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INFORMATIONB08 健康知识 2024-8-21 星期三 责任编辑 赵蕾 制作 赵蕾 电话：0351- 4048890B08

失眠，中医称之为“不寐”，是中医内科常见
的一种病证。以经常性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主
要特征，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低下、易醒
或早醒等症状。失眠不仅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
和工作效率，还可能导致一系列身心健康问题。
因此，了解中医内科对失眠的调理与防治方法，
对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一、失眠的中医认识
中医认为，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归

根结底可归结为正气不足和邪气内扰两个
方面。正气不足主要包括气血阴阳的亏虚，
导致心神失养；邪气内扰则包括痰火、肝郁
等因素，导致心神不宁。根据病因病机的不
同，中医将失眠分为心火炽盛型、痰热扰心
型、肝郁化火型、心脾两虚型、心肾不交型和
心虚胆怯型等六个证型。

二、失眠的中医调理
1.心火炽盛型：此类失眠患者多表现为

心烦不寐、口干口苦、小便短赤等症状。治疗
原则为清心泻火安神，代表方剂有朱砂安神
丸、导赤散等。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应保持心
情平和，避免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

2.痰热扰心型：痰热扰心型失眠患者多
表现为心烦不寐、胸闷痰多、口苦等症状。治
疗原则为清热化痰安神，代表方剂有黄连温
胆汤、礞石滚痰丸等。患者应调整饮食习惯，
避免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

3.肝郁化火型：肝郁化火型失眠患者多
表现为不寐多梦、心烦易怒、胸闷胁痛等症
状。治疗原则为疏肝泄热安神，代表方剂有龙
胆泻肝汤、丹栀逍遥散、栀子豉汤等。患者应
学会调节情绪，保持心情愉悦，避免过度压抑
和焦虑。

4.心脾两虚型：心脾两虚型失眠患者多
表现为不易入睡、多梦易醒、心悸健忘等症
状。治疗原则为补脾养心安神，代表方剂有归

脾汤、八珍汤等。患者应注重饮食调养，多吃
具有益气养血作用的食物，如红枣、桂圆、山
药等。

5.心肾不交型：心肾不交型失眠患者多
表现为心烦不寐、手足心热、头晕耳鸣等症
状。治疗原则为滋阴降火、交通心肾，代表方
剂有黄连阿胶汤、六味地黄丸等。患者应保
持作息规律，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

6.心虚胆怯型：心虚胆怯型失眠患者多
表现为虚烦不寐、心悸胆怯、善惊多恐等症
状。治疗原则为益气镇惊安神，代表方剂有
安神定志丸、酸枣仁汤等。患者应增强自信
心，克服恐惧和焦虑情绪。

三、失眠的针灸治疗
针灸作为中医的一种独特治疗方法，在

失眠的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常用的针灸
穴位包括神门穴、风池穴、心脾穴等。通过刺
激这些穴位，可以调节人体的生理功能，改

善睡眠质量。
1.神门穴：神门穴位于头部正中线后发际

正中缝上约两寸处。按摩或针刺神门穴可起到
镇静安神、调节神经系统和心理状态的作用。

2.风池穴：风池穴位于颈部两侧背部颈肌
外侧突起处。针刺风池穴可促进血液循环缓解
颈椎病症状有助于改善睡眠质量。

3.心脾穴：心脾穴位于脚背部第 1、2 跖骨
之间凹陷处。针刺心脾穴可调节人体内分泌系
统增强身体免疫力缓解焦虑忧郁等情绪问题
从而改善睡眠质量。

中医内科对失眠的调理与防治具有独
特的优势和丰富的经验。通过辨证施治和针
灸治疗等方法可以有效改善失眠症状提高
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时患者也应注意日常生
活中的预防和注意事项以预防失眠的发生
和复发。
（作者单位：山东省昌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

中医内科失眠的调理与防治方法
阴 李宝丰

心肌炎是一种严重的疾病，它会影响心
脏的正常功能，甚至可能导致心脏骤停。因
此，正确的护理对于心肌炎患者来说至关重
要。本文将介绍心肌炎护理的要点，包括正确
饮食、运动与情绪管理策略。

一、正确饮食
1.饮食均衡：心肌炎患者应保持饮食均

衡，摄入足够的营养物质，包括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和纤维素等。建议选择富含营养、
易消化的食物，如瘦肉、鱼类、蔬菜、水果和全
谷类食品。

2.控制盐分摄入：心肌炎患者应控制
盐分的摄入，以减轻心脏负担。避免食用
过多的腌制品和加工食品，尽量选择低盐
的调味品。

3.限制高脂肪和高热量食物：高脂肪和

高热量食物会导致体重增加，增加心脏负担。
因此，心肌炎患者应尽量减少这些食物的摄
入，如油炸食品、甜点、糖果和含糖饮料等。

4.适量饮水：心肌炎患者应保持充足的
水分摄入，以维持身体正常代谢。建议每天饮
用足够的水，尤其是在天气炎热或运动后。

5.避免刺激性食物：心肌炎患者应避免
食用刺激性食物，如辛辣、过冷或过热的食
物，以免刺激胃肠道，影响消化功能。

二、运动管理
1.适量运动：心肌炎患者在恢复期间

应避免剧烈运动，可适当进行轻松的运
动，如散步、瑜伽等，以促进血液循环和身
体恢复。

2.逐渐恢复运动：在病情稳定后，患者可
逐渐增加运动量，但要注意逐渐适应身体状

况，避免突然增加运动量导致身体不适。
3.避免过度劳累：心肌炎患者应避免过

度劳累，尽量减少工作和生活压力，保持良好
的睡眠和情绪状态。

4.运动环境选择：在户外运动时，应选择
空气清新、环境舒适、温度适宜的地方，避免
在空气污浊、环境嘈杂的地方进行运动，以免
加重心脏负担。

三、情绪管理
1.保持乐观心态：心肌炎患者应保持乐

观心态，积极面对疾病，避免过度焦虑和紧
张。可通过与家人和朋友交流、听音乐、阅读
等方式来放松心情。

2.学会调节情绪：患者应学会自我调节
情绪，遇到问题时寻求合适的解决方法，避免
情绪波动过大。如有需要，可寻求专业心理辅

导帮助。
3.避免情绪激动：心肌炎患者应避免情绪

激动，尤其是在紧张的场合或与人争吵时，要
保持冷静，以免刺激心脏，加重病情。

4.培养兴趣爱好：患者可通过培养兴趣爱
好来转移注意力，减轻焦虑和抑郁情绪。如绘
画、写作、园艺等。

5.家庭支持：家庭的支持对心肌炎患者的
情绪管理至关重要。家人应给予关爱和理解，
帮助患者缓解压力，保持心情愉快。

总之，正确的饮食、运动与情绪管理是心
肌炎患者护理的关键。患者应遵循以上策略，
合理安排饮食、适度运动并保持良好的情绪
状态。同时，如有不适，应及时就医寻求专业
帮助。

（作者单位：河北省沧州市人民医院）

浅谈心肌炎的护理要点
阴 李 蕊

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其独特
的疗效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令人叹为观止。然
而，中药的炮制与储存方法对于保持其药效
至关重要。本文将带您深入了解中药的加工
与保存方法，确保中药在应用中能够发挥最
大的药效。

一、中药的炮制方法
中药的炮制，是中药加工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也是确保中药药效的关键步骤。炮制方
法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修制、水制、火制、水火
共制和其他制法。

1.修制：修制主要包括纯净药材、粉碎药
材、切制药材。纯净药材是通过手工或机械
挑、筛、簸、刷、刮等方法，去掉泥土杂质和非
药用部分，确保药材的纯净度。粉碎药材则是
通过捣、碾、研、磨、锉等方法，改变药物外形，

使其符合调剂、制剂和其他炮制法的要求。切
制药材则是采用手工或机械切、铡的方法，把
药物切成片、段、丝、块等各种形状，以便于药
物有效成分的溶出和药物的调剂使用。

2.水制：水制是用水或其他液体辅料处
理药材的方法，包括漂洗、浸泡、闷润等。这些
步骤旨在清洁药物、软化药物、调整药性，使
药材更易于加工和药效的发挥。

3.火制：火制是将药物经火加热处理的
方法，包括炒、炙、煅、煨等。这些方法能够改
变药材的性能和药效，使其更符合治疗需求。
例如，炒制能够缓和药性，炙制能改变药性、
增强疗效、减少副作用，煅制能使药物易于粉
碎、充分发挥疗效。

4.水火共制：水火共制是既用水又用火
的炮制方法，主要包括蒸、煮等。这些方法能

够增强疗效、缓和药性，使药材更好地发挥其
药效。

5.其他制法：除了上述方法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炮制方法，如制霜、发酵、精制、药拌
等。这些方法能够改变药物原有性能、增加新
的疗效、减少毒性或副作用。

二、中药的储存方法
中药的储存方法对于保持其药效同样重

要。正确的储存方法能够防止药材的变质和
药效的降低。

1.防潮防湿：潮湿环境容易导致药材霉
变、腐败，因此应选择通风良好、干燥的地方
储存药材，避免放置在潮湿的环境中。

2.避免阳光直射：阳光会加速药材中活性
成分的分解，降低药效。因此，在储存药材时，应
避免阳光直射，选择阴凉的地方进行储存。

3.适当的包装：药材的包装也是重要的一
环。应选择无味、无毒、无污染的包装材料进行
包装，如药袋、玻璃瓶等，以保持药材的干燥和
清洁。

4.定期检查：为了确保药材的质量和保存
状态，应定期检查药材的外观、气味和颜色。如
发现药材出现异味、变色或霉变等情况应及时
更换或处理。

5.低温储存：对于一些易变质的药材，可以
采用低温储存的方法。例如，将药材放置在冰
箱中冷藏或冷冻，以延长其保质期。

总之，中药的炮制与储存是确保中药药效的
重要环节。只有掌握正确的炮制方法和储存方
法，才能确保中药在应用中能够发挥最大的药
效。希望本文能够为您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

（作者单位：河北省容城县人民医院）

中药的炮制与储存方法
阴 刘艳培

在医学的广阔领域中，心血管内科作为
一门关乎生命脉动的学科，其护理工作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心血管疾病，如高血压、冠心
病、心力衰竭等，不仅影响着患者的身体健
康，更深刻地触及到他们的生活质量与心理
状态。因此，心血管内科护理的核心，在于全
方位关注患者，通过精细化管理与个性化服
务，助力患者提升生活质量，重获生活乐趣。

一、精准评估，个性化护理方案
每位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病情、身体状况

及心理需求各不相同。因此，护理工作的第一
步是进行全面而精准的评估，包括病情严重
程度、生活习惯、心理状态等。基于评估结果，
制定个性化的护理方案，确保治疗与护理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例如，为高血压患者制定饮
食指导，限制盐分摄入；为心力衰竭患者设计
适度的运动计划，增强心脏功能。

二、强化健康教育，促进自我管理
心血管疾病往往需要长期管理，患者的

自我管理能力至关重要。护理人员应扮演好
“健康导师”的角色，通过讲座、手册、视频等
多种形式，向患者及家属普及疾病知识、用药
注意事项、生活方式调整等内容。鼓励患者积
极参与自我监测，如定期测量血压、心率，记
录病情变化，培养起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

三、心理关怀，构建心灵慰藉
心血管疾病常伴随焦虑、抑郁等负面情

绪，影响患者的康复进程。护理人员应具备敏

锐的情感洞察力，主动倾听患者的心声，给予
情感上的支持与安慰。通过心理疏导、放松训
练等方法，帮助患者缓解压力，树立战胜疾病
的信心。同时，鼓励家属参与护理过程，共同
营造温馨、积极的康复环境。

四、关注生活质量，促进全面康复
心血管内科护理的最终目标，是帮助

患者恢复或提升生活质量。这意味着护理
工作不仅要关注疾病本身的治疗，更要注
重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通过优化治疗方
案、减少并发症、提高舒适度等措施，减轻
患者的身体负担。同时，鼓励患者参与社交
活动、培养兴趣爱好，丰富精神生活，实现
身心同步康复。

五、持续监测，及时调整护理策略
心血管疾病的治疗与护理是一个动态过

程，患者的病情可能随时发生变化。因此，护
理人员需保持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度，对患
者进行持续监测，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
同时，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反馈意见，适时
调整护理策略，确保护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安
全性。

总之，心血管内科护理是一项充满挑战与
温情的工作。通过精准评估、个性化护理、健康
教育、心理关怀及持续监测等措施，我们可以
为患者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护理服务，助力
他们提高生活质量，重享健康人生。

（作者单位：西部战区总医院）

心血管内科的护理策略
阴 武荣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