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http://www.gytoday.cn

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专 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版

热 线 ：
!!"#$##$

传 真 ：
!!%&'#$%

地 址 ：高 邮 市 文 游 中 路
#(%

号 今 日 高 邮 网 址 ：
"##$%&&'''()*#+,-*(./

在 线 投 稿 ：
"##$%&&#)()*#+,-*(./

)$01

年
02

月
03

日 星期三
癸巳年九月十二

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健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康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友

中 医 院 之 窗

主持人：夏在祥 特约编辑：陈进

www.gysayyy.com

总第175期
2013年第21期

新浪微博：@高邮市中医医院
搜微信号：gaoyouzyyy
QQ:800041201

中医药诊治慢性肾炎有优势和特色
高邮市中医医院 内科主任中医师丁国培

慢性肾炎主要是指慢

性肾小球疾病，临床表现以

不同程度的蛋白尿、血尿、

水肿、高血压等为特征，部

分患者随着病变的发展将

出现肾功能损害。现代医学

对慢性肾炎的检查手段取

得突飞猛进的进展，在诊断

和鉴别诊断等处于优势地

位，但对其确切病因尚不清

楚，有些病人起病即是慢性

肾炎，仅有少数慢性肾炎是由急性肾

炎发展所致。目前，西医缺乏有效的治

疗手段，中医药在本病的治疗方面却

具有较明显优势和特色。

1、整体治疗。目前大多数慢性肾

炎的病因不明，但其病涉及到多个环

节，西医学常以对症处理，如降压、抗

凝、降脂，抗血小板等治疗，这些原则从

现代医学治疗原则来说，完全正确，但

许多患者还合并其他系统的疾病，如果

要针对每个环节治疗，就需要多种药物

治疗。加上一般西药激素及免疫抑制

剂，由于严重不良反应，常不能长期大

量服用。本人从事该病诊治几十年，体

会到中医药诊治该病特色之一就是“整

体观”，中医药在具有“对因治疗”作用

的同时，更可调整、改善人体脏腑、气血

功能活动和整体机能，起到多靶点治疗

的效果，从而改善慢性肾炎的症状和化

验指标，延缓病变的进展。

2、辨证论治和调养并重。不同慢

性肾炎患者由于病理类型不同，其症

状、体征、发病机制及病情进展快慢不

同，应强调辨证施治，即个体化治疗，

在病变的不同阶段要采用相应的治疗

措施，即分阶段治疗，如有水肿症状，

先予以消肿等等。不少慢性患者曾在

西医院接受治疗，发现西医也开给不

少丸药（中成药）服用，往往

得不到良好的疗效，这可能

没有遵循中医辨证论治原则

的缘故。因为不同个体间的

差异，导致了人们在疾病表

现乃至治疗反应千差成别，

中医强调辨证论治，多采用

个体化的治疗，为每一位患

者量体裁衣，制定不同的治

疗方案。在这一点中医学明

显优于西医学。另外中医治

疗对该病强调调养，治疗和饮食、精神、

起居、婚育指导等一并考虑，注重医患

相互配合，许多中药药性平和，不仅能

够调整机体的动态平衡，提高机体的免

疫力，减轻西药的毒副作用，而且长期

服用对人体有相当大的益处。只要医患

双方能够积极配合，我相信，大多数慢

性肾炎患者病情是会得到缓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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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杂症临床方面颇有建树。对急、慢性

肾小球疾病以及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自身

免疫性疾病诊治研究颇有见长，愈病日

众。此外，对急、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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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饮食习惯———癌症的诱因
高邮市中医医院 外科副主任医师 刘广宝

临床中发现，有几个不良的饮食习

惯，日久天长，易诱发消化系统癌症。

1、喜欢吃滚烫的食物

临床中，医生发现很多消化系统癌症

患者，特别是食管癌、胃癌患者，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吃非常热的食

物，每顿饭都恨不得吃那些刚出锅的东

西。咨询一位被确诊为食管癌的患者饮食

情况，发现他平日不但喜欢吃烫嘴的饭

菜，还非常喜欢喝热茶，就是这些不良的

饮食习惯，造成他中年发病。

近年来，国内外的报道也不断证明，饮热茶会破坏

食管的“黏膜屏障”。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地区的流行病

学调查，食管癌患者中有很大比例的人，喜好热饮、硬

食、快食或饮酒。

动物实验也证明：饮酒、吃滚烫的食物、吃饭狼吞

虎咽等都对食道黏膜有一定的灼伤和腐蚀作用，当黏

膜细胞出现增生性病变后，就有可能进一步发生癌变。

2、吃东西狼吞虎咽

吃东西狼吞虎咽仿佛成为这个时代上班族的一个

通病，工作和生活的压力让上班族处于一个高度紧张

的状态中，吃饭好像只是为了简单的身体需要，所以，

吃饭速度非常快。实际上这样对身体健康非常不利。

吃饭快，食物的咀嚼不细，易损伤消化道黏膜，产

生慢性炎症；另外，吃饭快，食物团块的体积大，易对食

道和贲门等消化道产生较强的机械刺激，久之会引起

消化道损伤甚至癌变。

3、吃得过饱

我们的先辈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吃得过饱会对身

体造成危害，《黄帝内经》里面说了句非常经典的话：

“饮食自倍，肠胃乃伤。”说明一次吃很多东西，首先损

伤的是我们自己的肠胃。

中医古书《济生方》也指出：“过餐五味，鱼腥乳酪，

强食生冷果菜停蓄胃脘……久则积结为症瘕。”从古

人的经验看，饮食过量就会使肠胃功能失调，时间久

了，生病得癌也无法避免。

4、经常在外面吃饭

当今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生活水平的迅猛提

高，也改变了人们居家饮食的良好习惯。许多人由于

工作的原因，不得不经常在外应酬，其实，这样的饮食

方式对身体健康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由于经常在外吃饭，造成了饮食无定时，

时间一久必然使自身的脾胃功能受到损害，进入一种

“癌状态”中。另一方面，外面售卖的食物，为了追求色

香味，通常会使用高温油炸的方法，或者加入大量调味

剂，比起家庭烹饪的食物，它们含有更多的致癌物质。

同时，大家在聚会中大量饮酒，这些无

疑都加重了胃肠负担，为癌症的发生提供了

条件。

5、经常饮酒过量

从保健方面讲，适量饮酒能兴奋神经，

让人产生愉悦的感觉，有提神醒脑、舒筋活

血的生理功能，可以松弛血管，改善血液循

环，提高人体免疫力，增进食欲，有利于睡

眠。最近，国外的研究分析显示，每日饮酒少

于20克，可使冠心病风险降低20%，在糖尿

病、高血压、陈旧性心肌梗死病人中，也得到

同样结果。

适量饮酒对人体有益处，与酒精能升高高密度脂

蛋白(可防治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抗血小板血栓

形成和提高人体对胰岛素的敏感性有关，对防治冠心

病、糖尿病有一定效果。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过量饮酒则对健康

有害无益。酒的主要成分乙醇，是一种对人体各种组织

细胞都有损害的有毒物质，能损害全身各个系统。

研究表明：直接喝烈性酒，或一天喝4两以上白

酒，大口喝啤酒等，都是容易招致癌症的饮酒方式。

值得提出的是，要避免空腹饮酒。空腹饮酒时，由

于胃中没有食物，酒精经胃黏膜快速吸收，直接导致血

液中酒精浓度急剧升高，对人体的危害较大，因此在饮

酒前应先吃些食物，尤以碳水化合物为佳，因其分解时

产生的能量可供肝脏“燃烧”酒精之用。

此外，还可以选择一些适当的下酒菜，如新鲜蔬

菜、鲜鱼、瘦肉、豆类、蛋类等，以补充肝脏代谢酒精所

需的酶与维生素。

6、偶尔才吃蔬菜和水果

膳食讲究平衡，蔬菜水果是我们日常膳食中的重

要组成部分，所以，如果平时只爱吃肉，不爱吃蔬菜和

水果，就增加了患癌的风险性。

研究表明：长期大量摄入红肉和熟肉制品分别使

结肠癌危险增加29%和50%。蔬菜和水果是维生素C

与纤维素的最好供给源，一直被认为具有很好的抗癌

作用。研究显示：胡萝卜、西红柿、葱、大蒜、萝卜、橘类

水果等具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尤其是对口腔、食道、胃、

结肠、肺等部位的肿瘤作用更强。所以，建议大家平时

多注意吃蔬菜和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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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高血压注意事项
高邮市中医医院内科副主任医师 朱继德

秋季高血压注意事项一：

用药需谨慎，夏天时天气炎热，

脑血管舒张，血压急剧升高的

情况会减少，而到了秋天气温

转凉，脑血管收缩，血压会随之

升高，此时应及时调整降压药

的剂量，控制好血压，减少脑卒中的几率。另外，因为秋

天天气变得干燥，早晚温差大，早晨的温度低，使血管收

缩，造成血压升高，所以有些病人会感到头晕。这时，您

需要调整服药时间，在调整了服药时间后仍然经常头

晕，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另外，不要在秋季停服改善心

脑血管的药物，如阿司匹林。

秋季高血压注意事项二：运动要适量，天气逐渐

转凉了，适当做些运动会对调节血压有好处。但高血

压患者一定不要做剧烈的运动，跑步、登山这样的运

动，容易使血压骤然升高，引发脑出血。可以选择散

步、打太极拳等比较温和的方式，既能锻炼身体调节

血压，又没有危险。

秋季高血压注意事项三：预防流鼻血，高血压引

起的鼻出血，约占鼻出血病人的40％。而秋季更是

中老年人鼻出血的多发季节，这是因为中老年人血

管逐渐老化，鼻黏膜中小动脉肌层弹性较差。秋季气

候干燥，原本分泌减少的老年鼻腔就显得更为干燥，

加上外力如鼻干时用手揉鼻部、挖鼻孔等，容易引起

鼻出血。高血压病人鼻出血预示血压不稳定，要引起

高度警惕，因为这往往是中风的一种征兆。高血压伴

鼻出血的中老年人应加强自我保健，在秋季应注意

以下几点：按医嘱服药；要保持心情开朗，情绪安定；

饮食要平衡，除米面、豆类外，要多吃新鲜蔬菜和富含

维生素c、钾、镁的水果。

总而言之，秋冬两季，高血压患者要切实关注自己

的血压高低，最好能做到每天测量血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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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血管意外的家庭急救
高邮市中医医院 神经内科 主任中医师 陆家武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社会活动节奏加快、

以及人口老龄化，脑血管

意外越来越成为常见病、

多发病，是老年人三大死

因之一。

脑血管意外分为出

血性及缺血性两类。脑出

血多发生在白天活动时，

如情绪激动、大量饮酒、

过度劳累等。发病前少数

人有头晕、头痛、鼻出血等先兆症状，

病人突然晕倒，迅速出现昏迷，面色

潮红、口眼歪斜、目光呆滞、言语不

清、偏瘫、小便失禁等，部分病人还出

现喷射状呕吐。脑梗塞分为短暂性脑

缺血发作、脑血栓形成、脑栓塞三种

类型，一般多发生在睡眠或安静状态

下，病人常有头痛、头晕、肢体发麻、

沉重感或不同程度的瘫痪。由于脑血

管疾病大多起病急，发展快，病情重，

且家中发生居多，若抢救不及时或措

施不当，病情很快恶化，危及生命。

在此情况下，给予适当、及时的家庭

现场急救，对提高治愈率、减少致残

率、降低死亡率、提高生活质量至关

重要。

1、体位保持合适：使病人绝对卧

床。脑出血病人头部稍垫高，缺血性脑

血管病应立即使病人平卧、头稍后仰，

以保证脑血回流灌注。

2、保持呼吸道通畅：立即解开领

口，颈部垫高，偏向一侧，及时清理口

鼻腔内的分泌物及呕吐物，以防流入

气管，引起窒息或吸入性肺炎。

3、控制血压：家中有备用血压计

者，立即进行血压测量，若血

压≥140/90mmHg，适当应用

现有的降压药，使血压保持

在140/90mmHg以下，不可

降至过低。

4、大小便护理：大小便

失禁者，及时更换内裤，保持

局部清洁、干燥，避免潮湿、

摩擦刺激使皮肤破溃。

5、心理安慰：遇此情况，

家属不要过于惊慌，应保持

镇静、安慰病人，避免病人因过度紧张

或恐惧而使病情加重。

6、呼叫急救中心或及时送到附近

医院检查 (具备24小时能做CT检查

的医院)、抢救。有发病先兆者或脑缺血

表现者，不可忽视，应立即送往医院住

院治疗。

7、避免不必要的搬动，必须搬动

时，动作要轻，固定头部，以防出血加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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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中医学会脑病专业委员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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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头痛、麻木、肢体无力等方面积累

了丰富经验，并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20多

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