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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

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不仅给患

者带来长期的健康困扰，而且因

潜在的癌变风险而备受关注。 中

医作为中华民族的瑰宝，凭借独

特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在慢

性萎缩性胃炎的防范和调理方

面展现出显著优势。 本文从中医

的角度出发，探讨慢性萎缩性胃

炎的癌变风险及防范措施，期望

能为广大患者提供有效的健康

指导。

1. 慢性萎缩性胃炎及其

癌变风险

1.1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因

及发病机制

慢性萎缩性胃炎是一种常见

的消化系统疾病， 其特征是胃黏

膜固有腺体减少、变薄，常伴有肠

腺化生和不典型增生。 该病的发

病机制复杂， 包括幽门螺杆菌感

染、自身免疫反应、遗传因素等。

其中， 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最主要

的病因之一， 能引起胃黏膜的慢

性炎症，进而导致腺体萎缩。

1.2 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癌变

风险

慢性萎缩性胃炎虽然本身

并不直接引起癌变，但它是胃癌

的重要癌前病变之一。 研究表

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发生胃

癌的风险明显高于正常人。 特别

是当胃黏膜出现中重度萎缩、肠

腺化生和不典型增生时，癌变的

风险更高。 因此，对于慢性萎缩

性胃炎患者来说，防范癌变至关

重要。

2. 中医对慢性萎缩性胃

炎的认识与防范

2.1 中医对慢性萎缩性胃炎的

认识

中医将慢性萎缩性胃炎归属

于“胃脘痛”“痞满”等范畴，并深

入研究其发病机制。 中医认为，脾

胃虚弱是慢性萎缩性胃炎的根

本，导致胃的运化功能受损；气滞

血瘀和湿热内蕴则是疾病进一步

发展的关键病理变化。 基于这些

认识， 中医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

遵循健脾和胃、行气活血、清热利湿的基本原则。 通

过调理脾胃功能， 增强胃的运化能力， 同时活血化

瘀、清热利湿，以改善胃黏膜的血液循环，减轻炎症

反应，从而达到治疗和预防癌变的目的。

2.2 防范慢性萎缩性胃炎癌变的方法

（1）调整饮食。 中医认为，饮食是调理脾胃的

重要手段。 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应避免食用辛辣、

油腻、 生冷等刺激性食物， 以免加重胃黏膜的损

伤。同时，应多食用易消化、富含营养的食物，如山

药、薏苡仁 、红枣等，以健脾和胃、增强机体抵抗

力。 此外，中医还强调“食疗同源”，即食物与药物

具有相同的功效， 因此患者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

适当的食疗方法。

（2）运用中药。 中药治疗慢性萎缩性胃炎具有

独特的优势。 根据中医的辨证论治原则，可选用具

有健脾和胃、行气活血、清热利湿等功效的中药进

行治疗。例如，对于脾胃虚弱型患者，可选用党参、

白术、茯苓等健脾益气的中药；对于气滞血瘀型患

者，可选用柴胡、川芎、丹参等行气活血的中药；对

于湿热内蕴型患者，可选用黄连、黄柏、黄芩等清

热利湿的中药。 通过使用中药调理，可以改善胃黏

膜的血液循环和营养供应， 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和

再生，从而防范癌变。

（3）针灸推拿。 针灸推拿是中医传统的外治法

之一， 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也具有一定的疗

效。 针灸可以刺激经络穴位，调节气血运行和脏腑

功能；推拿则可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缓解肌肉

紧张等。 通过针灸推拿，可以改善胃黏膜的血液循

环和代谢功能，促进胃黏膜的修复和再生，从而防

范癌变。

（4）心理调适。 中医认为情志因素与疾病的发生

发展密切相关。 因此， 对于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来

说，心理调适也是非常重要的。患者应保持积极乐观

的心态，避免过度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 同

时，可以通过中医的情志疗法，如音乐疗法、气功疗

法等进行心理调适，以缓解压力、改善情绪状态。

总之，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癌变风险不容小觑，

但中医的智慧和策略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防范手

段。 通过调整饮食、运用中药、结合针灸推拿以及

注重心理调适，我们可以在中医的指引下，更全面

地维护胃健康，降低癌变风险。 中医的精髓在于其

整体性、辨证论治和以人为本的治疗理念，让我们

在享受传统医学的深厚底蕴时也能体验到健康与

生活的和谐统一。

（作者单位：河北省隆化县七家镇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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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人

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 自然疗

法，以其温和、整体的治疗理念，逐

渐受到人们的关注。 中医康复中的

草药和针灸疗法，为现代人提供了

一种回归自然、调和身心的健康选

择。 本文将探讨中医康复中草药与

针灸的神奇力量，揭示它们如何帮

助人们恢复健康。 通过深入了解这

些古老智慧，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

到自然疗法在促进健康和预防疾

病方面的潜力。

1. 草药治疗的原理和作用

机制

1.1 整体观念

中医哲学基础：中医强调“天人

合一”，认为人体是一个与自然环境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草药治

疗旨在调和人体与自然环境的关

系，恢复人体内的自然平衡。

阴阳五行理论：介绍阴阳五行

理论如何指导草药的选择和应用，

以实现阴阳平衡和五行相生相克

的和谐状态。

1.2 辨证论治

个体差异： 强调每个人的体

质、情绪、生活习惯等都不相同，因

此草药治疗需要根据个体的具体

情况来定制。

病情变化：病情会随着时间和

治疗过程发生变化，草药方案也需

要相应调整，以适应病情的变化。

1.3 常用草药种类及其适应证

清热解毒药：适用于体内有热

毒、炎症等情况，如金银花、板蓝根

等，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的作用。

补气药： 适用于气虚体质，如

人参、黄芪等，能够增强体质，提高

免疫力。

活血化瘀药：适用于血液循环

不畅者，如红花、川芎等，有助于改

善血液循环，缓解疼痛和肿胀。

2.针灸在中医康复中的应用

2.1 针灸的基本原理

经络是中医理论中描述人体

能量流动路径的系统。 它们是体内

气血运行的通道，连接着体表和内

脏器官。 经络不仅影响气血流动，

还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

密切相关。 通过调节经络，可以促

进气血平衡，增强机体抵抗力。

2.2 针灸的作用机制

首先， 针灸通过刺激穴位，引

发局部神经反射，进而影响中枢神

经系统。 其次，针灸通过激活内源

性镇痛系统， 促使内源性阿片肽、

生长抑素等因子释放来减轻疼痛。

再次， 针灸可以促进血管舒张，改

善局部血液循环，加速代谢废物的

清除。 最后，针灸可改善微循环，如

增加毛细血管的开放数量，提高组

织的氧气供应。

2.3 针灸在康复治疗中常用的

穴位

足三里 ：在小腿前外侧 ，当犊

鼻下 3 寸 ，距胫骨前缘一横指（中

指）。 它位于胫骨前脊和腓骨之间

的肌肉最丰厚处。 针灸此穴位常用

于增强体力、调节胃肠功能。

合谷：在手背，第 1、2 掌骨间，

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 当手掌

张开，拇指与食指自然分开时，这个

点正好在两骨之间。 针灸此穴位常

用于治疗头痛、感冒、牙痛、面瘫。

内关：在前臂掌侧，当曲泽与大

陵的连线上，腕横纹上 2 寸，掌长肌

腱与桡侧腕屈肌腱之间。 针灸此穴位

常用于治疗心悸、胸闷、恶心、呕吐。

太冲 ：在足背侧 ，当第 1 跖骨

间隙的后方凹陷。 针灸此穴位常用

于治疗高血压、头痛、眼病。

百会：在头部，当前发际正中直上

5 寸，或两耳尖连线的中点处。 针灸此

穴位常用于治疗头痛、眩晕、失眠、神

经衰弱。

大椎：在后正中线上，第 7 颈椎椎

棘下凹陷中。 针灸此穴位常用于治疗

感冒、颈痛、肩背痛。

中脘：在上腹部，前正中线上，当

脐中上 4 寸。 脾的募穴， 八会穴之腑

会。 针灸此穴位常用于治疗胃痛、呕

吐、食欲不振。

以上穴位的准确定位对于针灸治

疗效果至关重要， 建议在专业医师指

导下进行操作。

2.4 治疗流程

诊断：通过望、闻、问、切等方法，

确定患者的病情和体质。

选穴：根据诊断结果，选择适当的

穴位进行治疗。

针刺：使用消毒后的针具，快速准

确地刺入选定的穴位。

留针： 针刺留针 20—30 分钟，以

提高针刺效果。

起针：在适当的时间拔出针具，完

成治疗。

3.结语

中医草药与针灸结合应用，可发挥

出其独有的价值。草药的内在调理与针

灸的外部刺激相结合，为患者提供了一

种全面的康复途径。我们期待以后通过

更多的科学研究来验证和优化这种结

合应用，同时，通过国际合作使其走向

更广阔的舞台，让世界各地的患者都能

体验到中医的独特魅力和实际效益。通

过不断探索和创新，草药与针灸的结合

应用将在促进人类健康和提升生活质

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

中医医院）

自然疗法的力量：

中医康复中的草药与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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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失眠的理解深植于其

独特的医学哲学之中。 在中医看

来，失眠，或称“不寐”，不仅仅是简

单的睡眠问题 ， 而是人体阴阳失

衡、气血不和、脏腑功能失调的外

在表现。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整

体，心、肝、脾、肺、肾等脏腑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 当这些脏腑的功能

失去平衡， 就会导致心神不宁，进

而引发失眠。 本文将带您走进中医

的世界， 探索如何通过调和身心，

恢复自然节律，提升睡眠质量。

1.中医诊断失眠的方法

望诊 ： 观察患者的面色 、舌

质、舌苔等外在表现。 例如 ，面色

苍白可能提示气血不足 ， 舌质红

可能提示有热， 舌苔黄腻可能提

示痰热内扰。

闻诊：嗅闻患者身体散发的气

味，如口臭可能与胃热有关。

问诊： 询问患者的详细症状、

病史、生活习惯等。 包括入睡困难、

睡眠浅、易醒、多梦、早醒等睡眠问

题，以及伴随症状如心悸、头晕、情

绪波动等。

切诊：通过脉诊了解患者的脉

象， 如脉细弱可能提示气血不足，

脉弦数可能提示肝郁或有热。

辨证论治：根据四诊收集的信

息，进行辨证分型，如肝火扰心、痰

热扰心、心脾两虚、心肾不交等不

同的证型，并据此制定治疗方案。

通过这些方法，中医可以全面

评估患者的失眠状况，并根据中医

理论进行个性化的诊断和治疗。

2.中医自然疗法

中医自然疗法是一系列以自

然和无毒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和维

护健康的实践，以下是一些常见的

中医自然疗法。

2.1 针灸疗法

针灸是中医治疗失眠的一种

非常有效的方式，其原理是通过刺

激特定的穴位来调节体内的气血

运行和神经系统功能，从而达到治

疗失眠的目的。 以下是一些常用的

针灸穴位。

神门穴：在腕部 ，腕掌侧横纹

尺侧端，尺侧腕屈肌腱的桡侧凹陷

处。 针灸此穴位可以养心安神。

三阴交穴：在小腿内侧 ，当足

内踝尖上 3 寸， 胫骨内侧缘后方。

针灸此穴位有益脾安神的功效。

百会穴：头顶正中线上 ，两耳

尖连线与头部正中线的交点处。 针

灸此穴位可以镇静安神。

足三里穴： 位于外膝眼下 3

寸，胫骨前嵴外一横指处。 针灸此

穴位可以健脾和胃，安神助眠。

针灸治疗通常由经验丰富的

针灸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

质，选择适当的穴位进行治疗。

2.2 食疗

中医向来讲究“药食同源”，许

多食物即药物， 它们之间并无绝对

的分界线。 食疗是通过食用具有特

定功效的食物来达到治疗和预防疾

病的目的， 有些食物可以通过煎煮

成汤剂、 制成丸剂或泡茶等形式来

服用，以缓解失眠症状或改善睡眠。

桂圆肉： 其具有补气养血、益

心神的功效。 可将桂圆肉蒸熟后冲

泡成茶，每日饮用，或制作桂圆酒，

每日适量饮用。

莲子：其具有补心脾、养心神的

功效，适合心脾虚弱引起的失眠。可

将其与桂圆肉、茯苓、芡实一起煮成桂

圆莲子汤，或与其他食材如糯米、鲜荷

叶等搭配，制成莲子芡实荷叶汤。

小麦与百合：其具有润心肺、养心

阴、宁心神的功效。 可以煮成小麦百合

生地汤，加入生龙齿和生地黄，适用于

心阴不足的失眠。

酸枣仁：具有养心安神的作用，适

用于心脾两虚、心血不足的失眠。

远志：能安神益智，适用于心肾不

交、健忘失眠的症状。

合欢皮： 解郁安神， 用于心神不

安、忧郁失眠。

首乌藤： 养血安神， 用于血虚身

痛、失眠多梦。

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方法应在中医师

指导下使用， 以确保配方的安全性和

有效性。

2.3 气功疗法

气功是一种中国独特的包含调身

（姿势）、调心（意念和松静）、调息（呼

吸）、自我按摩和肢体活动等内容的健

身术。 气功可调整人体的气血运行，使

之达到身心和谐的状态。 气功对于失

眠的治疗主要是通过放松身心、 调节

呼吸、增强体质等方式来进行。 例如：

八段锦，一套古老的气功练习，通过不

同的动作和呼吸配合，可以调和气血，

安定心神； 站桩， 通过特定的站立姿

势，调整呼吸，放松全身肌肉，有助于

消除紧张、促进睡眠；太极拳，一种缓

慢柔和的武术形式， 通过练习可以提

高身体的协调性和放松度， 有助于改

善睡眠质量。 气功的练习需要持之以

恒， 且最好在有经验的教练指导下进

行，以确保正确无误。

（作者单位：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

中医医院）

中医对失眠的诊断与自然疗法

□马经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