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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前沿

经常会碰到一些人，特别容易拉肚子，
饮食稍有不慎，或者遭受寒凉，马上就想跑
厕所，甚至有些人每天跑几趟厕所，但又感
觉排不干净。有这样消化系统疾病的人不
在少数，究其原因，与日常饮食、情绪、久病
失治等脱不开关系。

拉肚子是多种疾病的共同表现

近日，笔者采访了市中医院脾胃肝胆肿
瘤科（内二科）主任王晓聪。她表示，腹泻，
即人们常说的拉肚子，中医将腹泻称为泄
泻，多由感受外邪、饮食所伤、情志失调、脾
肠虚弱、脾肾阳虚导致。泄泻既可以单独出
现，也可以和其他症状伴随出现，本病可见
于西医学中的多种疾病，如急慢性肠炎、肠
结核、肠易激综合征、吸收不良综合征等。

54岁的黄先生家住武汉市，是一位慢性
腹泻患者，已出现反复腹泻夹带少量黏液血
便20余年。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溃疡性
结肠炎”，口服美沙拉嗪及激素等治疗无效，
后反复至北京、上海等多家医院治疗仍无
效，饱受病情折磨。一个月前，黄先生在朋友
的推荐下专程找到了王晓聪。经肠镜检查，
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阑尾口霜斑样溃疡。
经望闻问切，中医诊断腹泻（肠道湿热、肾
虚）。王晓聪遂以清湿利热、补肾止泻、凉血
止血为治法，给予中药灌肠、艾灸及中药口服
治疗。一周后，黄先生腹泻减轻，黏液血便缓
解，遂带药回家服药治疗。市中医院又反复
调整药物治疗半个月后，黄先生症状缓解。
因黄先生病久，痼疾缠绵难愈，正虚邪实未
复，嘱其定期复诊，辨证施治，巩固疗效。

对于慢性泄泻疾病，王晓聪表示，日常
以下几种情况会导致腹泻的出现：

1.饮食因素：饮食不节、吃喝无度，进食
被细菌及其毒素污染的食物等都会引起不

同程度的腹泻症状。
2.精神因素：精神过于紧张、压抑等也可

引起不同情况的腹泻，这种情况多见于高
考、中考来临之际，或工作压力较大的青年
男女。

3.疾病因素：一些肠道疾病发作时常伴
有腹泻症状，包括急慢性肠炎、肠功能紊乱
等，甚至肠癌、肠结核等也会引起腹泻。

中医强调：腹泻勿盲目用药止泻

不少患者常常一发生腹泻就滥用止泻
药、抗生素，但中医专家多不赞同此种做
法。王晓聪建议，鉴于腹泻的严重危害，及
时就医诊治才是正确之路。

腹泻实际上是机体的一种保护性措施，
能将体内的致病菌与它们所产生的毒素，以
及进入肠道的有害物质排出体外，减少对人
体的毒害作用。如果立即服用止泻药，无疑
是“闭门留寇”，残留的毒素等将会对机体造
成很大的伤害。此外，止泻药多对肠道甚至
其他内脏存在一定的毒副作用，长期服用伤
害很大，而且不对症治疗，或有加重症状的
趋势，适得其反。

抗生素针对肠道感染的患者有效，但很
多长期泄泻的患者并非肠道感染。长期腹
泻患者机体功能下降，如果不明确病因滥用
抗生素，或造成肠道菌群失调，甚至存在“真
菌感染”“细菌二重感染”的风险。

王晓聪认为，同是腹泻，致病机理却各
不相同，应该对症下药，才能起到治标又治
本的效果。为此，市中医院脾胃肝胆肿瘤科
科采用“中西医辨证平衡疗法”，以中医辨证
为主，西医为辅，全面解决腹泻难题。中西
医有效结合，汇集西医先进设备与中医药的
优势，快速治愈腹泻的同时，防止其再次复
发。 （李莹）

腹泻不停太折磨人！
市中医院开展特色中医疗法治疗慢性腹泻

8月31日，张新宽（中）与同事一起对疑难病症进行集体会诊。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本报讯 近日，平煤神马医疗集团总医
院（以下简称总医院）骨关节科连续接诊数
例肩关节疼痛患者，在诊疗过程中，副主任
医师解金三发现，很多患者在就诊中易被
误诊为“肩周炎”，在治疗中走了弯路，导致
疼痛不能缓解，反而逐渐加重。

肩袖损伤被误诊为肩周炎

家住我市石龙区的 59岁患者许先生
就是典型的被误诊。许先生因无明显诱因
出现左肩关节疼痛一月余，活动后加重，继
而出现左上肢上抬及外展受限，辗转多家
医院，均被诊断为肩周炎，给予外敷膏药、
局部外涂药物及口服药物治疗。但是治疗
多日后，许先生的病情仍没有得到改善。
多方打听下，他找到了总医院骨关节科副
主任医师解金三。经查体及相关影像检查
后，解金三诊断其为肩袖损伤，其撕裂范围
在4cm左右，属于大肩袖撕裂。

在与患者充分沟通后，解金三带领手
术团队为其实施了肩关节镜微创治疗。该
术式仅需在患者肩膀处打几个0.5cm的小
孔，在肩关节镜的清晰视野助力下，精准修
补损伤的肩袖。手术切口小、创伤小，基本
不影响关节周围的肌肉结构。术后第三
天，许先生就康复出院。目前，许先生左肩
关节疼痛明显缓解，在系统的功能锻炼下，
活动受限情况逐步好转。

医学中已摒弃肩周炎叫法

据解金三介绍，在我国，很多医生甚至
患者都对肩周炎这一名称耳熟能详，甚至

把很多不明原因的肩痛归结于肩周炎。实
际上，在国际通用的诊断中，肩周炎这一命
名已被摒弃，专业术语应该叫作冻结肩或
粘连性关节囊炎，乃肩关节原发或继发性
的僵硬，导致肩部疼痛或活动丧失。因冻
结肩在50岁人群中高发，故又被称作“五
十肩”。

据了解，临床中，最常见的与冻结肩相
混淆的疾病有“肩关节周围撞击征”“肩袖
损伤”“关节盂唇损伤”“钙化性肌腱炎”等，
这些疾病在临床表现、治疗手段和预后上
与冻结肩有较大差异。因此，肩关节疼痛
的精准诊断尤为重要，如果将肩关节损伤
当作冻结肩治疗，疗效往往大相径庭。

肩关节镜下治疗优势多

解金三说，早在2014年，该科室就已引
进肩关节镜技术，目前已开展近200例肩
关节镜手术。肩关节镜下手术通过小切
口、广视角，能全方位诊断及处理关节内的
疾患，具有创伤小、诊断准、操作精、处理
全、恢复快、外观靓的优点，为众多肩关节
疼痛患者的精准诊断和有效治疗提供了强
有力的护航。

解金三强调，当出现肩关节疼痛时，首
先应该到专业的医院和科室进行确诊。肩
袖损伤多发于中老年人，与肩关节创伤、肩
关节过度使用、肩峰撞击、肩袖血运差等情
况相关。其症状表现为肩关节疼痛，尤其
是夜间疼痛，肩袖肌力明显减弱。当出现
肩袖损伤时，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避免
因忍痛不治或盲目治疗导致病情加重，甚
至致残。★ （李莹）

肩膀痛就是肩周炎？

未必，有可能是肩袖损伤
总医院首开微创肩关节镜技术，为肩痛患者护航

□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郭玉婧

8月31日下午，来自禹州市55岁的王先
生做完理疗后，轻松地走到解放军 152医院
（以下简称 152医院）康复理疗科门口，坐在
椅子上悠闲乘凉。而就在半个月前，他还是
另一番景象：双膝酸痛，行走时需要家人在旁
搀扶。

王先生在外打工几十年，从去年开始，他
开始感到膝关节酸困，走路不利索，今年更加
严重，连正常行走都很困难。听说 152医院
康复理疗科不错，8月15日，他在家人陪伴下
赶到该科治疗。经过相关检查，王先生膝盖
韧带和半月板损伤，关节有积液，属于骨性关
节炎。针对王先生的病情，医生采用中西医
结合和物理康复治疗的方法进行对症治疗，
效果显著。

据了解，除了平顶山本地患者，像王先生
这样慕名来到152医院康复理疗科治疗的周
边地市患者也有很多，甚至还有湖北、安徽等
地的患者。该科不仅是 152 医院的重点科
室，还是原济南军区的康复理疗中心。近年
来，该科坚持医疗与科研并重，让传统疗法焕
发出了生机。

康复理疗，为患者解除病痛折磨

在康复理疗科高频治疗室里，记者看到
有三名患者正在接受仪器治疗，其中两名患
者正在接受微波治疗。

小马是鲁山某地的一名年轻患者，患强
直性脊柱炎已有三年，经常感到腰背部疼痛，
僵硬不适，早晨起床困难。“在这儿做了20多
天的综合治疗，疼痛减轻多了，来之前整个背
都是弓着的，现在后背变直了很多，这几天量
了量身高，比来之前高了4厘米。”小马开心
地说。

另一名做微波理疗的患者是来自宝丰的
小娄，他的母亲何女士坐在旁边陪护。何女
士说：“我原来患颈椎病，头痛头晕，就是在这

里治疗的，觉得效果不错。这段时间儿子的
颈椎也出了毛病，就带他来了。”小娄是一名
26岁的公司职员，由于经常伏案工作，患上
了颈椎病，伴有头晕、头疼等症状。该科主任
张新宽说：“小娄患有颈椎病，椎动脉供血不
足，根据他的病情，我们一方面通过注射药物
来改善他的脑部血液循环，一方面结合康复
理疗手段帮助他缓解颈部肌肉紧张和疲劳状
态，促进颈部不适和头痛头晕症状的缓解。”

据了解，该科不管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
方面在我市都处于领先地位，除了医护人员，
还有众多康复治疗师，6名医生中就有3名是
硕士研究生。

100多个协定方满足不同患者需求

“我们科室主要治疗三类疾病。”张新宽

说，“一是训练伤，二是中西医结合治疗内科
杂症，三是软组织疾病。具体地说，治疗范围
包括部队训练伤，颈肩腰腿痛软组织病，脑血
管疾病所致的肢体功能障碍，骨外科、烧伤、
手外科术后的肢体功能康复，风湿类风湿疾
病，骨质疏松症，亚健康诊疗和中西医结合治
疗内、外、妇、儿科等的多种疾病。”

在张新宽的电脑工作站里，保存着 100
多个现成的协定方。他告诉记者，根据多年
临床治疗经验，该科针对不同疾病总结出100
多个现成的中药处方，包括腰腿疼痛、消化系
统疾病、神经功能紊乱、月经不调等都有针对
的处方，临床应用时会根据患者的病情辨证
论治、灵活加减。

近年来，张新宽开始关注亚健康群体，对
于一些亚健康症状“多梦、浑身乏力、易疲劳、
记忆力减退”都设置了对应的处方，结合物理

康复疗法、健康宣教等系列方法，进行综合调
理，取得了满意的临床效果。

“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是目前较为理
想的综合治疗法，对于很多慢性疾患、功能性
疾患具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合理应用中西医
结合的治疗方法，不仅可以提高临床效果，而
且能够缩短疗程，减轻或避免不必要的副作
用，如药物的胃肠刺激和肝肾损害等。”张新
宽说。

科研路上不断求索，只为更好地服务患者

在张新宽的办公桌上，放着几本厚厚的
笔记本。“这是我平时看书做记录的本子，上
面有多年积累的病例和专业的新动态、新方
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好地借鉴、学习、
总结、运用别人的经验也是一种很好的学
习。医学是飞速发展的，作为医生需要终身
学习，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落人后。”张新
宽说，每年下来他能记录5万字以上的学习
笔记，为研究新的成果和治疗方法作铺垫。

该科还有一个独立的资料室，记录着医
生们发表过的文章、获得过的专利以及一些
科研成果，里面的很多科研、临床资料和张新
宽的笔记本一样是纯手写的，饱含了康复科
医生们刻苦钻研业务的辛劳，也反映了他们
对于医学严谨认真的态度，这也是该科在科
研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的根本原因。近年来，
该科获得平顶山市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获军
队和河南省科研成果三等奖4项，主持军队
科研课题2项。张新宽本人连续3年被评为
市卫生系统先进个人。

在张新宽的带领下，康复科整个团队致
力于研究、开发新的治疗方法，开展与研制的
具有专科特色的治疗项目就有百余个，形成
了集“预防、保健、康复、治疗”于一体，“医疗、
科研、教学”多功能相结合的科室布局。提及
科室今后的发展，张新宽表示，康复理疗科还
将不断进行临床与科研探索，力求更好地服
务患者。

解放军152医院康复理疗科——

传统疗法焕生机 中西结合除沉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