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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胃口，吃饭不香，人们
会想到“脾虚”这个词；胃疼、
泛酸、打嗝，人们会想到“脾胃
不和”……脾胃是中医的重要
概念，脾胃到底是什么？怎样
做才是真正健脾？专家给出
了详细解答。

脾胃肩负四个职能
中医讲脾胃，西医也有脾

和胃，它们是不同的。西医的
脾、胃指具体的脏器。中医的
脾胃并不强调实体，更多是从
功能上看，肩负主运化、主统
血、主生发（读音fā）、主肌肉
四大职能，远远超出消化系统
范畴。

主运化。运化水谷精微，
即消化食物，吸收营养物质，
并输送到全身各处。这部分
任务其实包含了西医所说的
小肠功能，而且不限于一般的
营养物质，还包括水湿的运化。因此，脾胃
差会导致湿气停滞，表现为舌头胖大、全身
无力。

主统血。中医认为，全身血的运行由
脾控制，如果脾虚了，把控不住，就会引起
出血。

主生发。指促进人体生长发育。
主肌肉。脾胃能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全

身各处的肌肉中，让肌肉保持强健。如果
脾气虚弱，肌肉得不到滋养，会萎缩松弛，

人也会日渐消瘦。
脾和胃啥关系
脾为脏，胃为腑。脾主升，胃主降。脏

和腑通过经脉联系，相互配合，身体才能正
常运转。如果胃降的功能变差，导致胃气
阻滞，人会觉得胃胀、恶心。脾升有问题，
中气下陷，会导致胃下垂。

治疗脾胃不和强调“通”，指通胃腑。
特别是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由于脾虚导
致身体有湿，继而化热，表现为胃不舒服、

大便不成形、舌苔厚腻等，这
样的病人治疗上需要通胃腑、
调气血、去湿热。

脾胃有三怕
一怕饮食不节制。脾胃

不喜欢三类食物：虾蟹等发
物，烈酒、浓咖啡、麻辣烫、川
式火锅等刺激性食物，冰激
凌、冰镇水果等寒凉之物都应
少吃。有的人三餐不定时，饥
一顿饱一顿也伤脾胃。脾胃
喜好清淡、温暖的饮食，建议
合理搭配各种颜色的食物。
专家反对迷信某种“养生”食
物，他认为，单一或单调的饮
食才最背离养生宗旨。

二怕情绪失调。人在悲
伤、紧张、抑郁时容易吃不下
饭。张仲景说：“见肝之病，当
先实脾。”肝受情绪影响很大，
肝属木，脾属土，土壤好树木

才繁茂，所以脾和肝关系密切。人如果爱
生气，肝和脾都会受伤，若胃痛伴有易怒，
应健脾、疏肝同时进行。

三怕久坐不动。久坐不动影响气机运
行，导致气血瘀滞，继而影响脾胃，出现胃
部胀满、大便不成形等。建议适当运动，每
天走8000到1万步，以微微出汗为宜，不要
剧烈运动，以免
适得其反。

逍遥丸出自疏肝健脾的代表方、妇科调经的常
用方“逍遥散”，最早见于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沿用至今已近千年。虽是古方，现如今逍遥丸依然
是一种常用中成药，且应用范围更加广泛，涉及内
科、妇科、精神科、皮肤科、眼科及疑难杂病。

逍遥散方名中的“逍遥”二字，取自《庄子·逍遥
游》，北宋文人黄几复对“逍遥”二字的文理作了生动
而深入的阐释：“逍者消也，如阳动冰消，虽耗也不竭
其本；遥者摇也，如舟行水摇，虽动也不伤其内。”黄
几复借用“阳动冰消”“舟行水摇”的自然现象，阐释

“逍遥”顺其自然的意境。宋代医家将该方命名为
“逍遥散”，即是借用庄子“逍遥”顺其自然的意境，喻
指逍遥散可以使肝脏恢复正常生理特性，并使人从
抑郁中解脱、恢复逍遥自在。

将“逍遥”与医理巧妙联系起来的，还有清代医
家王子接。他在引用黄几复对“逍遥”的阐释后说：

“譬之于医，消散其气郁，摇动其血郁，皆无伤乎正气
也。”逍遥散即是通过疏肝解郁的方药，使瘀滞的肝
脏气血通畅，血虚的肝体贮满气血，从而恢复脏器正
常的生理特性和功能。

现代人多处于快节奏高压力的工作生活环境
中，一些人（特别是女性）因长期心愿不遂、心理压力
过大，会出现“肝郁血虚脾弱”，《红楼梦》中的林黛玉
就是生动的例子。书中王太医为林黛玉诊病，说林
黛玉“六脉皆弦，因平日郁结所致”，“理宜疏肝保
肺”，“姑拟黑逍遥以开其先”。文中提到的“黑逍
遥”，即逍遥散加地黄。

逍遥散的组方为柴胡、当归、白芍、炒白术、茯
苓、炙甘草、薄荷、生姜，其主治的“肝郁血虚脾弱”
症，主要表现为：胸部两侧疼痛、头痛目眩、口燥咽
干，或月经不调、乳房胀痛、经前腹痛。逍遥散加牡
丹皮、栀子即“加味逍遥散”或“丹栀逍遥散”，可治疗
肝郁血虚而有内热者，症状为潮热盗汗、烦躁易怒，
或头痛目涩，或脸颊红、口干，或月经不调、小腹胀
痛，或小便涩痛、舌红苔黄。逍遥散也常用于妇女更

年期综合征及抑郁症、肝胆疾
病等。

血脂异常是引发和加重老年
人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
素。但老年人因种种原因，常需服
用多种药物，或因不同程度的肝、
肾功能减退，导致药物代谢受到影
响，易发生不良反应。因此，合理
有效的调脂治疗对老年人来说尤
为重要。他汀类药物是干预血脂
异常的最主要药物，在老年人血脂
异常的治疗及冠心病的一级、二级
预防中作用良好，老年人群需根据
个体情况取舍。

老年患者如仅仅血脂偏高，无
心脑血管疾病及其他疾病的临床
证据和高危因素，可通过调整饮食
结构、合理运动、按时服药等方法，
将血脂控制在正常水平，然后在医
生的指导下减量并坚持定期复查，
如无血脂升高可不必再服药。但
冠心病患者即使胆固醇已控制在
正常水平，也需要长期服药。

老年患者使用他汀类药物应
从小剂量或中等剂量开始，后续根
据疗效调整剂量。多数老年患者
使用中小剂量的他汀类药物，血脂

即可达标；使
用 中 等 剂 量

他汀仍不能达标的老年人，可与依
折麦布联用。具有多种心血管疾
病危险因素的，尤其是中风后有颈
动脉斑块的老年人，可考虑使用他
汀药物进行二级预防。患有多种
慢性疾病需服用多种药物者，要根
据并存的其他疾病、合并用药等情
况把握药物剂量。如果合并用药
选择不当，会增加药物不良反应或
降低疗效。高龄患者大多有不同
程度的肝肾功能减退，调脂药物剂
量的选择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根据
患者情况推荐，并严密观察用药后
的反应，选择对肝、肾损伤较小的
药物。

服用他汀类药物后，血脂达标
也应坚持长期用药，定期检查，根
据血脂水平调整剂量或更换不同
的他汀类药物，如无特殊原因不应
停药。服药同时还应改善生活方
式，坚持低盐、低脂的均衡饮食，减
少胆固醇的摄入。即使是高龄老
人，戒烟也有利于血脂控制。提倡
适度锻炼，可选择自己喜欢的运动
方式坚持下去。专家最后提醒道，
血脂异常患者要听从专业医师的
指导，根据自身情况合理用药。

1型糖尿病患者会被告知需终身注射胰岛
素。一开始患者普遍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总会
询问可否不打针，用口服药来治疗。答案当然
是否定的，1型糖尿病患者必须注射胰岛素，不
能靠口服降糖药治疗。

要想了解 1 型糖尿病为何必须依赖胰岛
素，就要从人体血糖（血液里的葡萄糖）和胰岛
素的关系说起。人体主要的能量来源就是葡萄
糖，它可从食物中摄取，经血液运输，进入细胞
被加工转化为能量供人体利用，多余的部分会
被存储进肝脏或肌肉细胞中，待需要时再慢慢
输出利用。葡萄糖要想进入细胞内转化为能量
或存储起来，胰岛素就是向导和钥匙。如果没
有胰岛素，葡萄糖无法进入细胞，只能从尿中排
出。2 型糖尿病患者能自我生产胰岛素（产
品），只是可能质量差点，数量少点，所以通过改
善“产品”质量、促进生产数量就可起到治疗目
的，大部分口服降糖药物能够完成。1型糖尿
病患者的胰岛细胞由于免疫等因素遭到毁灭性
打击，生产胰岛素的“基地”没有了，无法自行生
产胰岛素，失去了改善质量、促进数量的基础。
目前的口服药物不能直接提供胰岛素，因此1
型糖尿病患者必须注射胰岛素。

但是这并不代表1型糖尿病患者就不用口
服降糖药。胰岛素注射是1型糖尿病的基础治
疗，口服药物可以作为辅助手段存在。人体自
身的胰岛素分泌量可随血糖变化，而注射胰岛
素剂量相对固定，没有自身调节功能，血糖容易
波动。为避免这种情况，有时医生会酌情给1
型糖尿病患者加用一些口服降糖药。但1型糖

尿病患者绝不能只口服降
糖药，如果停止注射胰岛
素，会有生命危险。

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登的新研究
发现，7类疾病影响老人牙齿健康。

高血压。增加患牙龈病的风险，使老人更
易牙龈出血。治疗高血压的药物也会影响牙
龈，进而导致龋齿。

心脏病。心脏病增加患牙龈病的几率，牙
龈病也会增加患心脏病的风险。牙龈疾病的
症状包括肿痛、出血和口臭。建议老人用含氟
牙膏刷牙，每天2次。

糖尿病。可能导致牙周炎，使老人的牙齿
松动，甚至掉落。所以，牙周炎可能是一个预
警：您的血糖需要进一步控制。

肾病。长期肾病导致骨骼不健康、心脏病
和高血压，这些疾病都与牙龈病有关系。如果
老人有牙龈病，且掉了几颗牙齿，要小心是肾
病的先兆。

肺病。牙龈病会增加口腔中有害细菌的
数量，细菌进入肺，可能导致肺部疾病。若老
人有牙龈病及咳嗽、气短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骨质疏松症。老人出现牙齿松动，需警惕
骨质疏松症。牙齿松动和颚骨变薄是身体骨
质疏松的强烈信号。

类风湿性关节炎。研究显示，类风湿性关
节炎让人更易患上牙龈病。建议老人要定期

看牙医，早发现、早治
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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