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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曾遇到一位病人!在例行体检时发现其一侧肺部

呈现胸腔积液!经有关辅助检查确认为结核性胸膜

炎!因胸水生长速度慢!健侧肺呼吸功能代偿性增

强!故无气促等症状" 如仅用四诊则很难发现并确

定其肺部病变" 因此借助西医诊断方法!刻克服四

诊的局限性!及时准确地发现病变" 其次可认识疾

病的本质!指导治疗" 中医治病采用直接观察法!在

宏观上对疾病进行分析概括!对内部的微观征象则

无法认识和把握!造成对疾病的认识停留于宏观及

哲学推理之上!难以把握疾病本质" 如中医认为

#咳嗽$证有多种病因!至于这些病因造成肺脏什么

损伤侧无法认清" 西医则认为咳嗽可由呼吸系统的

炎症及占位性病变引起" 病因不同!治疗转归及预

后截然不同" 因此中西医结合认识疾病有助于区别

病因%病机!抓住疾病本质进行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方法

以经常把中西医结合治疗理解为联合使用中药

和西药或西医辨病中医辨证!这种观点失于狭隘"

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的概念应是&将西医%中医及中

西医院联合治疗列为防治疾病的三大办法!在中西

医结合诊断的前提下!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疾病的本

质加以选择" 方法为&'#(明确诊断&在细致入微的

临床观察基础上!运用先进诊断技术从更深层次上

认识疾病!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应疗法" 如#积证$确

证为占位性病变!应首选手术治疗)乙型肝炎则可首

选中药治疗" 多数疾病还可采用中西医联合疗法!

起到减毒增效作用" '"(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 中

医认为表现为不同证候的同一种疾病!疗法是不同

的'同病异治()而病机相同的不同疾病!则可采用

相同的治疗方法'异病同治(" 如心绞痛!根据其本

虚标实的不同!治法就有 #$ 余种)而不论何种疾病!

只要有肾阴虚特征!均可采用滋肾养阴发治疗" 此

外!对同意疾病在不同阶段的特点!还需谨守病机!

知常达变" 如心绞痛病机为不通则痛!故治疗以通

为法" 早期以气滞为主!则以行气为通)后期气滞血

瘀!则以行气活血为通)久病致虚则以补为通无疑辨

证论治的优势在于立足于#证$!其缺陷也正因为立

足于#证$!而相对忽视了#病$" #同病异治$着眼

于疾病的特殊矛盾!却忽视了一般矛盾!如结核病本

质为感染结核杆菌!若不加抗结核治疗!单纯辨证治

疗则难以根治" 因此将中西医理论和技术结合起来

判断病情!可发挥辨证论治的优势!并可克服由于诊

断手段的差距所带来的对疾病认识的局限性" '%(

恪守辨证论治原则" 近年来出现了针对西医的病进

行专方专药治疗的现象" 究其原因!其指导论治的

不是中医理论!而是中药及其复方的现在药理和药

效学研究成果" 离开中医理论去使用中药!中药也

就不成为中药了" 在运用现代药理研究成果时也不

应离开中医理论的指导" 如黄芩%桑叶%麦冬%花粉

都有抗菌消炎作用!可用于慢性支气管炎的治疗!如

辨证为痰热壅肺!可选黄芩及桑叶!如为阴虚痰盛则

应选麦冬与花粉" 这样就可克服西医应用中药时重

药理轻药性的弊端"

%!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的前景及努力方向

中医学是一门处于不断发展中的学科!现在中

医在继承的同时!有责任使其完善和发展" 中西医

互相渗透无疑为中医发展提供了契机" 中西医结合

诊治疾病模式的提出对发展中医理论具有重要意

义" 在诊断和治疗疾病时!中西医结合可从宏观到

微观!全面深刻地认识疾病本质!完善中医学病因及

病机理论!并为临床及时准确有效地提供丰富的选

择余地" 因此!中西医结合诊治疾病是一种值得研

究!完善并加以推广的临床思维模式"

体疗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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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由于腰椎间盘发生退变与外

力损伤等因素!使纤维环部分破裂!髓核从纤维环缺

损处向外膨出压迫脊神经根!引起腰伴下肢放射性

疼痛!影响病人参加体力劳动和日常工作!本病是慢

性疾病!患者常年感觉生活在痛苦之中" 其生活质

量就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体疗即运动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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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一项重要辅助性治疗措施!强

壮腰背肌有助于腰椎的稳定!减轻患者症状!促使患

者康复和防止复发"

#!体疗在改善腰突症患者生活质量中的作用

生活质量是一个人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的

机能能力和主观感觉!包括生物医学和社会心理内

容的综合概念" 生活质量是一个主观的%多维的%动

态的概念!涉及范围包括&躯体健康%情绪或心理健

康%社会支持状况等"

体疗即运动疗法!是病人通过体育运动的锻炼!

增强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健康的方法!是提高许多慢

性疾病患者生活质量的主要干预方式之一!不仅能

有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而且能降低各种慢性疾

病的复发率"

#*#!对躯体健康方面的益处

#*#*#!提高肌肉强度!增强腰椎稳定!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常存在腰背肌和腹肌的减弱!影响了腰椎

的稳定性!是本病迁延难愈的原因" 运动是关键!可

增强腰背肌形成强壮的肌肉腰围!增强脊柱相关肌

肉%韧带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延缓腰背组织和软组织

退变!只有腹肌与腰背肌保持适当平衡!才能维持良

好的姿势及保持腰椎的稳定" #$# 例腰椎间盘突出

症患者!早期开始体疗!长期坚持!效果良好!治愈率

高!复发率低"

#*#*"!提高日常生活能力!体疗有助于提高患者

的日常生活能力" 由于运动!锻炼了脊柱两侧的肌

肉韧带!松解了粘连的组织!促进血液循环!肌肉强

壮了!关节灵活了!整个人轻松了!日常生活能力包

括走%站%立等显著提高" 此外定期运动能使人产生

轻度疲劳感!加快入睡!促进深度睡眠!改善睡眠质

量"

#*#*%!对心理健康和情绪方面的益处!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在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会经历各种

心理障碍和频繁的情绪改变!主要表现抑郁%忧虑%

焦虑%急燥易怒等!这些不良情绪反过来又可进一步

削弱人体脏腑功能!有碍人体恢复" 参加相应的体

育运动!一来可以移情易性!减少不良情绪的刺激!

二来可以条达气机%舒肝愉心!同时当患者看到自己

参加体育锻炼并能从中获益时!常可增强康复信心!

坚定与疾病作斗争的信念"

#*#*)!在社会支持方面的作用!因本病疼痛持续

性!活动功能长期受限!影响生活%工作" 造成自尊

心受挫!认为自我价值降低" 因而回避社会交往!不

愿意或不能正确利用社会提供的经济与物质%精神

与情感方面的支持!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而运动

尤其是群体运动能有效改善患者的社会支持状况"

在运动中病友之间的相互鼓励和倾诉!能使患者感

受到来自家庭%朋友以外的社会支持!从而减少社会

孤立感!增加战胜疾病的信心"

"!体疗处方对腰突症患活生活质量的重要性

运动疗法中!有的病人收效明显!有的得益不

多!有的由于过量蛮干反而导致病情加重!以体育运

动用来治疗疾病是有其规律和特点的!运动方法%锻

炼强度的不同有所刚重!各人的爱好兴趣选择项目

也不同"

"*#!运动的主动性

主动锻炼属于自我身心锻炼!需要充分发挥个

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外因只有通

过内因起作用" 能否获得成功与个人的主动性%意

志和毅力有很大关系"

"*"!运动的方法

患者的运动项目不宜多!一般只选 # +" 项动作

必须认真%思想要集中!坚持不懈" 早期可做&仰卧

起坐%五点支撑法%抱膝触胸%俯卧撑" 后期可做&直

腿抬高%旋腰蹬跟%左右侧屈"

"*%!运动的度

掌握运动量!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并非

一朝一夕就见成效!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重在坚持"

体疗中发现病人食欲差%失眠%体重明显下降!脉率

超过原来的 %$,!那就是锻炼过度了!应减量"

%!小结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功能锻炼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医护人员应重视本病患者运动方面的健康知

识宣教!使其了解体疗对其生活质量的益处!鼓励他

们进行多种形式的运动!如进行自我监督形式的户

外步行%交谊舞%骑自行车等" 此外更提倡进行有组

织的体疗" 建议医院或社区建立康复小组!组织区

域内的患者在专业医护人员的指导和监督下!遵循

合理的%个体化的运动处方!进行定期的运动" 通过

这种群体运动不仅可以加强患者与社会的互动" 提

高自我效能%改善社会支持状态%促进良好生活方式

的建立!同时也可以保证患者参与运动时的安全性

以及加强其参与运动的长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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