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针灸作为中医传统疗法之一，源远

流长，历经千年的实践和发展。 它通过

刺激人体特定的穴位， 调整气血运行，

达到治疗疾病、强身健体的目的。 在我

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中，我对针灸治疗各

种疾病的心得有了一些体会，下面将从

不同疾病类型出发进行详细阐述。

1

、针灸治疗神经系统疾病

神经系统疾病包括帕金森病、脑卒

中后遗症、癫痫等，这些疾病常伴随着

神经功能障碍、肌肉萎缩、运动障碍等

症状。 针灸在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中具

有独特的优势。 通过调节受损神经的代

偿机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改善肌肉

张力和神经传导，可以缓解症状、延缓

病情进展。 例如，针灸可以刺激运动区

域的特定穴位，帮助恢复患者的肌肉协

调和运动功能。

2

、针灸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呼吸系统疾病包括哮喘、慢性支气

管炎、肺气肿等。 针灸可以通过舒经活

络、促进肺部气体交换，改善呼吸系统

功能。 在临床实践中，针灸可以有效减

少哮喘发作次数，缓解气促、咳嗽等症

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特定的穴位

如太深、肺俞等，被广泛应用于呼吸系

统疾病的治疗中。

3

、针灸治疗消化系统疾病

消化系统疾病涵盖胃痛、 消化不

良、便秘、胃溃疡等。 针灸可以调节胃肠

道的蠕动和分泌功能，改善消化不良和

胃痛症状。 例如，中脘、足三里等穴位常

用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可以缓解胃

部不适、促进食欲和消化功能。

4

、针灸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

心血管系统疾病包括高血压、心绞

痛、冠心病等。 针灸可以通过调节神经

内分泌系统，降低血压、改善心脏功能，

达到控制和缓解心血管疾病的目的。 穴

位如内关、曲池等常用于心血管系统疾

病的治疗中。

5

、针灸治疗妇科疾病

妇科疾病涵盖月经不调、 痛经、更

年期综合症、不孕症等。 针灸可以通过

调节女性内分泌系统， 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生殖器官的功能。 例如，关元、足三

里等穴位常用于妇科疾病的治疗，可以

缓解症状、调整月经周期、促进排卵等。

6

、针灸治疗骨科疾病

骨科疾病包括颈椎病、腰椎间盘突

出症、关节炎等。 针灸可以通过舒经活

络、缓解局部疼痛、促进组织修复，达到

治疗和康复的目的。 穴位如风池、肩井

等常用于骨科疾病的治疗中。

7

、针灸治疗精神心理疾病

精神心理疾病包括焦虑症、抑郁症、

失眠等。 针灸可以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

系统，促进身心放松，改善睡眠质量、缓

解焦虑和抑郁症状。 例如，心俞、神阙等

穴位常用于精神心理疾病的治疗中。

8

、针灸治疗肩颈疼痛疾病

针灸治疗肩颈疼痛是一种常见的中

医疗法， 常用的穴位包括肩部和颈部的

经络及相应的特定穴位，如肩井、肩髃、

天宗、风池、肩外俞等。 使用细针刺入选

定的穴位， 根据病情和患者的体质调节

针刺的深度和力度， 以及针刺的时间长

度。 针刺后，针灸师可能会采用一些操作

手法，如扭转、提捻、平针等，以增强治疗

效果，促进局部的气血循环和舒筋活络。

针刺治疗肩颈疼痛时， 灸疗也常常用于

辅助治疗。 灸疗可以通过热力刺激加强

穴位的疗效， 促进血液循环和局部的代

谢。 治疗过程中， 患者应注意休息和调

理，避免劳累和受凉，保持情绪稳定。

9

、针灸治疗其他疾病

此外，针灸还可以在皮肤病、耳鼻

喉科疾病、内分泌失调等方面发挥积极

作用。 例如，针灸美容、戒烟戒酒、调节

内分泌失调等，都是针灸在临床上的常

见应用。

总之， 针灸作为一种综合疗法，可

以在调理人体气血、脏腑功能、促进自

愈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临床实

践中，针灸治疗需要结合患者的具体病

情和身体状况 ，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

案。 以下是我在针灸治疗实践中的一些

心得体会：

（

1

）个体化治疗方案

针灸治疗需要充分了解患者的病

史、症状、体质特点等，制定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 不同的疾病需要选择不同的针

灸穴位和疗程，因此针对性强的治疗方

案能够提高疗效。

（

2

）选穴准确

针灸的疗效与穴位的选择密切相

关，因此需要针灸师对经络、穴位有深入

的了解和掌握。 正确的穴位选择能够更

好地调节人体功能，达到治疗的目的。

（

3

）治疗周期和频率

针灸治疗通常需要持之以恒，不能

急于求成。 对于慢性病或复杂疾病，治

疗周期可能较长，需要定期进行针灸调

理。 治疗的频率和间隔时间也需要根据

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

4

）结合其他疗法

针灸治疗可以与中药 、推拿 、运动

疗法等结合使用，相辅相成 ，增强治疗

效果。 综合疗法能够从多个方面促进患

者的康复，提高治疗成功的几率。

（

5

）注意治疗过程中的反应

在接受针灸治疗过程中，患者可能

会出现局部红肿、发热、疼痛等反应，这

是正常的治疗反应。 但如果出现过度疼

痛、晕厥、出血等异常情况，应及时告知

针灸师，调整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针灸作为一种古老而有

效的治疗方式，在治疗各种疾病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专长医师会员）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指胃黏膜上皮

和腺体萎缩以及数目减少，胃黏膜萎缩

变薄，尽管有研究发现胃黏膜萎缩患者

胃癌年发生率为 0.1%， 但临床发现，通

过积极的治疗以及饮食、 生活的管理，

很多萎缩性胃炎得以逆转。

慢性萎缩性胃炎发病率高， 病程

长，症状轻重不一且容易反复，具有癌

变趋势，但绝大多数预后良好。 该病在

慢性胃炎中占 10%-40%，多见于中老年

人， 有因体检偶然发现但无任何不适，

也有食欲减退、 上腹胀闷、 隐痛， 或者

吐酸、烧心、嗳气、恶心等，少数患者可

发生上消化道出血，甚至消瘦 、贫血等

营养不良的症状和抑郁、焦虑等精神心

理症状。

“萎缩”并不是胃变小了，但由于胃

固有腺体萎缩导致分泌胃酸和消化酶

（胃蛋白酶原） 帮助消化水解食物的作

用减小了，所以部分慢性萎缩性胃炎患

者会出现食欲差、食后饱胀等消化不良

的症状。

慢性萎缩性胃炎老年人患者更多

见，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上升 ，原因之

一是胃黏膜因再生功能减退出现萎缩。

其因机体老化发生的轻中度萎缩，也被

许多学者称为“退行性病变”。 陆游在

《晨镜》观察到”馘黄色类栀，面皱纹如

靴”， 胃黏膜的退行性改变犹如人老了

饱经风霜的皱纹 ，衰老不可避免 ，萎缩

可能也无法避免。

但大多数患者只是局灶性的胃腺体

萎缩， 是部分腺体的功能丧失 ， 比如

C1、C2、 或 O1、O2 不会对整个消化系

统的功能造成太大影响，甚至部分萎缩

部位的周边腺体可因代偿性作用表现

出胃酸分泌过多的症状。

幽门螺杆菌（H.pylori）感染是慢性

萎缩性胃炎的主要病因，60%-90%的慢

性萎缩性胃炎患者胃粘膜中可培养出

幽门螺杆菌，而感染幽门螺旋杆菌后发

生萎缩性胃炎的风险可增高 4 倍，故应

把根除治疗作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最基

本的治疗。 凡经 13C 或 14C 呼气试验确

定幽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患者，需在医生

指导下规律服药抗幽治疗，根除后也最

好每年复查一次呼气试验。 同时做到家

庭成员普查，家庭内分餐制、减少 Hp 传

播感染机会；保持口腔健康；不食生食、

定期消毒餐具器皿。 对于成年人，可将

尿素碳 13 或碳 14 呼气试验纳入常规体

检项目。

伴有胆汁反流的患者可用有结合

胆酸作用的黏膜保护剂和胃动力药 ，

因为反流入胃内的胆汁 、十二指肠液、

胰 液 可 以 破 坏 胃 的 黏 液———黏 膜 屏

障，造成胃黏膜损伤 ，长期反复刺激可

以发展为慢性萎缩性胃炎 ； 服用阿司

匹林 、 布洛芬等非甾体类抗炎药的患

者， 要根据病史和治疗目的评估是否

可以停用 ； 低维生素饮食要多吃新鲜

蔬菜水果 ； 自身免疫性胃炎是自身免

疫机制所致的慢性萎缩性胃炎， 可以

伴有甲状腺疾病、 1 型糖尿病等其他

自身免疫性疾病 ；进食过冷 、过热以及

粗糙、刺激性食物等容易损伤胃黏膜 ；

酒精摄入可以引起胃黏膜损伤出血，

应用非甾体类抗炎药时饮酒 ， 对胃黏

膜的杀伤力更大。

一些中药 、中成药 、叶酸和微量元

素硒被证实有助于改善胃黏膜状态，岐

黄学者李廷荃教授认为，慢性萎缩性胃

炎以脾胃虚弱为本，气滞、痰湿、热毒、

血瘀为标，致胃络瘀阻、失于濡养，推崇

“致中和”的思想，使五脏安，阴阳平，胃

黏膜逐渐改善。

延缓或阻断萎缩的进展，可降低胃

癌发生，但定期监测仍是阻断进展期萎

缩性胃炎的重要手段。 尤其既往有消化

性溃疡等消化道病史者、长期服用非甾

体类抗炎药物者、有消化不良症状或胃

癌家族史者，应重视胃镜体检。

有调查数据表明慢性萎缩性胃炎

的患病率与胃癌发病率呈正相关，大多

数胃癌的发生， 都可能经历浅表性胃

炎———萎缩性胃炎———肠上皮化生或异

型增生———胃癌的过程， 但并非所有的

萎缩性胃炎都一定会演变为胃癌。

（作者单位：山西省闻喜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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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护我们心灵的窗户———眼睛

张冬霞

我们的眼球是一个精密的球形器

官，由外层 、中层和内层组成 。 外层包

含白色的巩膜和透明的角膜；中层包含

虹膜、睫状体和脉络膜 ；内层由视网膜

组成。

眼部的疾病包括沙眼、 结膜炎、干

眼症、屈光不正（近视、远视、弱视）等；

不同类型的眼部疾病需要不同的护理

方式进行干预。

干眼症是由于泪液分泌不足，蒸发

过多或者泪液成分不稳定导致的，常见

的表现有：眼疲劳、异物感、干涩，部分

患者会出现灼烧感、 酸胀感、 眼红、畏

光等。

近视分为真性近视与假性近视。 近

视是由于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导致眼轴

变长；假性近视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得到

缓解。

白内障是由于晶状体浑浊导致的

视觉障碍，包括老年性白内障、并发性

白内障、代谢性白内障、外伤性白内障。

初期症状不明显，随着病情发展会出现

视物模糊，近视，复视，炫光等症状。

沙眼是由沙眼衣原体感染所致的

一种慢性传染性结膜炎。 会有眼红、眼

痛、异物感，结膜可见滤泡形成。

青光眼是由于眼压升高导致视神

经损害。 早期可无症状，病情发展可出

现视力模糊、眼胀、头痛等症状。

笔者常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1

、近视还会不会老花？ 会的。 近视

与老花会同时发生在眼睛上，老花并不

会改善近视。

2

、眼保健操有什么功效？ 眼保健操

可以增加局部血流量，改善血液循环。

3

、沙子进了眼睛去哪了？ 微小的异

物会被溶解，而不能溶解的异物 ，随着

泪液增多会随之排出。

4

、飞蚊症是什么？ 这是脱落的细胞

或组织进入玻璃体在视网膜上的成像。

5

、高度近视为什么要查眼底？ 近视

度数越高的人， 视网膜脱落风险越大，

所以要定期复查眼底。

保护眼睛的小妙招：

1

、 注意用眼

休息： 看电子产品半小时休息十分钟，

让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2

、 加强户外

运动：每天至少 2 小时户外运动，多远

眺，预防近视，缓解假性近视 。

3

、多吃

绿色食物： 绿色食物富含有叶黄素，可

以保护眼睛发育。

4

、保证充足睡眠：睡

觉前要关闭所有灯光，关灯后尽量做到

不看手机。

5

、多做眼保健操，促进眼部

血液循环，眼部疲劳干涩近视均可尝试

眼部 spa。

（作者单位：山西省闻喜县光明眼

部护理中心）

慢性萎缩性胃炎可怕吗

杨薛朝 崔杰

针灸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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