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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在肿瘤疾病的综合调治中具有

独特的优势和重要的作用。 通过辨证论

治、 整体调节、 扶正祛邪等方法， 中医药

能够在改善患者症状、 提高生活质量和延

长生存期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本文将介

绍中医药在肿瘤疾病中的综合调治策略，

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应用中医药的治疗

方法。

一、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基本原则

1

、 辨证论治：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核

心是辨证论治， 即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

体质和病情发展阶段， 制定个性化的治疗

方案。 通过望、 闻、 问、 切四诊合参， 确

定病位、 病性、 病因， 从而进行针对性的

治疗。

2

、 整体调节：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

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肿瘤不仅是

局部病变， 更是全身失调的表现。 因此，

中医药治疗肿瘤不仅针对肿瘤本身， 还通

过调节脏腑功能、 平衡阴阳、 改善气血循

环， 增强机体的抗病能力。

3

、 扶正祛邪： 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

肿瘤的基本方法。 扶正是指增强机体正

气， 提高免疫功能； 祛邪是指消除病邪，

如化痰散结、 活血化瘀、 解毒散结等。 通

过扶正祛邪， 中医药能够改善患者的整体

状况， 增强抗肿瘤效果。

二、 中医药治疗肿瘤的常用方法

1

、 中药内服： 中药内服是中医治疗

肿瘤的主要方法之一。 根据不同的辨证类

型， 选择适当的中药进行内服， 如补气养

血、 清热解毒、 活血化瘀、 化痰软坚等。

常用的中药包括黄芪、 党参、 白术、 丹

参、 三七等， 这些中药在调节免疫、 抑制

肿瘤细胞生长、 减轻化疗副作用等方面具

有显著效果。

2

、 外治法： 中医外治法包括中药敷

贴、 拔罐、 推拿等， 通过直接作用于病灶

部位， 达到局部治疗的效果。 中药敷贴可

以通过药物渗透皮肤， 发挥消肿止痛、 化

瘀散结的作用； 拔罐和推拿则通过物理刺

激， 促进血液循环、 增强免疫功能。

三、 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辅助作用

1

、 改善症状： 中医药能够显著改善

肿瘤患者的症状， 如疼痛、 乏力、 食欲不

振、 失眠等。 通过调节脏腑功能、 疏通经

络气血， 中医药可以缓解症状， 改善患者

的生活质量。 例如， 通过使用补气养血的

中药， 可以改善患者的乏力症状； 通过使

用安神定志的中药， 可以改善失眠症状；

通过针灸治疗， 可以缓解疼痛， 提高食

欲。 综合调理可以使患者在治疗过程中更

加舒适， 提高生活质量。

2

、 减轻化疗副作用： 化疗的副作

用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中医药在

减轻化疗副作用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

通过补气养血、 清热解毒、 健脾和胃等

方法， 中医药可以减轻化疗引起的恶

心、 呕吐 、 白细胞减少等副作用。 例

如， 通过使用黄芪、 党参等补气药物 ，

可以提高白细胞数量， 增强免疫力； 通

过使用生地、 黄连等清热解毒药物， 可

以减轻恶心呕吐的症状； 通过使用白

术、 茯苓等健脾药物， 可以改善消化系

统功能， 提高食欲。

3

、 提高免疫功能： 中医药能够通过

调节机体的免疫功能， 增强患者的抗病能

力。 中药如黄芪、 党参等具有显著的免疫

调节作用， 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增强

抗肿瘤效果。 例如， 黄芪可以增强白细胞

的吞噬能力， 提高免疫细胞的活性； 党参

可以促进免疫细胞的生成， 提高机体的免

疫功能。 通过提高免疫功能， 中医药可以

帮助患者更好地抵抗肿瘤， 改善治疗

效果。

四、 中医药在肿瘤康复中的应用

1

、 调节情志： 中医认为， 情志因素在

肿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通过中

药调理、 针灸、 推拿等方法， 可以调节患者

的情志状态， 缓解焦虑、 抑郁等负面情绪，

帮助患者树立积极的心态， 促进康复。

2

、 生活调理： 中医注重生活调理， 包

括饮食调理、 起居调摄等。 饮食方面， 应根

据患者的体质和病情， 选择清淡、 易消化的

食物， 避免辛辣刺激、 生冷油腻等； 起居方

面， 应保持规律的作息， 适当进行体育锻

炼， 提高身体素质。

3

、 药膳调理： 中医药膳是结合中药和

食物， 通过饮食来调理身体的方法。 药膳不

仅能够补充营养， 还具有药物治疗的作用，

如人参鸡汤、 黄芪炖乌鸡等， 能够补气养

血、 增强体质， 促进肿瘤患者的康复。

总之， 中医药在肿瘤疾病的综合调治中

具有重要的作用， 通过辨证论治、 整体调

节、 扶正祛邪等方法， 中医药能够改善症

状、 减轻副作用、 提高免疫功能， 促进患者

康复。 未来， 随着中医药研究的不断深入和

现代医学的结合， 中医药在肿瘤治疗中的应

用前景将更加广阔。

（作者单位：贵港市平南县中医医院）

老年人易感染疾病的特点和预防措施

□

覃秋兰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老年人的健

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 老年人由于生理

机能的退化和免疫系统的减弱， 易感染各

种疾病。 本文将介绍老年人易感染疾病的

特点， 并提出相应的预防措施， 以帮助老

年人提高生活质量， 预防疾病侵扰。

一、 老年人易感染疾病的特点

1

、 免疫功能减弱： 老年人随着年龄

的增长， 免疫系统逐渐衰退， 导致对病原

体的抵抗力下降。 这使得他们更容易感染

病毒、 细菌和真菌等病原体。 特别是在流

感季节， 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容易患上流

感， 并且症状更为严重。

2

、 慢性病的高发： 老年人中普遍存

在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慢性病， 这

些慢性病本身会削弱身体的免疫系统， 增

加感染疾病的风险。 例如， 糖尿病患者因

高血糖导致免疫细胞功能受损， 易感染皮

肤感染和尿路感染等。 高血压患者由于长

期血管受压， 血管弹性减弱， 血液循环不

畅， 也容易导致局部组织缺氧， 增加感染

的机会。 心脏病患者因心功能不全， 导致

全身各器官供血不足， 免疫功能进一步降

低， 更易受到病原体侵袭。

3

、 身体机能退化： 老年人的各项生

理机能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退化， 包括肺

功能、 肾功能和心脏功能的下降， 这些都

使得他们更易感染疾病。 特别是呼吸系统

疾病， 如肺炎 ， 在老年人中更为常见

且危险。

二、 老年人常见的感染性疾病

1

、 呼吸系统感染： 呼吸系统感染在

老年人中十分常见， 尤其是肺炎和流感。

老年人的呼吸道防御机制减弱， 容易被病

毒和细菌侵入。 预防这些感染性疾病， 老

年人应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 保

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如勤洗手、 戴口

罩等。

2

、 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也是老年人

常见的感染性疾病之一， 特别是在女性老

年人中更为普遍。 尿路感染的症状包括尿

频、 尿急和排尿疼痛。 预防尿路感染， 应

注意饮水充足， 避免长时间憋尿， 保持会

阴部的清洁。

3

、 皮肤感染： 老年人的皮肤较为脆

弱， 容易受到细菌和真菌的感染， 特别是

糖尿病患者更易发生皮肤感染， 如足癣和

褥疮。 预防皮肤感染， 老年人应保持皮肤

清洁干燥， 定期检查皮肤状况， 及时处理

皮肤损伤。

三、 老年人预防感染的措施

1

、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

活习惯是预防疾病的重要基础。 老年人应

注意均衡饮食，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维生

素和矿物质， 以增强免疫力。 充足的睡眠

和适量的运动也有助于提高身体抵抗力。

饮食应多样化， 多吃新鲜蔬菜水果， 少吃

高糖、 高脂肪和高盐食品。 适量运动， 如

散步、 太极拳， 不仅能增强体质， 还能改

善心情， 减少感染的风险。

2

、 定期体检和疫苗接种： 老年人应

定期进行健康体检， 及早发现和治疗潜在

的健康问题。 同时， 按时接种疫苗， 如流

感疫苗、 肺炎疫苗和带状疱疹疫苗， 以预

防相应的感染性疾病。 体检项目应包括血

糖、 血压、 心电图、 胸片等， 以全面了解

身体状况。 根据医生建议， 接种相应的疫

苗， 减少感染风险。 保持良好的健康监测

记录， 及时调整生活习惯和治疗方案。

3

、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老年人应

勤洗手， 特别是在外出回家后、 饭前便后

等关键时刻。 保持居住环境的清洁和通

风， 减少病原体的滋生和传播。 使用肥皂

或洗手液仔细清洗双手， 清洁时间不少于

20

秒。 定期清洁和消毒家庭常用物品，

如手机、 门把手、 遥控器等。 避免接触生病

的人群， 尤其是在流感高发季节， 尽量减少

外出。

四、 老年人感染后的护理

1

、 及时就医： 老年人一旦出现感染症

状， 应及时就医， 避免病情加重。 医生会根

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和治疗， 必要时进行抗

生素治疗或其他特殊护理。

2

、 合理用药： 老年人感染后的用药应

遵循医生的指导， 避免自行停药或调整药物

剂量。 长期或不当使用抗生素可能会导致耐

药性问题， 增加后续治疗的难度。

3

、 营养支持和休息： 感染期间， 老年

人应注意营养支持， 多摄入富含蛋白质和维

生素的食物， 以促进身体恢复。 同时， 保证

充足的休息和睡眠， 有助于增强免疫系统功

能， 加快康复进程。

综上所述， 老年人由于免疫功能减弱、

慢性病高发和身体机能退化， 容易感染各种

疾病。 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定期体检

和接种疫苗、 保持个人卫生习惯， 可以有效

预防感染性疾病的发生。 同时， 感染后及时

就医、 合理用药和营养支持， 也是老年人应

对感染的重要措施。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

预防胃肠道疾病的日常养护之道

□

李琴

在现代生活中， 胃肠道疾病成为困扰

许多人的健康问题。 无论是因为饮食不

当、 工作压力大还是生活习惯不佳， 胃肠

道的健康往往受到威胁。 为了帮助大家更

好地预防这些疾病， 本文将介绍一些日常

养护胃肠道的方法， 希望对读者有所

帮助。

一、 饮食调理

1

、 均衡饮食： 均衡的饮食能够提供

身体所需的各种营养， 增强免疫力， 保护

胃肠道健康。 每日摄入的食物应包括适量

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脂肪以及丰富的

维生素和矿物质。 避免过量摄入高脂肪、

高糖分和高盐分的食品， 这些食品容易加

重胃肠道负担， 导致消化不良和其他问

题。 此外， 多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如蔬菜、 水果和全谷物， 有助于促进肠道

蠕动， 预防便秘。 鱼类和坚果中的不饱和

脂肪酸对胃肠道也有益， 适量摄入能提高

消化道的自我保护能力。

2

、 定时定量： 定时定量的饮食习惯

可以使胃肠道的消化功能保持稳定。 每日

三餐要按时进食， 避免暴饮暴食和不规律

的饮食。 每餐的量也要适中， 避免一次性

摄入过多食物， 以减轻胃肠道的负担。 特

别是在晚餐时， 应尽量避免过饱， 因为晚

间的消化功能较弱， 过多的食物容易导致

胃部不适。 此外， 早餐应尽量丰富， 以提

供充足的能量开始新的一天。

3

、 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能够促进

唾液分泌 ， 有助于食物的初步消化 ，

同时减少胃肠道的负担 。 进食时应避

免过快过猛 ， 以防止因吞咽过多空气

而引起的胃胀气。 充分咀嚼食物还能

使其与消化液充分混合， 提高消化效

率 ， 减少胃肠道负担 。 慢速进食不仅

有助于消化， 还有助于更好地感知饱

腹感， 从而避免过量饮食。

二、 良好的生活习惯

1

、 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睡眠能够帮

助身体恢复和修复， 增强免疫力， 保护胃

肠道功能。 每天应保持

7-8

小时的睡眠

时间， 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睡眠不足会

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 胃肠道也容易受到

影响。 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 有助于维持

整体健康， 减少胃肠道疾病的风险。 卧室

环境应保持安静和舒适， 以促进高质量的

睡眠。

2

、 适量运动： 适量的运动能够促进

胃肠蠕动， 帮助消化， 防止便秘等问题。

每日坚持适量的有氧运动， 如步行、 跑

步、 游泳等， 有助于维持良好的胃肠道功

能。 运动还可以减轻压力， 促进血液循

环， 提高新陈代谢， 有助于消化系统的健

康。 此外， 饭后适度散步有助于促进食物

的消化吸收。 对于久坐的办公族， 可以尝

试在工作间隙做些简单的拉伸运动， 改善

血液循环。

3

、 减少压力： 长期的压力和焦虑容

易导致胃肠道功能紊乱， 引发胃溃疡、 肠

易激综合症等问题。 学会减压方法， 如深

呼吸、 冥想、 瑜伽等， 有助于保持心情愉

悦， 保护胃肠道健康。 保持良好的心理状

态， 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减少胃肠

道疾病的发生。 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良好的

沟通， 也有助于缓解压力， 改善心理

健康。

三、 预防措施

1

、 避免刺激性食物 ： 刺激性食物

如辛辣食物 、 咖啡 、 酒精等会对胃肠

道产生刺激 ， 长期食用容易导致胃肠

道黏膜受损 。 因此 ， 应尽量避免或少

量食用这些食物 ， 以保护胃肠道健康 。

如果确实喜欢这些食物 ， 可以适量食

用 ， 但要注意搭配其他温和的食物 ，

以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 。 在外就餐时 ，

可以选择口味较为清淡的菜肴 ， 避免

对胃肠道的过度刺激。

2

、 保持饮水量： 充足的水分摄入能够

帮助食物的消化吸收， 促进新陈代谢， 防止

便秘等问题。 每天应保证饮用足够的水分，

尤其是在运动后或炎热天气时， 更要注意补

充水分。 饮水的最佳方式是小口多次， 不要

等到口渴时才大量饮水。 适量饮用温水比冷

水更有助于胃肠道健康。 早晨起床后喝一杯

温水 ， 有助于启动消化系统 ， 改善排便

情况。

3

、 定期检查： 定期进行胃肠道检查能

够及早发现潜在问题， 及时采取措施预防疾

病的发生。 尤其是有胃肠道疾病家族史或长

期存在消化问题的人， 更应定期进行检查，

确保胃肠道健康。 通过内镜检查、 胃肠功能

检测等手段， 可以全面了解胃肠道的健康状

况， 早期发现并治疗疾病。 医生还可以根据

检查结果， 提供个性化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建

议， 以进一步保护胃肠道健康。

综上所述， 预防胃肠道疾病需要从饮食调

理、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有效的预防措施三方

面入手。 通过科学合理的饮食、 保持良好的

生活习惯以及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我们可

以有效地保护胃肠道健康， 减少胃肠道疾病

的发生。

（作者单位： 广西钦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胃肠外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