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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刊

本刊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合办

健康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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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魏应钦 文/图

本报讯 6月 13日，市中医医院传来消息，该院今年冬病夏治于当天开始贴敷预约。来院贴敷人
员请佩戴口罩、扫场所码，接受体温检测，按照预约卡上的时间前来贴敷，避免人群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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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医医院：双休日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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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冬病夏治又称发泡疗
法，是我国传统医学中很有特色的
治疗方法，遵循中医天人合一的理
论，利用夏季特别是进入伏天后人
体阳气旺盛的有利时机，对一些好
发于冬季的疾病或体质虚弱的亚健
康人群以及阳气虚弱为主要病理变
化的慢性疾病进行提前预防、治疗
或调理，以达到保养人体阳气、扶正
祛邪、防病治病的目的。

市中医医院于1998年由该院小
儿科开始，率先在全市开展传统的
中医三伏贴疗法，已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

该院冬病夏治专家治疗小组的
多位名老中医，在中医古方的基础
上，依《黄帝内经》中“春夏养阳”理
论和实践医学相结合，在治疗中注
重因人因病辨证施治、辨证选方，选
穴贴敷；敷贴药材选材讲究，采用地
道中药材，添加秘传药引，将药效发
挥得淋漓尽致，治疗效果不断得到
提升，治疗的人数更是逐年增多，每
年慕名前来进行冬病夏治的人数近
万人次，使广大的百姓感受到中医
的博大精深和神奇的治疗效果。

近年来，该院根据多年冬病夏
治治疗经验，在中药穴位敷贴的基

础上，不断改进药物配方和贴治方
法。根据往年患者发泡、瘙痒等不
适感觉，专家组多次研究反复试验，
不断调整配方及制膏工艺，达到了
减少发泡等不适症状又起到治疗效
果的目的。

今年冬病夏治分为成人组、成
人（妇科）组和儿童组，贴敷时间安
排：第1次（初伏），7月16日（周六）至
17日（周日）；第2次（中伏），7月26
日（周二）至27日（周三）；第3次（中
伏加强），8月5日（周五）至6日（周
六）；第4次（末伏），8月15日（周一）
至16日（周二）。

冬病夏治正当时

冬病夏治的主要适应证有以下
几类：1.内科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哮
喘、慢性支气管炎、过敏性鼻炎、慢
性鼻炎、咽炎、体虚易感冒；消化系
统疾病：虚寒性胃病。2.妇产科疾
病：痛经、月经不调等虚寒性疾病。
3.痹症：风湿、阳虚引起的各种颈、
肩、腰腿痛等。4.儿科：小儿哮喘、反
复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5.虚弱
体质的亚健康人群，如四肢寒凉怕
冷、免疫力低下、食欲不振、乏力等。

冬病夏治的注意事项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

贴敷对象：1岁以上儿童及成年
人。贴敷时应穿透气性好的宽松衣
服。

穴位贴敷时间为夏季三伏，每
隔10天贴药一次，共贴4次，一般要
求连续治疗3年为一疗程。由于冬
病夏治三伏贴属中医外治疗法，为
巩固疗效，最好坚持治疗一疗程以
上。每次贴敷时间：成人 2-3 个小
时；儿童1-2个小时。贴敷后局部有
轻微灼热，痒感为正常反应，如感到
局部疼痛难忍，应立即去掉药膏。

贴敷疗法属于发泡疗法，贴敷
时间过长容易出现水泡。进行贴敷
治疗的病人有些属于过敏体质，对
药物反应强烈。儿童由于皮肤娇
嫩，更容易起泡。虽说贴敷后起泡
疗效会更好，但由于患者对美观的
需求，患者应根据皮肤的敏感程度

适当缩短贴敷时间，以避免过度起
泡。如出现小水泡，一般不需特殊
处理，最好让其自然吸收。如水泡
已破，可涂吉尔碘等。如水泡较大，
应到医院处理。

贴敷期间忌食生冷、辛辣、油
腻，忌食海鲜，避免电扇直吹或在温
度过低的空调房间久待。忌过量运
动，以免出汗过多导致气阴两虚。

穴位贴敷所用药物具有一定的
刺激性，贴药后，部分患者局部可能
出现麻木、温、热、痒、针刺样疼痛等
感觉。有的患者局部还可能出现色
素沉着及水泡等，均属于药物吸收
的正常反应，请患者及家长斟酌是
否参与贴敷。（下转B2版）

冬病夏治的适应证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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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医院介入放射科主任朱培欣

微创精确 疏堵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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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市产前诊断中心

揭牌仪式在市妇幼保健院举行

加强产前筛查诊断
预防出生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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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计生科研所不孕不育

诊治中心专家释疑：

是什么动了你的“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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