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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疾病是常见的健康问题，影响着许

多人的生活质量。 中医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

医疗体系，在治疗胃肠疾病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和独特的原则。

以下是中医治疗胃肠疾病的主要原则，

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中医在胃肠疾病治疗

中的应用。

1.�

辨证施治

中医治疗胃肠疾病的核心原则是辨证

施治。 医生通过观察、听诊、问诊和切诊等方

法，综合判断患者的病因、病性、病位和病

机，然后根据辨证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 不同的胃肠疾病类型，如胃炎、胃溃疡、

胃癌等，其治疗方法各不相同，需根据患者

的具体病情进行精准治疗。

2.�

调和阴阳

中医认为， 胃肠疾病的发生与阴阳失衡

密切相关。

阴阳是中医理论中的基本概念， 代表了

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 胃肠疾病的治疗不仅

要针对症状，更要调和阴阳，使人体恢复平衡

状态。 例如，对于胃寒引起的胃痛，需用温热

的药物驱散寒气；而对于胃热引起的疾病，则

需用寒凉的药物清热泻火。

3.�

调节脏腑功能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 认为胃肠疾病与脾

胃功能失调密切相关。

治疗时不仅要调理胃本身， 还要注重调

节与之相关的脏腑功能，如肝、脾等。 通过调

节脏腑之间的关系，改善胃的功能状态，从而

达到治疗胃肠疾病的目的。例如，对于肝气郁

结引起的胃痛，需疏肝解郁；对于脾虚引起的

消化不良，需健脾益气。

4.�

强身健体

中医治疗胃肠疾病不仅仅关注疾病本

身，还注重提高患者的整体身体素质。通过增

强体质，提高机体的抵抗力，可以有效防止胃

肠疾病的复发。这包括合理的饮食调整、适当

的运动锻炼和良好的生活习惯。

5.�

饮食疗法

饮食调整是中医治疗胃肠疾病的重要手

段之一。 胃病患者应避免食用辛辣、生冷、油

腻等刺激性食物，多食用易于消化、营养丰富

的食物，如粥类、面条、蔬菜等。合理的饮食搭

配有助于减轻胃肠负担，促进疾病的康复。

6.�

推拿按摩与针灸疗法

中医推拿按摩和针灸疗法在治疗胃肠疾病

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疗效。 通过刺激相应的穴位

和经络，可以促进气血运行，调理胃肠功能，缓

解胃痛、腹胀等症状。

7.�

药物治疗

中医药物治疗胃肠疾病时， 常使用具有健

脾益气、和胃止痛等功效的中药方剂。这些方剂

可以调理胃肠功能，增强胃肠道的免疫力，消除

病菌，减轻炎症反应。

总之， 中医治疗胃肠疾病的原则体现了中

医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通过综合运

用多种治疗手段， 可以有效缓解胃肠疾病的症

状，促进患者的康复。

（作者单位：河北省任丘市梁召镇卫生院）

胃肠疾病的中医治疗原则

□

李锦乐

浅谈神经内科疾病的预防措施

□

梁志微

肛肠疾病是人类常见的健康问题， 涵盖

了从肛门到直肠的多种疾病，如痔疮、肛裂、

肛瘘和肛周脓肿等。 这些疾病不仅影响生活

质量，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 然而，通过

科学合理的预防与保健措施， 我们可以有效

降低肛肠疾病的发病率。 以下是一些关键的

预防与保健建议：

一、调整饮食，合理摄入纤维

饮食是预防肛肠疾病的重要一环。 应多

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粗粮、芋头、芹菜

等， 这些食物能促进肠道蠕动， 改善便秘情

况，减少对肛门区域的压力。 同时，适量摄入

水果、酸奶和蜂蜜等也有助于肠道健康。每天

应保证足够的水分摄入，建议饮水量在

1600

毫升以上。

二、规律排便，保持肠道通畅

规律排便有助于建立正常的排便反射，

防止便秘的发生。 建议每天固定时间进行排

便训练， 即使无明显便意也要尝试形成条件

反射。

晨起空腹饮一杯淡盐水或蜂蜜水， 并适

当活动，有助于刺激肠道蠕动。排便时不宜过

度用力，时间控制在

5

分钟内，避免长时间憋

便或用力过猛导致肠道损伤。

三、适当运动，促进气血通畅

适当的运动能促进气血通畅， 减少局部

气血瘀滞，有助于预防肛肠疾病。避免久坐久

站，应每小时起身活动

5-10

分钟，促进下肢

和臀部肌肉的血液循环。 散步、游泳、做操等

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对于久站或久坐的工作者， 应合理安排

时间活动下肢和臀部肌肉， 减少盆底肌肉及

肛周血液循环压力。

四、保持肛门清洁干燥

保持肛门清洁干燥是预防肛肠疾病的重

要措施。每次排便后应以温水清洗肛门，或以

婴儿用湿纸巾代替，然后用干纸巾蘸干肛门。

避免使用过于粗糙的纸巾或毛巾擦拭，

以免损伤肛门皮肤。如感觉肛门潮湿，应立即

清洁。女性应选择刺激性小的卫生用品，避免

分泌物刺激引起肛门瘙痒。

五、定期体检与筛查

定期体检与筛查能够早期发现并干预

潜在的肛肠健康问题，提高治疗效果及预后

质量。

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

包括肛门指诊以及必要时的大肠镜检。 如出现

肛门疼痛、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六、加强肛门功能锻炼

加强肛门功能锻炼可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

环，减少痔静脉的淤血扩张，增强肛门直肠部的

抗病能力。具体方法包括收缩肛门、还纳脱出物

以及坐浴等。

这些方法不仅能够预防肛肠疾病的发生，

还能促进疾病的恢复。

通过科学合理的预防与保健措施， 我们

可以有效降低肛肠疾病的发病率， 提高生活

质量。 让我们从日常做起，关注肠道健康，享

受美好生活。

（作者单位：河北省任丘市北汉乡卫生院）

在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紧急情况时

有发生，从突发的心脏病、中风，到日常生活

中的意外伤害，如溺水、触电、摔倒等，每一分

每一秒都可能决定生死。 掌握基本的急诊急

救知识， 不仅能在关键时刻挽救自己或他人

的生命，还能减轻后续治疗的难度和痛苦。

以下是关于急诊急救的一些重要知识和

步骤，让我们共同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心肺复苏术（

CPR

）

心肺复苏术是针对心跳骤停患者采取的

急救措施，通过胸外按压和人工呼吸，维持血

液循环和氧气供应， 为专业医疗救援赢得宝

贵时间。

检查反应与呼吸： 轻拍患者肩膀并大声

呼唤，观察是否有反应及呼吸。

启动紧急反应系统： 若患者无反应且无

呼吸或呼吸不正常， 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并启

动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如现场有）。

胸外按压： 将患者置于硬板床上或地面

上，解开衣物，双手交叠，掌根置于胸骨下半

部，垂直向下按压，深度至少

5

厘米，频率至

少

100

次

/

分钟。

人工呼吸：确保患者头部后仰，无异物阻

塞气道后，进行口对口或口对鼻人工呼吸，每

次吹气持续

1

秒， 使胸廓隆起。 未接受培训

者，应持续进行胸外按压。

持续循环： 胸外按压与人工呼吸的比例

为

30:2

，直至专业医疗人员到达。

2.�

窒息急救

窒息急救分为婴幼儿窒息和成人窒息两

种情况。

婴幼儿窒息：将孩子面朝下放在膝盖上，

头部略低于胸部，用力拍打其背部

5

次，再将

其翻转过来，用两指按压胸骨下部

5

次，重复

上述步骤直至异物排出。

成人窒息：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 站在患

者背后，双臂环绕其腰部，一手握拳，拳心向内

按压于患者的肚脐和肋骨之间的部位； 另一

手成掌捂按在拳头之上， 双手急速用力向里

向上挤压，反复实施，直到阻塞物吐出为止。

3.�

控制出血

直接压迫：对于可见的活动性出血，应立

即用干净的纱布、衣物等直接按压在伤口上，

以控制出血。

抬高伤肢：对于四肢出血，可在压迫止血

的同时，将伤肢抬高，以减少出血量。

止血带使用： 仅在直接压迫无法控制大出血时

考虑使用止血带，且应每隔一小时放松

1

—

2

分

钟，以防肢体坏死。

4.�

高温中暑急救

移至阴凉处：迅速将患者移至通风阴凉处，

解开衣物，帮助散热。

补充水分：若患者意识清醒，可给予含盐分

的清凉饮料，但不可给予过多水，以防呕吐。

急诊急救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掌握的基本

生存技能。它不仅能在关键时刻挽救生命，还能

减少伤害和残疾的发生。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学

习急救知识，提高自救互救能力，共同守护生命

的安全线。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第一中心医院）

急诊急救：生命的守护者，你了解多少

□

梁青

肛肠疾病的预防与保健

□

刘磊

神经内科疾病涉及神经系统各个部分

的病变，包括大脑、脊髓及周围神经。 这些疾

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病因复杂，严重影响

人类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下面将分条介绍神

经内科的一些常见疾病。

1.�

脑血管疾病

脑血管疾病是神经内科最常见的疾病

之一， 主要包括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

卒中。

缺血性脑卒中，即脑梗死，由于脑组织

动脉局部供血突然减少或完全中断，导致局

部脑组织损伤。 出血性脑卒中则指非外伤性

脑实质内血管破裂引起的出血。

这两类疾病都会造成偏瘫、失语、意识

障碍等症状，具有很高的致残率和致死率。

2.�

神经系统的退行性疾病

退行性疾病包括帕金森病、 老年性痴

呆（阿尔茨海默病）、多系统萎缩等。

这些疾病的特点是神经元逐渐死亡，

导致患者逐渐丧失运动、认知等功能。 帕金

森病主要表现为肌肉僵硬、运动迟缓、震颤

等，而老年性痴呆则表现为记忆力减退、语

言障碍、行为异常等。

3.�

脑部感染性疾病

脑部感染性疾病包括脑炎、 脑膜炎等，

这些疾病通常由病毒、细菌、真菌等病原体

引起。 脑炎和脑膜炎都会导致头痛、发热、意

识障碍等症状，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 此外，

还有结核性脑膜炎、梅毒螺旋体性脑炎等相

对少见的疾病。

4.�

神经系统的免疫性疾病

神经系统的免疫性疾病包括多发性硬化、重

症肌无力等。 多发性硬化是一种中枢神经系

统脱髓鞘疾病，会导致肢体无力、感觉异常、

视力障碍等症状。 重症肌无力则是一种神经

肌肉接头传递障碍性疾病， 表现为肌肉无

力、易疲劳等。

5.�

周围神经病及肌肉病

周围神经病包括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

痛、末梢神经炎等，这些疾病会导致肢体麻

木、疼痛、无力等症状。 肌肉病则包括进行性

肌营养不良、多发性肌炎等，表现为肌肉无

力、萎缩等。

6.�

功能性疾病

神经内科还收治一些功能性疾病，如神

经衰弱、失眠、焦虑症、抑郁症等。 这些疾病通

常与心理、社会因素有关，表现为情绪不稳定、

睡眠障碍、记忆力减退等症状。

7.�

预防措施

神经内科疾病的预防主要包括健康生活

方式、定期体检和早期治疗。 戒烟、限酒、合理

饮食、适度运动等健康生活方式可以降低患病

风险。 定期体检可以及早发现潜在疾病，早期

治疗可以防止病情恶化。

神经内科疾病种类繁多，病因复杂，但通

过健康生活方式、定期体检和早期治疗，可以

有效降低患病风险，提高生活质量。 对于已经

患病的患者， 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和建议，也

是康复的关键。

（作者单位： 河北省唐山市滦南县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