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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治疗方法，已

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于慢性病的管理。针

灸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来调节身体的能量

流动，从而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 现代医学

研究表明，针灸在缓解疼痛、改善生活质量

和促进整体健康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本文

将介绍针灸对慢性病管理的长期效果，分析

其在治疗慢性病中的作用机制、效果评估及

其优势和局限性。

一、针灸的作用机制

1、神经系统的调节：针灸能够通过刺激

穴位，激活神经系统中的各种通路。 研究表

明，针灸可以促进内啡肽的释放，这是一种

天然的镇痛物质，能够有效缓解疼痛。此外，

针灸还可以通过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活动，

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和心理健康。

2、免疫系统的调节：针灸对免疫系统的

影响主要体现在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和调

节免疫反应的强度。 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

针灸可以提高 T 细胞和 B 细胞的活性，从

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尤其适用于患有慢

性炎症性疾病的患者，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和

慢性胃炎等。

3、内分泌系统的调节：针灸可以影响体

内多种激素的分泌，如皮质醇、肾上腺素和

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激素的调节有助于缓解

慢性病患者的压力反应，并改善其整体健康

状况。 此外，针灸还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的

分泌，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

二、在慢性病管理中的效果评估

1、慢性疼痛：针灸在慢性疼痛管理中的

效果最为显著。 多项研究表明，针灸能够有

效缓解慢性头痛、偏头痛、背痛和关节痛等

症状。其镇痛效果与一些传统的止痛药物相

当，但没有药物的副作用。此外，针灸还可以

通过改善患者的睡眠质量和情绪状态，进一

步减轻疼痛感。

2、高血压：针灸在高血压管理中的作用

已被多项研究证实。 通过刺激特定穴位，针

灸能够促进血管舒张， 从而降低血压水平。

与药物治疗相比， 针灸具有较少的副作用，

并且可以长期使用。 此外，针灸还可以帮助

高血压患者改善心血管健康，降低心血管事

件的发生风险。

3、糖尿病：针灸对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

制和并发症预防具有积极作用。 研究表明，

针灸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分泌和改善胰岛

素敏感性，帮助患者稳定血糖水平。此外，针

灸还可以缓解糖尿病引起的神经病变和周

围血管病变，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4、慢性疲劳综合征：针灸在改善慢性疲

劳综合征患者的症状方面表现出色。通过调

节神经和免疫系统，针灸可以提高患者的能

量水平，改善睡眠质量，并减轻焦虑和抑郁

等症状。这使得针灸成为慢性疲劳综合征患

者的一种有效的非药物治疗选择。

三、在慢性病管理中优势和局限性

1、优势：①安全性高：与许多药物治疗

相比，针灸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其副作用较

少，且多为轻微的不适，如局部疼痛或瘀青。

这使得针灸成为许多慢性病患者的理想选

择， 尤其是那些对药物敏感或不耐受的患

者。 ②个性化治疗：针灸可以根据患者的具

体病情和身体状况进行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调整。这种灵活性使得针灸能够更好地满足

不同患者的需求，提高治疗效果。 ③整体调

理：针灸注重整体调理，通过改善身体的整

体功能来促进健康。这与现代医学的局部治

疗形成了良好的互补关系，能够更全面地管

理慢性病。

2、局限性：①治疗效果因人而异：针灸

的效果受多种因素影响， 如患者的个体差

异、 病情严重程度和治疗师的技术水平等。

因此，针灸的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可能需要

多个疗程才能达到显著的疗效。②缺乏标准

化： 尽管针灸在慢性病管理中表现出色，但

目前仍缺乏统一的标准化治疗方案。这导致

不同治疗师之间的技术和效果差异较大，影

响了针灸的广泛应用和推广。③需要长期坚

持：针灸的疗效通常需要通过长期的持续治

疗来维持。

总之，针灸作为一种古老而有效的治疗

方法，在慢性病管理中展现了显著的长期效

果。其通过调节神经、免疫和内分泌系统，帮

助患者缓解疼痛、改善生活质量和促进整体

健康。尽管针灸在慢性病管理中具有许多优

势，如安全性高和个性化治疗，但也存在一

些局限性，如治疗效果因人而异和缺乏标准

化。 在未来的研究和实践中，应进一步探索

针灸的作用机制，完善其治疗方案，以提高

针灸在慢性病管理中的应用效果和推广力

度。 通过将传统医学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

合，针灸有望在慢性病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造福更多患者。

（作者单位：广西柳州市中医医院（柳州

市壮医医院））

肾上腺肿瘤的健康常识

□

蒋晓琪

肾上腺肿瘤是一种较为少见但需引起重

视的疾病。 肾上腺位于每个肾脏的上方，是

内分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负责分泌多种

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 这些激素对人

体的应激反应、代谢调节和血压维持十分关

键。 本文将介绍肾上腺肿瘤的一些常识，帮

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和应对这一疾病。

一、肾上腺肿瘤的基本概念

1、定义：肾上腺肿瘤是指发生在肾上腺

组织内的异常增生细胞团块。 这些肿瘤可以

是良性的（非癌性）或恶性的（癌性），并可能

影响肾上腺的正常功能。

2、发病率：虽然肾上腺肿瘤相对少见，但

近年来其发病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 统计显

示， 约有 10%的人在影像学检查中发现有肾

上腺肿瘤。

二、肾上腺肿瘤的类型

1、良性肿瘤：①腺瘤：腺瘤是最常见的良

性肿瘤，通常生长缓慢，不会扩散到其他部

位，但可能会引起激素分泌异常。 ②脂肪瘤：

脂肪瘤主要由脂肪组织组成，通常不会引起

症状或需要治疗。

2、恶性肿瘤：①皮质腺癌：皮质腺癌是一

种罕见但非常严重的恶性肿瘤， 生长迅速，

常会扩散到其他器官。 ②髓质腺癌：髓质腺

癌相对更为罕见，但其对肾上腺素和去甲肾

上腺素的分泌有显著影响，可能导致严重的

高血压和心律失常。

三、肾上腺肿瘤的症状

1、激素分泌异常：①库欣综合征：肾上腺

肿瘤引起的库欣综合征可导致面部圆胖、皮

肤紫纹、高血压和糖尿病等症状。 这些症状

是由于肿瘤分泌过量的皮质醇引起的。 患者

可能还会出现肌肉无力、骨质疏松和情绪变

化等问题。 ②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该症状

常表现为高血压、低血钾和肌无力。 肾上腺

肿瘤分泌过量的醛固酮会导致体内钠和水

的潴留，从而引起血压升高。 低血钾则会引

发疲劳、肌肉痉挛和心律不齐。 及时诊断和

治疗可以有效控制症状，改善生活质量。

2、体积效应：当肿瘤增大到一定程度时，

可能会压迫周围组织，导致腹痛或腰痛。 这

种压迫效应不仅会引起局部不适，还可能影

响邻近器官的正常功能。 如果出现持续性或

进行性的腹部或腰部疼痛，应尽早就医进行

评估和处理。

四、肾上腺肿瘤的诊断方法

1、影像学检查：①CT 扫描：通过 CT 扫

描可以清晰地显示肾上腺的结构，并发现肿

瘤的大小和位置。 CT 扫描是评估肾上腺肿

瘤的首选方法，因为它能够提供高分辨率的

横断面图像，帮助医生确定肿瘤的特征和可

能的侵袭性。 ②磁共振成像（MRI）：MRI 在

显示肾上腺软组织结构方面有较高的分辨

率，有助于进一步评估肿瘤的性质。 MRI 不

仅能够详细展示肿瘤的形态，还能提供有关

肿瘤组织特性的额外信息，有助于区别良性

和恶性肿瘤。

2、激素水平检测：血液和尿液中的激素

水平检测可以帮助判断肿瘤是否影响激素

分泌，从而辅助诊断。 例如，通过检测血液中

的皮质醇、 醛固酮和肾上腺素等激素水平，

医生可以了解肿瘤对内分泌功能的影响，这

对于制定治疗方案具有重要意义。

3、组织活检：对于疑似恶性肿瘤的病例，

组织活检可以通过显微镜下的病理检查来

确认肿瘤的性质。 活检通常在影像学引导下

进行，以确保精确采样。 病理学分析能够提

供关于肿瘤细胞类型和恶性程度的详细信

息，有助于制定进一步的治疗计划。

五、肾上腺肿瘤的治疗方案

1、手术治疗：①肾上腺切除术：对于较大

或怀疑恶性的肿瘤，通常需要手术切除肿瘤

或整个肾上腺。 ②微创手术：微创手术如腹

腔镜手术可以减少术后恢复时间和并发症。

2、药物治疗：对于不能手术的患者，可以

通过药物抑制激素分泌或缩小肿瘤。

3、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主要用于恶性

肿瘤，通过放射线或化学药物杀死癌细胞。

六、肾上腺肿瘤的预防措施

1、定期体检：定期进行健康体检，尤其是

影像学检查，可以早期发现肾上腺肿瘤。

2、生活方式调整：①健康饮食：保持均衡

饮食，减少高脂高盐食物的摄入，有助于预

防高血压和相关疾病。 ②适度锻炼：适量运

动有助于增强体质，降低患病风险。 ③监测

家族史：对于有家族病史的人群，应更加注

意自身健康，定期进行相关检查。

总之，肾上腺肿瘤虽不常见，但其对健康

的影响不可忽视。 通过了解肾上腺肿瘤的基

本概念、类型、症状、诊断方法、治疗方案及

预防措施， 读者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一疾病。

定期体检、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关注家

族病史都是预防肾上腺肿瘤的重要措施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

医院）

儿童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表现和防治措施

□

王昕

儿童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

病，主要表现为大量蛋白尿、低蛋白血症、高

脂血症和水肿，其病因复杂，临床表现多样，

对儿童健康影响深远。 本文将为大家介绍介

绍这一疾病的临床表现、防治措施，以及如何

早期识别和有效管理。

一、儿童肾病综合征的临床表现

1、蛋白尿：蛋白尿是肾病综合征的核心

特征，通常通过尿液检查发现。尿液中大量的

蛋白质丢失，导致身体内蛋白质水平下降。蛋

白尿不仅是疾病的标志， 还可能引发一系列

并发症，如低蛋白血症和水肿。

2、低蛋白血症：由于大量蛋白质从尿液

中流失，血液中的蛋白质水平显著下降。这种

情况会导致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下降等问题，

增加感染风险。 低蛋白血症还与肾病综合征

患者的疲劳感和体力下降有关。

3、高脂血症：高脂血症是肾病综合征的

另一个重要特征。由于低蛋白血症，肝脏会过

度合成脂蛋白，导致血脂水平升高。这不仅增

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还可能进一步加重

肾脏的负担。

4、水肿：水肿通常是肾病综合征最显著

的临床表现之一，主要表现为面部、四肢和腹

部的浮肿。 水肿的发生是由于蛋白质的丢失

导致血浆胶体渗透压下降， 液体从血管渗出

到组织间隙。严重的水肿可能导致胸腔积液、

腹水等，从而影响呼吸和消化功能。

5、其他症状：除上述主要症状外，肾病综

合征患儿还可能表现出贫血、 乏力、 食欲不

振、肾功能不全等症状。 由于免疫功能下降，

患儿易感染，常见感染部位包括呼吸道、泌尿

道和皮肤。

二、儿童肾病综合征的防治措施

1、药物治疗：①糖皮质激素：如泼尼松，

是治疗肾病综合征的首选药物。 它通过抑制

免疫反应，减少蛋白尿，缓解水肿。然而，长期

使用可能引发副作用，如生长迟缓、肥胖和骨

质疏松。家长应严格按照医生的指示用药，并

定期带孩子复查，监测副作用的发生。②免疫

抑制剂：如环磷酰胺、霉酚酸酯等，适用于对

糖皮质激素治疗不敏感或依赖的患者。 这些

药物通过抑制免疫系统，减少肾脏的损害。使

用免疫抑制剂时需定期检查血常规和肝肾功

能，避免严重副作用的发生。 ③利尿剂：如呋

塞米，用于减轻水肿，但需注意电解质平衡和

肾功能变化。 家长应关注孩子的尿量和体重

的变化，及时调整药物使用剂量，防止电解质

紊乱。

2、饮食管理：①低盐饮食：减少盐的摄入

有助于控制水肿和高血压。 建议患儿每日盐

摄入量控制在 3克以下。②高蛋白饮食：由于

蛋白质的大量丢失， 患儿需要补充优质蛋白

质，如鱼、蛋、瘦肉等。但对于严重肾功能不全

的患儿， 应适当限制蛋白质摄入。 ③低脂饮

食： 高脂血症患者应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

的摄入，如减少红肉、油炸食品和高脂肪乳制

品的摄入。

3、生活方式调整：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助

于提高免疫力，减少感染风险。 ①适量运动：

适当的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 改善心肺功

能。 但应避免剧烈运动，以免加重病情。 ②良

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

保证充足的睡眠。 同时， 保持良好的个人卫

生，预防感染。

4、定期复查：①尿液检查：定期进行尿液

检查，监测蛋白尿的变化，评估治疗效果。 家

长应按时带孩子复查，并记录每次检查结果，

方便医生调整治疗方案。②血液检查：定期检

测血清白蛋白、血脂、肾功能等指标，了解病

情进展和治疗副作用。 家长应注意孩子的饮

食和药物使用情况，配合医生进行全面评估。

③影像学检查： 必要时进行肾脏超声或其他

影像学检查，评估肾脏形态和功能。这些检查

能够帮助医生更准确地了解病情， 制定更加

有效的治疗方案。

5、心理支持：肾病综合征对儿童的心理

影响不容忽视， 家长和医务人员应给予足够

的心理支持。 ①心理疏导：通过与患儿沟通，

了解其心理状态，及时进行心理疏导，缓解其

焦虑和抑郁情绪。②家庭支持：家长应理解和

支持患儿，创造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环境，

有助于患儿的康复。

综上所述， 儿童肾病综合征是一种复杂

的疾病，需综合考虑临床表现和防治措施。及

时识别症状，合理进行药物治疗和饮食管理，

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复查，以及提供必

要的心理支持， 均是有效管理这一疾病的重

要手段。通过科学的防治措施，可以有效控制

病情，改善患儿的生活质量，为他们的健康成

长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广西桂林医学院附属医院儿科）

中医针灸对慢性病管理的长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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