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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随着气温趋稳持续走

低。街头巷尾，行人纷纷穿上了厚

厚的冬装。怕冷的老人更是围巾帽

子一应俱全，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风。在这寒冷的冬天，县中

医院开展“冬病冬治”，“冬令进补”

给市民带来温暖。

俗话说“冬季膏方巧进补，

来年开春能打虎”。近年来，随

着人们中医保健养生意识的不

断增强，滋补膏方越来越受到欢

迎。

“喂，您好。淳安中医院医

务科，有什么事情可以帮您？”。

“我是你们医院的老病人，姓姜，

请问你们医院今年膏方门诊什

么时候开诊？我已经有40多年

的慢性气管炎，最近3年来，每年

都接受你们的冬病夏治贴敷外

治、冬令进补膏方内服，现在体

质好了不少，气管炎也很少发。”

入冬以来，县中医院医务科每天

都会接到很多类似关于冬令进

补膏方的咨询电话。

据悉，今年县中医院冬令进

补门诊时间为11月7日至2019

年1月31日。为能提供给市民

提供更加优质的膏方门诊特殊

服务，县中医院特聘请一批省市

级中医专家，祝光礼、朱彩凤、何

迎春、丁纪元、姚庆华、王新昌

等。

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即人体的正气强,免疫力

提高,人就不易得病。膏方对于

年老体弱、久病体虚、慢性病痛

及亚健康状态者，对患有慢性支

气管炎、哮喘、心脑血管病、肾

病、风湿性关节炎等的患者，都

有很好的治疗和控制复发的作

用。据了解，膏方不仅内科病患

者可以服用，妇科、儿科、伤外科

病患者也可以服用。只需要根

据各人症状、体质、年龄、既往病

史等因素的不同，判断其阴虚、

阳虚、气虚、血虚的偏向，辩证应

用膏方进补，则既能治病，又能

防病。此外，膏方与汤剂相比，

服用方便，每天一汤匙服下，或

开水冲饮，减少了汤剂每天煎煮

的麻烦。同时膏方含适量糖份，

口感较好，老少皆宜，没有汤剂

味苦难服之忧。

在此提醒市民，冬令进补必

须科学对待，有需要的市民应当

按照医生的诊断进行进补，不要

自己盲目进补，否则有可能对身

体造成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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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部分市民而言，不知如何

保存膏方。据了解，盛膏方的容

器一定要清洁干燥，不能留有水

分。不要将一料膏方全放在一

个容器中，近期服用的部分应该

另外分装，暂时不吃的部分要密

封，并放在阴凉通风处。最好放

在冰箱里冷藏。用匙取膏方时，

先要将匙洗干净、干燥。取膏方

的匙没有洗干净，或匙上有水

分，水分渗入膏中，或者边吃边

取，细菌会带入，膏方很容易发

生霉变。

如果膏方存放时间较久，膏

方的表层出现小霉点，而除了表

层外，其余部分还是可取的。这

时，可以将小霉点的部分除去，

剩下来的部分重新入锅煎熬，同

时准备好干净的容器，装入熬透

后的膏液，或隔水蒸透，冷却后

加盖保存。

特别需要注意，若市民在服

药期间遇伤风感冒、发热、咳嗽

痰多、痰黄、气急、胸闷、伤食、腹

胀、腹泻等情况，需暂停服用，等

上述急性疾病治愈后再服。服

药期间，忌萝卜、红茶、绿茶、咖

啡、可乐、生冷滑腻、辛辣刺激性

食物，鱼蟹、大蒜、葱等。如有不

适及时就诊。

作为全国中医工作先进县

的龙头单位，县中医院开展中医

特色疗法“冬病冬治”——穴位

贴敷、“冬令进补”——膏方已经

连续十三年，疗效显著，深受广

大市民好评。市民可拨打电话

64818886咨询，也可前往县中

医院门诊一楼导医台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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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方服用时间

1．滋腻补益药宜
空腹服，胃肠道疾病药
宜在饭前一小时左右
服

2．心肺等疾病的
药物十般在饭后半小
时服，养心安神的膏方
宜睡前服

3．服用膏方的剂
量：根据病情或身体情
况 及 药 物 的 性 质 决
定。一般刚开始时每
日一次，每次一匙，一
周后如无明显胃肠道
不适，改为每日两次，
每次一匙。

小贴士

“冬病冬治”作为“冬病夏治”的一种延

伸，是依据中医“天人相应”理论，顺应四时气

候特点的一种常用的“内病外治”疗法。冬至

前后天气寒冷，人体阳气内敛，气血运行缓

慢。此时采用具有辛散温通的药物进行穴位

贴敷，可疏经散寒、温肺逐痰、健脾补肾、调节

脏腑功能，提高身体的抵抗能力，从而减少以

后发病的概率，以达到治疗疾病，防治疾病的

目的。

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穴位贴敷

治疗呢？据了解，贴敷适用人群范围广，特别

适用于一些慢性的呼吸道疾病，慢性咳嗽、慢

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哮喘、过敏性鼻

炎、慢性咽喉炎等患者。此外体虚易感冒、反

复呼吸道感染者等，虚寒性的脾胃病、风湿

病、部分虚寒妇科病、冻疮等患者都可贴敷。

而发烧的患者、慢病急发期患者、孕妇、对贴

敷药物过敏等人群，则不适合贴敷。

据悉，作为“冬病夏治”的加强版，“冬病

冬治”贴敷以7天为一个周期，一般四个为一

组，12月22日开始第一帖，12月29日第二

贴，1月5日第三贴，1月12日为最后一贴。

在贴敷的时也要注意对时间的掌握，夏天成

人贴敷时间一般为4—6个小时，小孩为2—

4个小时，冬天贴敷时间相比夏天长2小时。

但具体时间因人而异，若皮肤在贴敷过程中

出现灼痛感则需尽早摘除。3岁以内的幼儿

不能贴敷。并且在贴敷期间市民忌食生冷，

海鲜、辛辣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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