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具有调节脏腑、舒筋活络、通利关节之功效。
《素问·缪刺论》载:“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拘挛

背急,引胁而痛,刺之从项始,数脊椎侠脊,疾按之

应手如痛,刺之傍三痏,立已。”本案取 L1 ~ L5 华佗

夹脊穴药物注射,通畅足太阳经气,通过经络的远

治作用改善左下肢的病理状态。 现代研究表明

L1 ~ L5 华佗夹脊穴可治疗盆腔内脏疾病和下肢疾

病[2] ,在 L1 ~ L5 华佗夹脊穴处穴位注射可刺激脊神

经根,通过神经传导,起到调节作用。 同时以甲钴

胺营养神经,可提升胫神经、腓总神经的传导速

度[3] 。 《灵枢·经筋》载:“足太阳之筋……其别者,
结于腨外,上腘中内廉,与腘中并,上结于臀,上挟

脊上项”,《素问·痹论》载:“痹在于筋则屈不伸”,
本案取针刀松解,一是通过针刀直接刺激经筋,调
畅太阳经筋之气,改善经气的输布,畅通病变部位

局部经气[4] ;二是基于针刀分层次松解的机制,浅
层(天)穿透浅筋膜,调节骶脊肌紧张度;中层(人)
穿透后关节囊后壁,调整脊柱韧带的张力;深层

(地)可以直达侧隐窝的下部,实施神经根触激术和

纤维隔松解术。 利用神经受激时的躲避作用分开

突出物和神经根的粘连;利用约束神经根的特定纤

维隔,在其附着点被铲拨松解后产生的松弛,扩大

被约束神经根的自由活动度,消除肢体痛麻酸胀等

异常症状,改善血液微循环,使罹病经筋趋于恢复

正常应力,重塑“健康”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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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针灸治疗慢性鼻窦炎

合并分泌性中耳炎验案 1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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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泌性中耳炎是以传导性耳聋、鼓室积液为特

征的中耳非化脓性炎症,以耳内闷胀感、耳鸣、听力

下降为主要临床表现,对患者的日常生活影响较

大。 其病理机制十分复杂,现今仍未明晰,有研究

表明,其发病主要与年龄、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

炎等因素相关[1] 。 慢性鼻窦炎为鼻窦及鼻腔的慢

性炎症性疾病,临床表现为鼻塞、流涕、嗅觉障碍,
甚则引起头痛,发病原因主要与所处环境、免疫、遗
传、细菌以及病毒等致病菌的慢性感染息息相

关[2] 。 慢性鼻窦炎日久不愈,可引起分泌性中耳

炎。 笔者(第一、二作者)有幸跟随邓凯文副主任医

师临床学习,现将邓师运用针刺治疗慢性鼻窦炎合

并分泌性中耳炎验案 1 则介绍如下。
患者,女,35 岁,2019 年 11 月 6 日初诊。 主诉:鼻塞、头

痛 2 个月余,左耳胀痛、耳鸣、听力下降 1 个月。 患者 2 个月

前感寒后出现鼻塞、流鼻涕、鼻干,伴左后枕部胀痛,自行休

息后症状未见明显缓解。 1 个月前感左耳闷堵,耳鸣,耳内

有嗡嗡感,随后出现左耳胀痛,呈持续性,且右耳有分泌物

流出。 于外院就诊,先后予以 2 次左耳鼓室积液鼓膜穿刺抽

吸术,患者听力较前恢复。 后予以抗生素及中药治疗,疗效

不佳,遂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求治。 刻下症见:
左耳耳鸣,耳内有嗡嗡感,伴耳内胀痛,右耳有分泌物流出,
鼻塞、流涕,鼻干,无口干口苦、发热恶寒、头晕头痛,舌淡

红、苔薄白,脉浮细,食纳欠佳,夜寐欠佳,二便可。 否认既

往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心脏病病史。 查体:鼓膜充血。 听

力检查:基本正常。 鼻内镜检查:慢性鼻窦炎(双)。 西医诊

断:分泌性中耳炎;慢性鼻窦炎。 中医诊断:耳胀耳闭(风邪

外袭证)。 针刺处方:听宫、听会、完骨、翳风、风池、四白、颧
髎、迎香、印堂、太冲。 操作手法:嘱患者取仰卧位,腧穴局

部常规消毒,选取合适规格的一次性毫针,迎香斜刺 0. 3 寸,
四白直刺 0. 3~ 0. 5 寸,颧髎直刺 0. 5 ~ 1 寸,听宫、听会直刺

1 寸,完骨、翳风、风池、太冲直刺 0. 5~ 1 寸,印堂朝鼻尖方向

平刺 0. 5~ 1 寸,其中颧髎、听宫、完骨、翳风施以温针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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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约 1
 

cm 的圆柱形艾条放置于针柄上,从下端将艾条点

燃,注意避免烫伤皮肤。 每天 1 次,每次 1 壮,留针 30
 

min,
10

 

d 为 1 个疗程。 首次治疗后,患者即觉耳鸣等症状缓解,
连续治疗 10

 

d 后,患者鼻塞、流涕、耳鸣、耳胀痛等症状较前

明显好转。 随访 1 个月,患者症状未复发。

按语:分泌性中耳炎属中医学“耳胀耳闭” 范

畴。 《温热经纬》载:“坎为耳……然肺经之结穴在

耳中,名曰茏葱,专主乎听。” “茏葱”相当于现代解

剖学中的鼓膜,当皮毛受邪或外邪犯肺时,除引起

肺经症状外,也可能循经犯耳,致耳鸣耳聋。 《诸病

源候论·耳病诸候》载:“风入于耳之脉,使经气痞

塞不宣,故为风聋。” 究本案患者发病原因,因感受

风寒,致肺失宣降,头部清阳不升,津液失布,清窍

失养,产生头痛、鼻塞、流涕等症状;同时风邪阻遏

头面部经气,引发耳聋、耳鸣等症。
耳为宗脉之所聚,手足少阳、足阳明、手太阳经

脉循行均经过耳中。 听宫为手足少阳经、手太阳经

之交会穴,乃治耳疾之要穴,其周围分布耳颞神经;
听会为足少阳经穴,其周围分布耳颞神经及耳大神

经;完骨位于乳突后方,为足少阳经与足太阳经之

交会穴,其周围布有耳大神经及枕小神经,此三穴

为“靳三针”中的“耳三针”,可治疗耳鸣、耳聋症状;
翳风位于耳垂后,为手足少阳经之交会穴,周围分

布耳大神经;风池为足少阳与阳维脉之交会穴,可
疏风通络,改善颈项部血液循环,以增加耳部供血;
颧髎为手太阳、手少阳之交会穴,可通利鼻部经气;
四白属足阳明经,其经脉循行经过鼻部,可疏通鼻

部经络;印堂位于鼻旁,属督脉穴,主治鼻部疾病;
迎香为手足阳明经之交会穴,位于鼻旁,能疏风散

邪、通利鼻窍;太冲属足厥阴经,为远部取穴,可通

调肝胆经之气机。 诸穴合用,共奏疏风通窍之功。
辅以温针灸,使艾灸的热力通过针身传入鼓室,增
强疏风散邪、温经通络之功。

针刺耳周腧穴可以刺激听觉神经,促进神经递

质的合成与释放,改善听神经末梢血液循环,促进

损伤的内耳细胞及听神经修复和增生[3] 。 研究表

明,艾灸一方面可以产生温热效应,激活耳内相应

感受器,以改善微循环、调节血管舒缩功能;另一方

面可以抑制炎性反应,从而消除鼓室炎症及水肿,
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4] 。

中耳与鼻咽部通过咽鼓管相连,慢性鼻窦炎多

由上呼吸道感染引起,主要表现为鼻黏膜的慢性炎

症,持续时间长,鼻黏膜水肿反复刺激咽鼓管咽口,
使咽口狭窄、阻塞,使咽鼓管功能障碍,中耳形成负

压,鼓室黏膜受负压作用形成水肿,进而产生渗液,
出现耳部闷胀、堵塞感,导致分泌性中耳炎[5] 。 西

医治疗时,常先采用鼓膜穿刺术抽取鼓室积液,再
使用抗生素、激素、黏膜血管收缩剂等药物减轻耳

部炎症,但长期使用该法易导致鼓膜穿孔、顽固性

中耳炎等并发症, 使听力进一步下降或完全丧

失[6] 。 研究表明,针刺可减少药物的使用、缩短治

疗周期,促进听力恢复。 针刺治疗慢性鼻窦炎及分

泌性中耳炎,效果肯定,值得临床进一步推广[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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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零食不是人人可吃(二)
　 　 阿胶枣有助于改善面色 白、心慌怕冷、神

疲倦怠、四肢乏力等症状,很受女性欢迎,适合体

虚、血虚者和产妇食用,但不适合糖尿病及肾脏

疾病患者。 另外,因其不易消化,建议每天进食

不要多于 10 颗。
桂圆可直接食用,也可煲汤、泡水代茶饮,滋

补效果明显。 适合心血虚、容易疲惫、体质虚弱

的人食用。 但体质燥热者不宜多吃,因桂圆易生

内热,容易引起口干、上火、大便干燥等症状。
(陈 旭 华 　 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179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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