梳头样
向脑部按摩 ,至后颈时两掌手
指交叉以掌根挤压后颈有降
压的作用。

2.足部按摩法
“ 人 老 脚 先 衰 、树 老 根 先

竭”。足是人类的“第二心脏”，
足部与全身脏腑、经络关系密
切，承担身体全部重量。脚心是
肾经涌泉穴的部位,手心是心包
经劳宫穴的部位,用手掌摩擦脚
心 ,可健肾、理气、益智、交通心
肾,使水火相济、心肾相交，能防
治失眠、多梦等 ,对高血压病也
有很好的疗效。足与整体的关
系类似于胎儿平卧在足掌面，头
部向着足跟,臀部朝着足趾,脏腑
即分布在跖面（脚掌）中部。根
据以上原理和规律,刺激足穴可
以调整人体全身功能,治疗脏腑
病变。

饮食疗法
饮食方面应尽量清淡,若是

患者经济条件较好,可以适当吃
一些清蒸甲鱼 ,并可用菊花、枸
杞子泡水饮,主要起到清心除烦
的作用。建议高血压患者日常
增加全谷类、新鲜水果、蔬菜、豆
类等富含纤维食物的摄入，因膳
食纤维可帮助降低胆固醇水平，
减少动脉硬化风险。做到饮食
有节、少食多餐,避免暴饮暴食,
避免消化不良等负面效应,多注
意加强营养。

情志干预
情绪干预是指通过调节患

者情绪和心理状态来达到护理
和治疗目的。高血压患者情绪
波动和心理压力常常是引发血
压升高的主要原因，通过情志干
预合理调节患者心理状态，有效
控制血压上升。患者需学会自
我调节情绪，可参加一些适合自
己的娱乐项目，如读书、看报、听
音乐、看电视等，进而放松自己
的情绪。也可尝试进行一些身
体运动，如跑步、散步、打太极
等，也可缓解紧张情绪。作为家

人也可通过关系和理解患者情
绪变化，及时给予其温暖和鼓
励。家庭环境中需创造一个和
谐、合适的氛围，可利于患者更
好调节情绪。

高血压运动指导
1.起居调养法：有规律的生

活习惯，劳逸结合，保持心情舒
畅，脑力劳动者避免用脑过多。
控制饮食，减轻体重。服用降压
药要慎重，不可降压太低太快，
以免引起不适和其他并发症。
此外，需指导患者定时作息，保
证充足的睡眠做到静心休养，以
达到培养正气，早日康复的目
的。如春夏应晚睡早起，秋季应
早睡早起，冬季应早睡晚起；避
免以昼作夜，阴阳颠倒。

2.气功调养法
取坐位练放松功。练功时

意守丹田，耳不旁听，目不远视，
心静神凝，引气血下行，反复默
念放松，全身肌肉放松，呼吸自
然。每次 30分钟，每天 2次。采
用气功调养有益于改善体质，提
高血压控制效果。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 王文卢）

广西国际壮医医院院级课
题（编号 2021039）

高血压病的中医康复及运动指导

继“五方说”“五时说”之后，
同时出现了“五材说”。五材原
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
生活和生产实践中不可缺少的
五种物质，如《左传·襄公二十七
年》载：“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
一不可。”而且进一步认识到木、
火、土、金、水这五种物质，对于
人类之生存具有重要的作用，且
是缺一不可的。故《尚书·大传》
说：“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
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
万物之所滋生，是为人用。”在此
基础上，古人又发展其成为“元
素说”，认为木、火、土、金、水乃
是五种物质元素，是构成宇宙自
然界万事万物的物质本源。如

《国语·郑语》说，“故先王以土与
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五材说
的出现，说明了古人试图从五种
物质元素的结构关系上来把握
一切有形事物的整体联系。

《幼官》《月令》的四季阴阳
刑德之数、邹衍的五德终始之
数、中医的河图五脏模型、魏伯
阳的契数、气象医学之运气数，
以及《易》之大衍数和扬雄的太
玄数等等均效法此河图五行生
成数而用者，取数规模与所配置
的各种五的单相系列各因需要
而定。

《尚书·洪范》是先秦论述
“五行”的重要著作，它的成书标
志着五行学说哲学思想的形成。
如《洪范·九畴》说：“五行，一曰
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
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
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
革作辛，稼穑作甘。”至此，五行
的含义已经超出了作为“五材”
的范围，已经上升为事物属性的
抽象概念。木、火、土、金、水五
行的五种属性，已经不仅仅属于
木、火、土、金、水五种事物本身
所具有，而是作为“润下”“炎上”

“曲直”“从革”“稼穑”等五类事
物特性的代名词，且又与酸、苦、
甘、辛、咸五味等联系起来，并以
此推演，认为其他一些复杂事物
的内部或其相互关系，也可按上

述特点分成五个方面。这就说
明，五行的意义已经发生了质的
变化，它已不再是单纯指木火土
金水五种事物本身的运动，而是
成为了一种能够代表五大类事
物属性的抽象的哲学概念。所
以，五行学说也是我国古代的自
然哲学之一，其生克制化的原
理，即在于说明事物在其运动变
化过程中的联系法则，以及各种
不同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的相
互关系。因此，五行学说亦属于
古代唯物辩证观的哲学范畴。

（2）五行的概念和五行学说
的主要内容：五行，即是木、火、
土、金、水五种基本物质的运动
变化。所谓五行学说，即是古人
用人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的木、
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功能属
性为代表来归类事物或现象的
属性，并以五者之间相互滋生、
相互制约的关系来论述和推演
事物之间或现象之间的相互关
系及其复杂的运动变化规律。

五行学说认为，事物系统结
构的五个方面之间的相生（木→
火→土→金→水）、相克（木→土
→水→火→金）关系，构成并促
进着事物正常情况下的循环运
动，并保持着相对的动态平衡。
五行系统结构中的每一行都与
其他四行发生一定的联系。从
相生看，有“生我”和“我生”两种
关系；从相克看，又有“胜我”和

“我胜”两种关系。这就表明五
行系统结构中的各部分之间不
是孤立的，而是密切相关的，每
一部分的变化，必然影响着其他
部分的状态，同时又受着五行系
统结构整体的影响和制约。相
生、相克，对于事物的正常生化
和发展，又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亢则
害，承乃制，制则生化”。《类经图
翼》则说：“造化之机，不可无生，
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

无制则亢而为害。”五行系统结
构关系在外界因素的影响下所
产生的反常状态多见相乘和相
侮，即五行之间不正常的相克。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区别
在于：相乘是按五行相克次序的
克制太过，相侮则是与相克次序
相反方向的克制异常。联系在
于：当发生相乘时，有时也可出
现相侮；发生相侮时，有时又常
伴有相乘。故《素问·五运行大
论》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
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
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

（3）五行学说在中医学中
的应用：中医学应用五行学说，
主要在于运用五行的属性归
类、生克、制化、胜复、乘侮等规
律，来概括脏腑组织器官的功
能属性，论证五脏系统相互联
系的内在规律，并归纳人体与
自然界的某些相互关系，特别
是阐明人体的整体系统结构关
系，从而指导中医临床之病理
分析、诊断和治疗。

中医学运用了五行类比联
系的方法，根据脏腑组织的性能
及特点，将人体的组织结构分属
于五行系统，从而形成了以五脏
为中心，配合六腑，联系五体，开
窍于五官九窍，外荣于体表的脏
腑组织功能系统，从而为藏象学
说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通过
生克关系，即把脏腑紧密地联结
成一个整体，从而维持了人体内
环境的统一。人体与外界环境，
诸如四时、五气，以及饮食五味
等的关系，中医学亦是用五行的
规律来加以说明的。

从五行规律来说，病理上的
传变主要是应用五行相生的母
子关系，以及五行相克的乘侮关
系，来说明脏腑间疾病相互影响
的传变规律。

由于对五脏与五色、五官、
五味、五音等进行了五行分类

归属，并作了一定的系统联系，
形成了五脏系统的层次结构，
即为临床诊察疾病奠定了理论
基础。在临床实际运用时，我
们即可以综合四诊材料，再根
据五行之所属及其生克乘侮规
律来推断病情。

在治疗时，除对所病本脏进
行适当处理外，特别应考虑到与
有关脏腑的传变关系，并应根据
五行学说的生克乘侮规律，来调
整其太过或不及，以控制其病证
的传变，使之恢复其正常的功能
活动。运用相生规律来进行治
疗，除母病及子或子病犯母可采
用补母或泻子等方法外，若系单
纯的子脏虚证除补虚外，亦可运
用母子关系，兼顾补其母以加强
其相生力量，从而有助于子脏虚
证之恢复。根据相克规律确定
治疗原则抑强或扶弱，适应于因
为相克关系紊乱而出现的乘侮
病证。还应用于针灸疗法和精
神疾病的治疗方面。

（4）五行学说的现代研究：
近年来，很多学者以控制论、信
息论、系统论等诠释五行学说，
大体都以五行学说在传统医学
中所起的自我调节功能为例证
展开论述；从逻辑学的意义上，
诠释五行学说的唯一性、符号
性、公理性（或准公理性）等。都
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五行结构
是一种区别于分析哲学的思维
构架，或谓之系统思维，或谓之
有机整体思维，或谓之符号逻辑
思维，名称虽有差异，实则可以
相互贯通。五行学说是系统思
想的雏形。

系统论是综合思维方式中
的一种方法，它要求将诸多子系
统之间的关系组合成为一种最
佳的整体结构。五行结构在限
定的范围内满足了这一要求，因
此与其说五行结构是系统论的
一种独特构架，不如说五行结构

是古代系统思维方法创造出来
的一种思维形式。当多维系统
的经验材料一旦进入这一思维
形式的框架之后，便在这个框架
中受到筛选，并通过由各单相性
系统交织而成的一般逻辑规则
的整合，提炼出具有极高应用价
值的特殊的逻辑规则。运用系
统论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医的
五行学说，认为五行学说是古代
的一种普通系统理论，而且根据
这种理论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
物都具有共同的结构，这种共同
的结构就是“五行系统结构”。
五行学说的特点在于它不着重
于研究自然界的实体究竟是由
何种质料所构成，也不着重于考
察事物之间具体的作用方式，其
着意研究的是事物内部和事物
之间最一般的结构关系和系统
联系，并用五行系统结构观念
建构成关于自然的理论体系。
已故者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

《中医基础理论六讲》中指出中
医学的五行学说是东方色彩的
比较完整的普通系统论的哲学
理论。普通系统论的观点包括
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研究事
物要从整体着眼，并认为整体是
由其组成部分以一定的联系方
式所构成。二是认为认识事物，
必须既认识其各个组成部分，又
要观察它们的联系方式与结构
关系。三是认为整体系统的存
在，不能脱离其一定的周围环
境。四是为要找出世界上任何
系统普遍适用的共同规律，因而
以肯定各种不同类型和不同等
级的系统之间有着类似性和逻
辑上的同调为其前提。可以看
出，中医学的五行学说正是基本
上体现了上述系统论的理论观
点和思想方法，并以此观点和方
法来概括和分析事物的结构组
成及其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以
五行方法论的思维方式和系统
结构医学模式，用以阐释医学理
论，总结临床经验，并指导医疗
实践，对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李庆业）

中医学的哲学基础（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