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鱼大肉、推杯换盏、以车代步……

很多人在享受这种现代生活方式的同时，

不仅身体越来越肥胖，肝脏也随之“增

厚”。安徽省中医院主任医师施卫兵提

醒，为了肝脏健康，不仅要控制食欲，还要

通过运动给它“减减肥”。

较好的运动方式是低强度、长时间的

有氧运动，如大步快走、慢跑、骑自行车、

跳绳、游泳等。其中步行是老年脂肪肝患

者最好的运动方式。游泳时身体消耗的

能量最大，有利于消除身体过多的赘肉，

比较适合中青年人。对于生活高节奏难

以抽出完整的时间来锻炼的上班族而言，

建议把握身边每一次锻炼的机会，比如上

楼时不挤电梯爬楼梯、少坐车多走路。

此外，运动的时间最好安排在下午

或晚饭后。研究发现，人体温度的变化

与锻炼的效果密切相关。一天中，人的

体温到了下午会升到最高，此时锻炼的

效果相对会好一些。而在晚饭过后一段

时间，与脂肪新陈代谢相关的皮质甾醇

和与肌肉修复相关的促甲状腺激素在血

液中含量急剧上升，此时运动也是非常

适宜的。 陈小飞 记者 李皖婷

夏天到了，肝脏也需“减减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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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指导专家 刘广霞

安徽省针灸医院针灸科主任，特种

针法研究室主任。从事针灸临床专业

30余年，参与制定灸法及穴位贴敷的国

家标准规范制定，从事冬病夏治穴位敷

贴的治疗20余年。

缓解“狐臭”，要勤洗澡勤换衣
入夏，天气闷热，一些人因汗液分泌

过多,身体易发出阵阵异味，患上令人尴

尬的“狐臭”。在暑假期间，以青少年为

主的爱美人士纷纷前来合肥市第一人民

医院整形美容分院咨询治疗。

据该院整形科医生介绍，缓解腋臭

症状的方法主要是勤洗澡、勤换衣，可

用中性皂如舒服佳清洗大汗腺较集中

的地方，养成早晚沐浴的习惯。局部搽

冰片、滑石粉、西施兰露，减少汗腺分

泌。局部可用75%酒精或0.5%安多脂

（PVP -I消毒剂）杀灭细菌。

专家还建议市民，尽量选择待在有

冷气的地方，减少出汗，保持腋下干爽，

或是使用香水、体香剂等来吸附造成狐

臭的分泌物遮盖臭味。但是如果想根

治，须采取小切口微创根治术来进行，

伤口小，术后复原快，可解决恼人的狐

臭，让汗腺发达的人们，夏天不再尴尬、

困扰。 苏洁 记者 李皖婷

一周病情播报

“冬病夏治”从“伏”开“贴”

下期预告

刷牙很认真，还需要洗牙吗？
牙齿松动是怎么回事,可以固定

吗？牙周病怎样预防？刷牙很认真，还

需不需要洗牙？下周二（7 月 15 日）上午

9：30 至 10：30 ，本 报 健 康 热 线

0551-62623752，将邀请合肥市口腔医

院西区牙周黏膜科主任、副主任医师郭

凤芹与读者交流。

郭凤芹长期从事牙周各种疑难病、牙

周-牙髓联合病变及口腔黏膜病的诊治，

擅长各种牙周疾病的治疗方案设计与治

疗、冷光美白和松牙固定术等。

张婷婷 记者 李皖婷

汪珺 记者 李皖婷/文 倪路/图

今年,安徽省针灸医院的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疗法将于7月18日开始。“冬病夏治”究竟适应
防治哪些疾病，适合哪些人群，疗效如何？何时开贴？有何注意事项？7月8日上午9：:30至
10:30，本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了安徽省针灸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刘广霞接受
广大读者电话咨询。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旨在未病先防

读者：我受“慢性支气管炎”困扰多年，

每次都要吊水、吃药，十几天才能好转。我

这是“冬病”吗？可以做“穴位敷贴”吗？我

夏天基本不犯，为什么在夏天治呢？

刘广霞：夏季“三伏”是一年中阳气最

旺盛的时间，此时气血循环旺盛、皮肤松

弛、毛孔张开，药物易于吸收，是恢复人体

阳气的最佳时机。此时运用补虚助阳和

温经散寒的药物进行穴位敷贴治疗，通过

药物对穴位的刺激最大限度地以阳克寒，

驱散病人体内的阴寒之气，将冬病之夙根

消灭在蛰伏状态，彻底治愈慢性虚寒性疾

病或抑制其复发。

儿童治疗，宜早不宜迟

读者：我的孙子现在2岁半，从一岁以后

几乎每个月感冒一次，严重的时候还哮喘。

请问这种情况能做“穴位敷贴”治疗吗？

刘广霞：儿童的一些慢性疾病，如支

气管哮喘、过敏性鼻炎、反复呼吸道感染，

以及反复发作的感冒、支气管炎，肺炎、慢

性咽炎，慢性扁桃体炎等疾病，在缓解期

均可以采用。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疗法，能

达到预防疾病复发或减轻症状的目的。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治疗时间越早越好，

因为年龄越小，其免疫功能、发育越不完

善，越容易得到纠正。抓住三伏天贴药的

有利时机，药力更容易渗透到体内。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从“伏”开“贴”

读者：现在全国多家医院都在做“冬

病夏治”的宣传，网上也在热传，去年有的

医院从“夏至”就开始敷贴了，请问“夏治”

的时间有严格的限制吗？是不是只在“伏

天”贴药管用呢？今年具体的敷贴时间是

什么？

刘广霞：我院一直在每年三伏的第1

天开展“穴位敷贴”，但有部分患者因故没

有在这三天进行治疗，也可在伏天内预约

接受治疗。

今年“冬病夏治”穴位敷贴的具体时

间如下：头伏7月18日；中伏：7月28日；

末伏：8月7日。从7月18日至8月16日

均可进行治疗，但最好是三伏的第一天。

同时敷贴疗法是预防治疗，故应连续治疗

三年效果最佳。

“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有禁忌

读者：我10年前患支气管哮喘，每年

有一半时间都在病中度过。3年前开始接

受“冬病夏治”穴位敷贴治疗，现在犯病次

数明显比以前少，犯病症状也比以前轻松

很多。我的老伴从去年冬天患上慢性咳

嗽，他有糖尿病，能不能贴药呢？

刘广霞：“冬病夏治”穴位敷贴主要适

用于“冬病”，但不是包治百病。敷贴疗法

属于“发泡灸”，敷贴后部分患者局部皮肤

会有灸泡，特别提醒的是，活动性肺结核

咳血患者、孕妇，疮、疖、痈等皮肤破损者

以及严重心肺功能不全患者不宜进行敷

贴治疗，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佳者、瘢

痕体质者、皮肤过敏者要先咨询医生，不

可自行决定。

穴位敷贴后，请您留心

读者：贴药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能

洗澡、游泳吗，有哪些要忌口的？

刘广霞：在使用本法前了解病人皮

肤敏感程度，在敷药后密切观察皮肤情

况，凡接受敷贴疗法的患者，贴药时避

免挤压，贴药后局部皮肤出现灼热感、

发红等均属正常现象。如有不适反应，

请及时到医院就诊或电话咨询医生。如

局部起水泡，勿自行处理，请来我科就

诊。贴药的部位当天不可用肥皂等刺激

性物品擦洗。

敷贴当天可用温水充浴，治疗期间不

宜游泳，不宜进行剧烈运动，避免受凉。

饮食禁忌：敷贴药物三天内禁食辣椒、花

椒等辛辣刺激之物；冰棒、冷饮、冰箱里的

水果等生冷寒凉之物；牛羊肉、鸡鸭、海

鲜、鱼虾蟹等中医称之为发物的食物。

这几天，合肥的张先生别提多难受

了，到哪儿都得笔直地站着。原来，因为

太贪凉吹了一夜空调，脖子“僵”了。

“这是夏季典型的贪凉表现。”省中医

院推拿二科吕子萌主任说，夏天很多人特

别贪凉，往往会过度使用空调、电扇。如

果长时间吹冷风，易导致局部血液循环障

碍，诱发颈、肩、背、腰等部位功能受限，出

现疼痛、活动范围减小等症状。

专家介绍，每个人的（症状）表现不

同，治疗方法也不同，像张先生这样的是

比较严重的症状，需要及时就医。如果

感觉颈肩背腰等部位出现酸胀等不适

时，或长时间在空调环境下工作，可以多

做做操，帮助康复。

“转动肩膀是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专家介绍，做这个运动时，双肩先同时向

前转动，再向后转动，每次10~15秒，重

复做5~10次，可以增加血液循环并且缓

解颈肩紧张。 记者 李皖婷

夏天过度贪凉，小心患上空调病

夏季是咽炎的高发季节。得了咽炎、

咽喉肿痛、咽干、咽痒、声音嘶哑、“吭咳”

不断。小偏方给咽炎患者带来了福音；取

玄参12g、百部（制）9g、麦冬15g、款冬花

（制）9g、木蝴蝶3g、地黄9g用1000克水

煮开后，再用温火熬制45分钟，过滤后的

药汤中加入蜂蜜，每天分两次服用，连服

30天即可。此方对急、慢性咽炎都有特

效，一般复发性咽炎患者服用数天即可好

转。咽毒开始清除，口干、咽干、灼热、发

痒、声音嘶哑、干咳、恶心、多痰、吭咳不

停、息肉、声带小结等症状减轻，咽部异物

感基本消失。

目前这一治疗咽炎的小偏方，由医

学世家冯武臣教授经多年精心研制加入

人参果、生地、胖大海等多味中药制成

片，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检验

批准为：国药准字号Z2OOO3325甲类

OTC产品，命名为“乾坤咽炎片”。咨询

电话：0551-62817505（市内免费送货）

地址：益民诊所（大钟楼与环城路交口向

西100米）

偏方巧治咽炎

来自合肥的陶女士因患难治性癫痫，

身体反复抽搐发作20余年，最多一天超

过10次，服用各种抗癫痫药物均无效。

日前，省立医院神经外科通过迷走神经刺

激术对其进行治疗，基本控制癫痫发作，

取得良好疗效。据悉，这种手术治疗方法

在我省为首次开展。

据该院神经外科主任牛朝诗介绍，

我国约有 1000 多万癫痫患者，其中

30%为药物难治性癫痫；对于药物难治

性癫痫病人可以通过外科手术控制或

减少癫痫发作。迷走神经刺激术作为

一种全新的难治性癫痫手术方法，无需

开颅手术，操作简便、损伤小，特别适合

不能开颅、不愿意接受开颅手术的患者

或者作为药物治疗、开颅手术后疗效欠

佳患者的补充治疗方法。这种手术治

疗方法在我省为首次开展，国内仅少数

大医院才能开展。

孙承伟 记者 李皖婷

省立医院采用新方法治疗难治性癫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