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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寒热虚实 养好脏腑经络

中医是如何祛瘀的
服逍遥散通畅血脉 针灸拔罐理气化瘀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副主任医师 钟 峰

生活中，人们常常谈及“瘀”的

概念，比如瘀血、祛瘀、化瘀

等。“瘀”到底指什么？是一般人

理解的瘀血，还是别有他意？祛

瘀和化瘀又有何不同？这里跟大

家好好聊一聊。

先确定什么是“瘀”？中医概

念里，“瘀”并不仅仅是指瘀血这

种病理产物，也代指常见的一类

致病因素和病理状态，许多疾病的出

现与其密切相关。中医学中“瘀”有两

层意思：一为“瘀邪”，指包括瘀血在内

的气、血、津、液、痰、湿、火、热等内外

邪毒；二为“瘀滞”，即病邪留滞体内，

运行不畅，导致身体产生的种种不适。

“瘀”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

害？首先，它会影响体内血液运行，导

致血液瘀积，产生病痛，如瘀血滞于

心，可致胸痹心痛；瘀血滞于肺，可致

气促咯血；瘀血滞于胃肠，可致恶心呕

吐，甚至便血；瘀血滞于脑，可致头晕

头痛；至于瘀血长期阻塞血管，可能血

管破裂，血流脉外，造成新的瘀阻等。

其次，“瘀”会影响体内水液输布，使得

体内该排出的废物无法排出，该输送

的营养物质无法输送，最终导致体内

废物蓄积，新陈代谢无法维系，从而产

生一系列疾病。再次，“瘀”还会影响

体内气机运行，气机运行不畅，引起体

内经络脏腑之气阻滞，如阻滞于脾致

食欲下降，腹胀腹痛；阻滞于肝致胁肋

胀痛，暴躁易怒；阻滞于肺致咳嗽痰

多、喘咳不宁；阻滞于经络致所过部位

疼痛或活动障碍。最后，“瘀”的多样

性会引起疾病的发生、发展变化不好

把握，病症繁多，病程缠绵，病

情变复杂，难以治疗。

如何辨别体内有“瘀”？

中医认为，体内有“瘀”的人通

常会出现以下表现：1.疼痛。这种疼痛

可能局限于某一个部位，也可能出现

在全身各处。2.肿块。肿块可在体表，

亦可在体内，可单一，也可能是多发。

3.出血。常见于皮肤瘀斑、瘀点，女性

可见月经量增多、可见血块。4.情绪

异常。常见于抑郁、愤怒、癫狂等情

绪。5.紫绀。口唇、爪甲呈现出青紫、

暗淡等瘀血或者缺血的表现。6.肌肤

甲错（肌若鱼鳞）、毛发不荣。皮肤干

燥瘙痒，头发干枯失去光泽等。

体内有“瘀”如何解决？根据“瘀”

产生的特征和表现不同，通常采用“祛

瘀”和“化瘀”两种办法：“祛

瘀”主要是用活血祛瘀药将

瘀邪逐出体内、通畅血脉的

方法；“化瘀”主要是将瘀邪

消散化解，如理气化瘀、健脾化瘀、通

络化瘀等。中药汤剂往往是医家首

选，医生会根据患者证型不同提供相

应的中药处方加减，如逍遥散、桃核承

气汤、补阳还五汤、温经汤等。除

了中药口服，针灸、拔罐、按摩、刮

痧等中医外治手法亦为常用，主

要选择的穴位有足三里、三阴交、

血海、膈俞、合谷等。日常生活

中，通过进食一些针对性的食物，

也可以起到“助化”的作用，比如

黑木耳、洋葱、冬瓜、萝卜、海带、

山楂、菠萝、葡萄、橘子等。中医

认为，少量适度饮酒，有利于排出体内

“瘀”邪。当然，运动也是必不可少的，

平时可以慢跑、打太极、骑自行车、游

泳、跳舞等。

祛“瘀”是一条漫漫长路，除了治

疗，更重要的是预防，日常生活中养成

良好生活习惯，维持合理饮食结构，保

持心情愉悦舒畅，让身体祛“瘀”存新。

推荐两个简单的化瘀茶饮方：

玫瑰花茶。取 5~6 朵玫瑰花，放入

开水中冲泡，2~3 分钟后水温稍凉就可

饮用，注意冲泡次数不要超过 3次。

山楂益母草红糖茶。取山楂 30克、

红糖 20 克、益母草 20 克，将山楂、益母

草放入砂锅内，加清水适量，煮取汁液，

加入红糖，锅内再煮至红糖完全溶解即

可。▲

5月5日至 5月 20日是立夏节气。元

朝《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夏，

假也，物至此时皆假大也。”这里的“假”

是“大”的意思，指春天的植物到这时已

经长大了，此时的气候特点表现为温度

明显升高、雷雨增多、农作物生长旺盛。

立夏开始是一年中阳气最盛的时间

段。根据《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的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理论，具体养生方

法如下：“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

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

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

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

应，养长之道也。”夏季的三个月，

谓之“蕃秀”，是万物繁茂秀美的时令。

天地之气相交，植物长势旺盛，人们的作

息应该是晚睡早起，不要对天长炎热感

到厌倦，尽量情绪平和不急不躁，使气色

焕发光彩，体内的阳气得到自然宣散，这

样才能养生。

随着气温升高，人们难免会出现心浮

气躁的情况，表现为心情烦躁、容易上

火，再加上常食冷饮等寒凉之品而影响

食欲，导致食欲下降、容易疲倦、大便溏

泻等脾胃气虚的症状，就需要选用党参、

黄芪、白术、甘草等药物以健脾和胃。如

果有肢体困重、口干欲饮、口中黏腻、大

便黏滞不爽等脾胃湿热的症状，可采取

健脾祛湿方法，主要用药有荷叶、

藿香、薏米、茯苓、芡实等。所以，

立夏后，饮食方面宜清淡，应以易

消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为主，大

鱼大肉和油腻辛辣食物少吃，避

免贪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

“每日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虚，谷气

便作，所补不细，又极柔腻，与肠胃相得，

最为饮食之良。”给大家推荐莲子粳米

粥、山药粳米粥以平稳度夏。▲

立夏后要防肠胃不适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主任医师 王 彤

桑叶为桑科植物桑的干燥叶，《本草纲

目》载：“桑叶乃手足阳明经之药，

汁煎代茗能止消渴。”《中药大辞典》中记

载桑叶有抗糖尿病作用。说到桑叶的作

用，就不得不提“桑叶饮”。

“桑叶饮”由桑叶、苦瓜、葛根、山药

组成，将这 4味药按照 4∶6∶3∶3比例煎汤

服用，具有清热生津、补肾健脾的功效，

临床常用于治疗糖尿病。

中医认为，多数糖尿病患者是湿

热瘀毒并重、阴虚症状不显，故临床

应辨证侧重：偏于湿热者要清热化

湿，方用桑叶饮配合藿香正气散加

减；热毒甚者要清热解毒，佐以凉血活

血，方用桑叶饮配合五味消毒饮加减；慢

性糖尿病者缠绵不愈，所谓“久病入络、

久虚入络”，治疗应以

活血化瘀佐以清热解

毒为原则，方用桑叶饮

配合桃核承气汤或活

络效灵丹加减。▲

“两痒三黑”，从养肝入手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主任医师 王 奕

有些人会出现皮肤瘙痒、眼睛

发痒、嘴唇发黑、皮肤变黑、

眼圈发黑的情况，周围一些“有经

验”的长辈往往会提醒你：“可能

是肝出问题了，赶快去看医生”。

这样的判断到底对不对？

《黄帝内经·素问》中说：“肝

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肝主藏

血，除调节全身气血运行，还管血

液分配。如果气血运行不畅，不

能濡养肌肤，则会出现皮肤瘙痒、

肤色变黑的情况。临床中，慢性

病毒性肝炎、肝硬化、酒精性肝病

等患者经常出现皮肤瘙痒、肌肤

甲错黯黑的症状。《黄帝内经》曰

“肝开窍于目”“肝受血而能视”，

足厥阴之脉连目系。可见眼睛与

肝脏确实关系密切，肝血充足，双

目有神，视物清晰；肝血不

足，则目失所养，导致两目干

涩发痒，眼圈发黑，视物昏花

不清。

根据传统中医理论，肝

经上循咽喉，肝血不足，会出

现嘴唇发黑现象。慢性乙肝和肝

硬化患者由于肝功能衰退，肝脏

分解能力下降，导致黑色素增多，

除了嘴唇发黑，同时还会伴随面

容灰暗、干枯，脸色暗沉等症状，

统称为肝病面容，是症情加重的

表现。除此之外，不良饮食习惯

引起的消化系统功能紊乱；冠心

病、贫血等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

血液循环不畅；慢性肾炎、尿毒症

患者等也大都会有嘴唇发黑的情

况出现。

“两痒三黑”不一定都是肝病

引起，但出现这些症状时，还是应

该高度重视。除了及时就医，做

肝功能、肝炎病毒指标、上腹部 B
超等检测外，平时注重养肝护肝

也十分重要，可以从情志、睡眠、

饮食、劳作四个方面入手。

肝主疏泄气机情志，怒则伤

肝，而肝气郁结，人就容易郁闷，

所以平时要注意保持情绪的稳

定，遇事不要太过激动。

《黄帝内经》有云:“卧则血归

于肝。”当人睡着时，体内的血就

会归到肝里去了。养肝要多注意

休息，不要熬夜。中医认为，亥时

(晚上 9点到 11点)应该入睡，

到子时、丑时就应进入深度

睡眠，因为丑时(凌晨 1点到 3
点)走的就是肝经了。

平时饮食一定要清淡，

尽量少吃或不吃生姜、辣椒

等辛辣、刺激性食物。不偏食的

同时，多吃新鲜蔬果，不暴饮暴食

或进食时间不规律，尽量不饮或

少饮酒，减少对肝脏的损害。

《黄帝内经》亦云“肝为罢极

之本”，肝气足才能耐受疲劳，肝

气不足容易疲劳得病。不要经常

疲劳工作或运动，劳逸结合才能

强身健体。▲

桑叶饮控血糖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内分泌科主治医师 田望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