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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7期家庭好医生 生命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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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院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

延缓衰老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安徽省委保健委员会保健专家。刘健

教授擅长应用中医、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风湿性疾病，如类风湿性关节

炎、干燥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强直性脊柱炎等及中医药养生保健。

周刊
HEALTH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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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预告

一周病情报告

膏方分外用和内服

刘健教授说，膏方是中医治疗学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分为外用与内服两

类。外用膏方多用于治疗外科疾患或

内病外治，内服膏方分为成药和膏滋方

两类。医疗及日常生活中所提及之膏

方多指膏滋方。内服膏方通常用以滋

补强身，保养脏腑，祛除病邪，消除病

痛为主要功能，故又称之为膏滋、药膏

等。制法是将数十味中药加水煎煮后，

除去药渣，反复浓缩药液，缩小体积，再

加胶性药物、糖和蜂蜜熬成调厚半固体

状药膏，开水冲服。

膏滋药服用贵在坚持

刘健教授说，服用膏滋药应讲究方

法。膏滋药每日服用两次，每次30克，

约一调匙，用温开水冲服，清晨或晚上

就寝前空腹服用。原有胃病者可以放

在饭后服用。少数膏质黏稠难化，可以

隔水蒸热烊化后服用。服用膏滋药期

间必须注意以下几点：少用油腻、海鲜、

辛辣之品，戒烟限酒，宜饮淡茶，不吃萝

卜。如果出现胃纳不好腹胀腹泻，个别

可能出现鼻腔出血等，可以采用减半用

量或延长服用时间等办法解决。膏滋

药的服用贵在坚持，每年须根据体质进

行辨证论治，重新处方用药，坚持数年，

体质会大大改善。

膏方并非人人能吃

刘健教授介绍，膏方虽好，但并不

是适合人人服用，一个家庭一服膏药一

起吃的做法更不可取。膏方服用首先

遵循的原则应该是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不同与病情的需要，不是千人一方，应

该是一人一方。

膏方并不能代替正规的药物。进

补通常适宜于身体虚弱，但无明显器质

性疾病的人群。如果患有明显器质性

疾病的人，如果盲目以各种“膏方”作治

疗的手段，这是极其危险的。膏方是一

种因人而异的保健品，必须遵从医生的

指导服用。

膏方进补有宜有忌

刘健教授说，膏方是中医专家针

对每个人的症状和自身特点拟订，因

此，打算进补之前，先要看一看自己

的体质是否适合进补。一般来说，老

年人、35岁以上女性、儿童、慢性病人

及大病、手术、产后患者比较适合膏

方进补。而一个身体十分虚弱的人，

要想一下子变得十分强壮，希望一口

吃成一个胖子，往往是事与愿违的，

膏方对这类人应该不合适。一些肠

胃功能不佳，消化吸收状况很差，甚

至平时吃饭都觉得不太消化的人，再

服用滋补品，必然加重症状。对这些

人，医生往往给开路药，使其肠胃功

能恢复，吃东西不觉得胀满，方能进

食补品。对一些新近患病的人，如患

有感冒、咳嗽、咯痰等，则应先将感冒

咳嗽治愈，方能进补。否则，不但补

药吃进去难受，反而使感冒咳嗽难

愈。另外，不适宜进补的还有如下人

群：体质健壮的青少年，急性疾病及

有感染者，慢性疾病发作期及活动期

患者，胃痛、腹泻、胆囊炎、胆石症发

作者，慢性肝炎、转氨酶很高者，自身

免疫病球蛋白和抗体很高者等。

秋天到了，天气由潮湿闷热而变得

干燥，早晚温差比较大，易导致人们抵

抗力下降，从而诱发多种皮肤病。秋天

常见的皮肤病有哪些？如何防治？皮

肤莫名瘙痒怎么办？红斑鳞屑性疾病

如何诊断和治疗？过敏性皮肤如何治

疗？下周二（9 月 27 日）上午 9：30~10：

30 ，本报健康热线 0551-2623752，邀请

省立医院副主任医师蒋法兴博士与读

者交流。

蒋法兴，医学博士，安徽省立医院

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从事皮肤性病临床、教学、科研工

作 17 年，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红

斑鳞屑性疾病、水疱大疱性皮肤病、血

管炎性疾病及部分少见疑难疾病的诊

断和治疗具有一定的经验。

孙承伟 记者 胡敬东

秋季科学养生
防止旧病复发

近日合肥的天气突然转冷，医院

门、急诊接收的患者也随之增多，其中

有以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哮喘、慢阻肺、

心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病的中老年人为

主。据合肥市一院门诊夏锡青主任介

绍说，天气骤然变冷，若不注意气温变

化，防寒保暖，一旦受凉感冒，极易导致

旧病复发。

专家提醒，秋季应注意调养身心。

早睡早起，使心境安逸安静，神气收敛，

避免肺气受燥邪的损害，保持肺的清爽

功能。其次，宜秋冻。秋季日夜温差较

大，早晚气温较低，健康人宜稍穿薄衣，

稍带寒冷，“春捂秋冻”，适当地“冻

冻”，有利于增强人体对气候变化的适

应能力。第三，要注意饮食的合理搭

配。秋季饮食宜清淡，避免老姜、生葱、

芥末等辛辣食物，或熏烤、肥腻的油炸

食物等，要多吃润肺生津食物，如芝麻、

核桃、蜂蜜、梨等。其中甘蔗、梨虽然可

以清肺润燥，但凉性大，脾胃虚寒和胃

腹疼痛的人不宜食用。另外，平时应加

强户外活动，增强体质，及时增减衣物，

注意防寒保暖远离感冒。

苏洁 记者 胡敬东

星报讯 (王炜 童有兵 记者 胡敬东)

两岁的明明最近总是说牙疼，妈妈带着孩

子去了省立儿童医院口腔科检查。原来，

明明一直有含着奶嘴睡觉的习惯，致使他

得了“奶瓶龋”，又称“乳牙龋齿”。

省立儿童医院口腔科王向荣主任告

诉记者，口腔门诊中因小儿龋齿前来就诊

的患儿占到了半数以上，最小的患儿不到

一岁，而且八成左右的小患儿都有使用安

慰奶嘴的习惯。

王向荣指出，婴幼儿的乳牙钙化程度

不高，易受酸腐蚀，孩子嘴巴里残留的奶

水会大量滞留在牙齿表面而发酵产酸，使

牙齿脱钙；另外，婴幼儿长期含着奶嘴，使

唾液分泌量减少，口腔自洁作用差，更容

易发生龋齿，俗称“奶瓶龋”。

“有的家长认为，乳牙迟早是要替换

的，因此‘奶瓶龋’不需要治疗，这种观点

是非常错误的。”王向荣称，事实上，幼儿

龋齿危害很大，严重的会发展成牙髓炎、

根尖周炎，甚至引起恒牙胚发育障碍和

牙齿畸形。

9 月 20 日是我国第 23 个全国“爱牙

日”，今年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幸福家

庭。呵护孩子，预防龋齿。”

王向荣建议，家长可以经常用湿纱

布擦拭孩子牙齿上的软垢，同时要讲究科

学喂养方法：奶瓶嘴应放在小儿上下牙之

间，减少食物直接与牙齿接触的时间；要

讲究喂食时间，一般在小儿睡醒后为好，

不要睡前喂食，以免喂食后小儿很快进入

睡眠状态。在孩子一岁半以后，要帮助孩

子用杯子代替奶瓶，尽早让孩子摆脱对奶

瓶的依赖。对于半岁以内的孩子，可在喂

奶后再喂一些清水，冲淡存留在口腔里的

奶。

安慰奶嘴让宝宝得了“奶瓶龋”

8岁的苗苗今年上小学三年级，开学还

不到一个月，苗苗已经感冒两次。最近几

天，气温骤降，苗苗又抵抗不住而感冒了。

其实象苗苗这样抵抗力差易感冒的孩子很

多，很多孩子都是几乎一换季就感冒，妈妈

们很困惑：“我不知道怎样让他强壮起来。”

有关专家为担忧的妈妈们提供食用

健康食物增加免疫力的好方法。

免疫力，身体最好的军队。提高免疫

力是对付疾病最好的办法。免疫力是每

个人身体的私人军队，抵挡着外来入侵者

的伤害。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

可以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异物（病

毒、细菌等）。

健康食物提供好“弹药”。吃得好对健

康免疫系统至关重要，食物中的营养是免

疫力大军的“弹药”。只要保持饮食健康并

爱护好自己，生病的几率就会减小许多。

一份健康食谱的关键成分是大量五颜六色

的水果和蔬菜，适量的健康蛋白质和一些

益生菌，益生菌有助于消化和健康。

水果和蔬菜提供大量的植物营养素，

这种天然成分存在于所有食用植物中，是

促进健康的抗氧化剂。专家建议，尽可能

食用广泛的植物食品。

维生素让免疫力更坚固。鱼类、贝

壳、家禽、瘦肉、豆制品和低脂肪乳制品等

高蛋白食品对人的健康也非常重要，有关

专家把它们比作构建人体的砖石。而维

生素则为这些砖石起到了黏合的作用。

专家建议每天食用两种以上的水果，

或者可以选择维生素C含片。

摘自《家庭保健报》

皮肤莫名瘙痒
“肿么”办？

下周二，博士现场为你支招

增强免疫力妈妈不再多担心

膏方虽好但不能乱吃哦
膏方进补从什么时候开始？儿童能否进补？正常体质和非正常体质的进补是否

一样？膏方如何保存？9月20日上午9：30～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2623752邀请

了安徽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常务副院长刘健教授与读者进行了交流。

陈小飞 记者 胡敬东/文 倪路/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