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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院耳鼻喉专家陈

国丰教授将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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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来我院义

诊、手术。

!

省肿瘤医院郭仁宏教授，每

月定期来我院肿瘤科进行义诊、查

房、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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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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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天时 逆顽疾 调阳气 鼓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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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是中医传统的特色疗法，根据“天

人相应”的理论和“春夏养阳”的原则，对冬季气候

寒冷时易发或加重的病（如哮喘、慢性支气管炎、过

敏性鼻炎、风湿病、消化系统疾病等），在夏季气候

炎热，疾病缓解时进行治疗，以预防和减少病症在

冬季的发作。为使这一中医药“简、便、廉、验”特色

疗法事半功倍，惠及广大群众，我院从7月份起开

展“冬病夏治”服务月活动，设立“冬病夏治”门诊，

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中医师坐诊，为前来就诊的广大

患者服务。

咨询服务电话：84665951

什么是“冬病夏治”？
所谓“冬病夏治”是指一些冬季易因感受寒冷而

导致病情发作或加重的疾病，在病情相对缓解的夏

季，采用适当的调治和补养的方法以预防或减少疾

病发作乃至根治的一种反季节的预防措施，即冬天

好发病，调治在夏季，这是中医择时施治法则之一，

充分体现中医学“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和防病于未然

的疾病预防观。

“冬病夏治”的理论来源
根据“天人相应”观点，古代先贤提出了“春夏养

阳，秋冬养阴”的学说，冬病夏治一方面借助自然界

夏季阳气升腾，人体阳气有随之上升的趋势，体内凝

寒易解的状态，对阳虚者补虚助阳，内寒者温里祛

寒，以求更好地发挥扶阳祛寒的目的。

哪些疾病适宜“冬病夏治”？
1、呼吸系统疾病：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

阻塞性肺气肿、慢性咳嗽、过敏性鼻炎。

2、消化系统疾病：表现为虚塞性的胃肠道疾病，

如慢性胃炎、胃溃疡引起的胃胀、胃酸、胃肠功能紊

乱、慢性结肠炎、以及进食寒凉、腹部受冷则胃痛、腹

泻者。

3、痹症：风湿关节痛。

4、怕冷症：表现为手脚冰凉、畏寒喜暖、怕风、怕

冷、神倦易困等。

“冬病夏治”的方法
1、外治法

通过针灸、中药贴敷等外治方法刺激穴位及药

物渗透吸收起到疏通经络，健脾益肺、温化痰瘀的作

用，增强患者的免疫力，提高人体抵抗力。中药敷贴

疗法（三伏贴），因其方法简便，安全无痛，疗效确切，

费用低廉的优势，倍受患者青睐，是“冬病夏治”的常

用中医内病外治的疗法。

2、内服中药及食疗

通过辨证施治选用中草药或中成药以及食疗达

到防治目的。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我见
高邮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康复科 中医师徐晓莉

如何实现“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顺时而作,即要顺应

自然界变化规律,按自然

界变化规律做事。春天播

种,到大自然界去劳动,就

是对阳气的呵护、养长。一句话，接受自

然界阳气，人体阳气才能养长。夏天地

里的庄稼和经济林木要求我们来到田

间地头，和它们一起接受自然界阳气，

实现夏长。春夏季节只有多到户外活

动，自然界阳气才能够通过开启的腠理

补养人体阳气。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果

实归仓，落叶归根，人类在添加衣服同

时收敛阳气。冬季树木光秃秃的，地里

基本上没有什么农活可做，暗示人们减

少户外活动，潜阳养阴。秋冬人体相应

出现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皮肉坚实等

阳气内敛之象。所以说，顺为养，顺自然界变化规律去

做事，就能实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哪些做法有悖于“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春夏季节在潮湿阴冷环境里生活，不到户外活

动，人体阳气得不到自然界阳气养长，不能实现春生、

夏长生理变化。春天阳气稚嫩，极易受损。生活调摄不

注意，尤其是不能随天气变化及时添加衣服，嫩阳受

损，从而影响到夏长、秋收、冬藏的变化。夏天长期在

空调房活动，不去户外活动，人体阳气不能随自然界

阳气同步增长，象没有充足电的电动车一样，非常容

易出现驻停现象。秋冬季节阳气内敛潜藏于体内，人

们通过减少户外活动，添衣保暖，保护潜藏的阳气。胃

肠系统在夏季比较懈怠，在冬季功能明显增强，利于

蓄积更多的营养物质，为

来年春生、夏长准备充足

物质基础。秋冬季节最忌

汗蒸，因为汗蒸是将敛藏

的阳气逼迫于外，是逆养

生之旨而为之。冬季不要

过度减肥，尤其是处于生长发育时期的少

年儿童，在这个季节减肥是逆于“秋冬养

阴”之旨。冬季室内温度不能过高，过高就

会出现“大棚菜现象”。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有何生理病理

学意义

生理上，春夏养阳有两层意义。一方

面利于春生夏长；一方面利于秋冬季节御

寒。逆之，则出现生长缓慢，体弱多病，在

秋冬季节尤其容易患病。秋冬养阴亦有两

方面含义，一方面为春生夏长提供足够的

营养物质；一方面在秋冬季节阳气得到休

养生息。逆之，阴精不足，就像空心萝卜一样，影响到

春生、夏长生理变化。在病理上，对于阳虚之人，在春

夏利于阳气生长的季节，通过扶阳补阳，可以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这就是“冬病夏治”原理所在。对于阴

虚之体，在秋冬季节通过膏方调补，可以达到同样效

果。

作者简介：

徐晓莉，中医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于南京中医药

大学针灸推拿专业，擅长颈椎病、腰突症、面瘫、肩周

炎、中风后遗症及小儿遗尿等针灸科常见病的治疗。

最近参加第二届全国中医冬病夏治学术交流培训班

学习，对于冬病夏至穴位敷贴有一定治疗经验，。先后

在国家医学杂志发表论文2篇。

“三伏天”防病治病好时机
高邮市中医医院 针灸推拿康复科中医师 陈士平

“三伏”是“冬病

夏治”的最佳时机，所

谓“冬病”是指某些好

发于冬季或在冬季复

发加重的疾病，此种

病的易发人群多为

虚寒性体质，“夏治”

则是选择在夏季气

温最高、阳气最旺之

时，趁病情有所缓

解，通过适当的治

疗，增强患者抗病能

力，从而达到预防冬

季旧病复发或减轻

疾病症状发作程度

的目的。“冬病夏治”

最常采用的方法是

“药物穴位敷贴疗法”。临床上“冬病夏

治、穴位敷贴”常常简称为“三伏敷贴”。

“三伏敷贴”来源于人们长期与疾病作斗

争的临床实践中，其作用和疗效已被上

千年的临床实践所验证。本方法具有局

部刺激、经络调整、药物吸收等多种治疗

作用，且操作简便，费用低廉，安全无毒

副作用，因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

我院针灸科2010年始开展三伏穴

位敷贴治疗，选用十余味中药精心加工，

取穴少而精准，远期疗效好，已经形成了

具有我科特色的一套穴位敷贴方案，当年

慕名而来的患者在200余人次。病种涉及

呼吸、消化、风湿等多个系统疾病。其中支

气管哮喘约占26%，慢性支气管炎约占

38%，过敏性鼻炎约占8%，慢性咽炎约占

10%，慢性寒性胃病约占5%，各种关节炎

约占7%，其他约占6%。2010年12月我

们对其中100例呼吸系统患者做了电话

随访，其中30例未再发病，70例患者有

再次发作情况，但是次数和程度得到了不

同程度的减轻。总体疗效显著。

一、三伏敷贴的理论依据

三伏敷贴是传统中医理论“不治已

病，治未病”（强调预防为主）、“天人合

一”（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春夏养阳”（强调春夏时节宜重视养护

阳气）、“择时施治”（强调治疗时机的选

择）、“内病外治”（强调脏腑疾病可采用

外治疗法）等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明清

时期天灸广为应用，《本草纲目》、《串雅

外编》、《普济方》中均有中药穴位敷贴的

详细记载。“三伏敷贴”即是在夏天阳气

最旺之时，顺应“天人相应”之养生大道，

借天之阳而补人体之阳。夏至日是一年

中阳气最旺盛的日子，它标志着北半球

夏天的开始，古人认为夏至日“阳气之至

极，阴气之始生”。自然界如此，人身也

是如此。此时阴气萌生，就意味着阴气将

一天天增强，阳气将一天天减弱。对于冬

季易患病的人来说，本身为阳气虚弱，发

展至冬天则会出现阴寒内盛，从而产生

疾病。而在阴气伏藏之时就采取治疗措

施，“抑阴扶阳”，把“冬病”消灭在萌芽状

态，这就是中医“治未病”、“未病先防”的

预防思想。同时，借助伏天阳气偏盛，人

身气血相对流畅，毛孔开放，此时应用温

热性质的中药敷贴在人体相关穴位上，

能更好地渗透、吸收，通过经络运行，使

药物直达患处，从而充分发挥强壮阳气，

温通经络，驱散寒邪的功效，治愈或减轻

了“冬病”。

二、贴敷的时机

古人认为，自然界阴气（寒凉气候）

藏伏的日子就叫“伏日”，也称“伏天”。阴

气藏伏，阳气（温热气候）则相对旺

盛，因此，“伏天”实际上是一年中

最炎热的时候。“三伏天”的确定，

是以夏至后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

（“庚”即天干的第7位；天干有十，

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壬、癸；古人用天干纪日。），第四个

庚日起为中伏，立秋后第一个庚日

起为末伏。今年三伏贴的具体时间

为：头伏：2013年 7月 13日－

2013年7月22日，中 伏：2013

年 7月 23日—2013年 8月 01

日，闰中伏：2013年8月02日—2013年

8月11日，末 伏：2013年8月12日－

2013年8月21日，因此，今年“冬病夏

治、穴位敷贴”时间自7月13始至8月

21日均可，每次贴敷4-6个小时（小儿

皮肤娇嫩，建议贴药时间为1-2小时），

5天一次，连续敷贴3年以上。

三、三伏敷贴的主治范围

通过我们的临床治疗经验分析，该

疗法最适宜的病症以慢性反复发作性呼

吸系统疾病（慢性肺系疾病）为主。现将

其具体主治病症概括为：

1、慢性反复发作性肺系疾病，如反

复感冒、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阻

塞性肺气肿、慢性咳嗽、肺间质疾病、肺

功能不全，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鼻窦

炎、慢性咽炎、咽部感觉异常等表现阳虚

寒甚者；

2、小儿体虚、经常感冒咳嗽、小儿哮

喘、慢性腹泻、消化不良（疳积）、遗尿、慢

性泄泻等；

3、慢性寒胃病、慢性腹泻、夜尿频多

等；

4、风湿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慢性腰

腿疼痛、四肢麻木、强直性脊柱炎、颈椎

病、肩周炎、面瘫、腰肌劳损、骨性关节

炎、脊柱退行性病变等表现阳虚寒甚者；

5、其它如素体阳虚、喜暖怕凉、遇冬

怕冷的人群；秋冬发作或秋冬加重的皮

肤病，如冻疮、寒冷性多形红斑、慢性荨

麻疹；以及免疫功能低下等疾病。

四、三伏敷贴中的注意事项

1、穴位贴敷治疗时，最好在环境温

度适宜的房间内休息，否则影响药物固

定而影响疗效。

2、注意饮食调养，敷贴的当天不宜

进食生冷、海鲜、鱼虾或辛辣刺激的食品

及冷饮，应避免受凉。

3、穴位敷贴部位水泡的出现与否，

主要与患者的体质差异及敷贴治疗的时

间长短有关。据临床观察，皮肤起泡后治

疗效果往往更好。但如果灼热刺痛明显，

需缩短贴敷时间，及时取下贴敷药物。

4、妇女妊娠期、结核病和糖尿病患

者、感冒发烧、肺炎、多种感染性疾病急

性发热期、支气管扩张咳血、皮肤破损或

瘢痕、对敷贴药物极度敏感的特殊体质

患者，均不适宜敷贴治疗。

作者简介：

陈士平，中医师，针灸推拿康复科副

主任。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曾在江苏省

中医院进修，专门学习了冬病夏治的方

法及其操作流程，尤其擅长于针灸治疗

面瘫、中风、颈椎病、腰突症等疾病。

2013年三伏贴的具体时间
头 伏：2013年7月13日－2013年7月22日

中 伏：2013年7月23日—2013年8月01日

闰中伏：2013年8月02日—2013年8月11日

末 伏：2013年8月12日－2013年8月21日

冬病夏治“三伏贴”
三伏天是一年中最为炎热的时期，亦

是人体阳气最旺盛的时候，此时气血趋于

机表，皮肤松弛，毛孔开放，有利于药物的

渗透，有助于邪气的外驱，因此在三伏天里

运用特配的中药敷贴于特定的穴位，刺激

经络，通过经络的循行和气血的输送可将

药物直达病所，达到治病的目的。另外，冬

病夏治穴位贴敷疗法在治病的同时可调动

人体阳气，鼓舞正气，从而大大提高人体免

疫力，共奏治病、强身双重功效。

热 线 ：
%#&%"!'"

传 真 ：
%#$%&'"$

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

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0)1230.45

在 线 投 稿 ：
())*+,,)/./0)123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