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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肾强督 中医这样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有一种“腰背痛”的毛病，如不干预，会导

致身体僵硬、关节扭曲，严重影响生活。这种
病叫强直性脊柱炎（简称“强脊”），好发于年

轻男性。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
湿免疫科，有不少慕名前来找茅建春主任医

师治疗强脊的病人，通过中药、敷贴治疗及膏
方巩固，病情控制很好。

茅建春师从全国名老中医陈湘君教授，

对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干燥综合征等有丰富
的经验。19岁的小桦（化名）被诊断为强脊，从

外地来沪找茅建春治疗。强脊的急性炎症期
可以使用消炎止痛药，生物制剂对强脊的效

果也比较明显，但这名女孩对生物制剂过敏，
而且对这类药物有顾虑。中医认为本病的发

生在于肾虚督空感受外邪，气滞血瘀痰凝于

骨节经络，以“补肾、活血、化痰、通络”为治疗
原则，茅建春给予这名患者辨证施治服用中

药，同时一年两次辅以膏方配合治疗，患者没
再发作。“强脊的发病原因未完全明确，与遗

传、感染、外伤、不良生活环境等都有联系，其
家族遗传性比较明显。后来患者的哥哥也查

出强脊，也接受了中医综合治疗。”

中医综合疗法治疗强脊，除中药内服、外

敷等，还可配合针灸以及夏冬两季的膏方。
“强脊以肾阳亏虚，肾虚寒凝多见，中医治疗

主要以活血化瘀、通络祛风、散寒除湿、益肾
强督为原则。”茅建春说，大多数患者服用后

病情稳定，许多患者一年只服二料膏方，前期
观察也证实膏方治疗强脊患者总有效率达

90%以上。

不过，想要明确诊断强脊并不容易，临床
上甚至有花了 20-30年才最终确诊强脊的病

例。“多数情况下是由于患者出现了腰背部、
髋部、膝盖疼痛后，没有引起重视，或者未到

风湿专科检查。”茅建春说，还有一类患者在
明确诊断后，总是企图寻找“特效药”治疗。茅

建春就曾遇到过花费几十万元买来“特效药”

服用的患者，不仅浪费钱财还耽误治疗时机。

“强脊尚无法根治，但是在通过规范治疗
后，可以临床控制。关键在于要遵医嘱，长期

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并适当锻炼。”到了
稳定期，茅建春鼓励患者进行一些缓和的锻

炼，如散步、游泳、骑车等，但运动不要过久及
过于剧烈。“若不做适当的锻炼，关节很容易

粘连、变形，所以不可偷懒，要动起来。”

目前，龙华医院与其他多家医院联手开
展对强脊的基因及遗传研究，希望破译该病

的遗传“密码”。同时，针对女性患者的生育
担忧，茅建春解释，强脊本身并不会影响生

育，可能会对生育产生影响的是所服用的部
分药物，所以建议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和医生

保持沟通。 本报记者 左妍

访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茅建春

为你搭脉    新春正月与美酒佳肴密不可分。
很多肾脏病患者一到逢年过节就犯
难，肾友们如何在节日里做到美食与
肾脏保健兼顾呢？

寻访申城名医

    ■ 结构合理 低盐和优质低蛋白饮食

是肾科医师对大多数肾友饮食的基本要求。
低盐饮食就是限制高钠食物摄入。高钠

食物有两大类：一是食盐、味精、酱油等调味
品，此类调味品在低盐饮食中每日摄入量应

控制在 5-6克食盐（氯化钠，中号牙膏盖为
2克）或 4-5克味精或 10-15毫升酱油（单

用），若同时食用则应酌量减少；二是各种腌

制食品，如各式咸菜、腊肉、腊鱼、板鸭、香肠
等，此类食物低盐饮食者应禁用，至少是尽

量少食用。各种天然新鲜食物含钠量都很
低，因而只要少用盐、味精和酱油，低盐饮食

是不难做到的。
优质低蛋白饮食。食物蛋白质也分为两

类：一类为优质蛋白，如蛋清、牛奶、牛肉、家
禽、猪肉、鱼等动物蛋白；另一类为非优质蛋

白，如米、面、水果、豆类、蔬菜中的植物蛋
白，过多摄入后会加重代谢毒素的潴留。优

质低蛋白饮食，即蛋白质摄入量控制在每天
每千克体重 0.6-0.8克，总量限制在 20-40

克。但不同食物中蛋白质的具体含量，需要

查询食物成分表。必要时和肾科医师进一步
沟通，共同制定健康食谱。

■ 注重卫生 合家欢聚品尝美食时，肾
友们要注意：外出就餐应尽量选择证照齐全

的正规店家；不食用生冷和隔夜食物；尽量使
用公匙和公筷；进食易消化食物，保持大便通

畅，如有便秘及时解除，防止排便困难，导致

肛门出血、感染等。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尽量减
少呼吸道感染的风险，也是肾友需要注意的。

■ 减少吃 “钾” 肾病晚期患者常合并

高钾血症。过高的血钾可影响心脏功能，甚

至导致生命危险。发生高钾血症的肾友应注
意：适量食用水果，每日不超过 250克，尽量

不吃桔子、橙子、香蕉、西瓜、哈密瓜等钾含
量高的水果以及香菇、蘑菇等蔬菜。需要提

醒的是，尿毒症患者禁食杨桃；避免饮用运
动饮料，合并高尿酸血症者忌饮酒；绿色蔬

菜、土豆片/丝等焯水后再烹饪；尽量少吃或

不吃果干和药膳汤。由于市面上的低钠盐和
无盐酱油多数采用钾盐代替钠盐，故不建议

使用低钠盐和无盐酱油调味。
■ 饮食窍门“温水备在侧，菜碟稍倾

斜，荤汤需远离，服药要规律。”就餐时可在
餐盘旁备上一杯温开水，遇到偏咸和油腻的

食物可以在水中过一下再食用；炒菜的汤汁
中含有较多盐分，菜盘稍作倾斜可以沥出菜

汤汁，减少盐分摄入；各种肉汤、鱼汤等荤汤
中还有较多嘌呤，合并高尿酸血症的肾友尽

量不要食用；合并高血压、糖尿病的肾友春
节假期记得定时服药，随访血压和血糖不放

松，常常出现低血糖发作的糖尿病患者身边
备上饼干或糖果。

只要肾友注意饮食细节，既能一饱口
福，又能确保病情稳定，为己亥年开个好头！

丁小强（教授、主任医师）薛宁（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上海市肾脏疾病临

床医学中心） 图 TP

既享口福还不发病，肾友应当怎么做？

    那天笔者去理发，发型师是一位年轻小

伙子，在理发的时候听到他不断地干咳，声
音不大但是咳个不停，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因为和发型师相熟多年，便问他是不是感冒
了，发型师回答既没有感冒，也没有发烧，就

是近 2周一直干咳，家人帮他炖了冰糖雪
梨，喝了几天也不见好。笔者观察他的舌苔

偏红，嘴唇干裂蜕皮，就给他一则小药方回

家煮水喝。三天后他发来微信称，干咳终于
好了。这则小药方有何过人之处？在此，和大

家聊一聊———
咳嗽有很多原因，不单单是由细菌感染

的肺炎引起，这位发型师就是典型的“肺燥
咳嗽”，特点是没有痰，咳嗽也不剧烈，但是

却发作时间很久，往往吃药效果也不好。主

要原因是肺脏在冬天容易受到干燥气候影
响而造成咳嗽。肺脏需要湿润的环境濡养，

功能才会正常，如同门轴没有机油，开关门
就会发出“吱呀呀”的声响一样。

这则应季小药方由三种食材组成，分别

是芦根 30克、梨大小适中 1个、百合 30克，
把它们放在一起煮水喝，主要改善冬季干咳。

芦根是清热药，主要功效是清肺热和清胃热，
芦根的性味平和，所以对于普通人比较适

宜，一般菜场都有购买，干芦根和新鲜的芦根
都可以，当然新鲜的效果最好。梨是大家都

很熟悉的养肺佳品，但需注意，梨的性味偏
凉，脾胃功能不好的人用梨的量可以减半。

百合是润肺主药，不同于前面两味食材只有

润肺的效果，百合是有止咳效果的，如果缺少
百合这个药方，止咳的效果就不明显了。百合

还有安神定志的作用，在冬天天气变化的时
候，有些人的情绪波动明显，比较容易烦躁，

百合恰恰能在这方面起到很好的效用。
三味药食同源组成的食疗方能缓解冬

天咳嗽，就算没有咳嗽在冬天干燥的天气里
对于肺的保健也是效果很好的。这个食疗方

相对于冰糖雪梨更适合冬天服用，止咳效用

也很明显，注重养生的人士可以在冬季给肺
“加加油”了。

朱为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
院肿瘤科副主任医师）

    寒冷的冬夜，你是否有被

尿意唤醒的经历？你是憋着熬
到天亮还是挣扎着爬出热被

窝去上厕所？夜尿多要不要治
疗呢？

夜尿多，指的是肾脏浓缩
功能异常，导致夜间尿量明显

增多，夜尿总量与日间尿量一

样多，甚至夜间尿量明显超过
日间尿量。

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司
二便。夜尿多，主因是肾虚、气

虚，湿热下注所致，表现为小便
频数且清长。肾虚也有阳虚、阴

虚之分。肾阳虚症状主要有腰
酸、夜尿增多、四肢畏寒；阴虚会

表现为盗汗、口干舌燥、五心烦
热、夜尿多。如果是偏阳虚，则不

宜食用寒凉食物；阴虚者不宜吃
燥性食物。治疗上应以益气固脬、脾肾双补、温

阳固摄为法则。中医外治疗法可以助益肾脏，护
肾健康，如温灸、耳穴、推拿等多项中医技术。

温灸疗法 通过点燃艾绒等药物，作用于
特定的经络，起到疏通血脉、温经止血、散寒止

痛和扶正祛邪等疗效。慢性肾病患者多以脾肾
两虚为本，故而选择肾腧、脾腧、大肠腧、膀胱腧

为主穴。穴位加减法则如下：蛋白尿多者，加足

三里、太溪、三阴交；血尿者，加三阴交、太溪、血
海；小便不利者，加中极、水道、气海。

耳穴压丸 中医认为，“耳者，宗脉之所聚
也”“肾开窍于耳”。现代医学认为，五脏六腑、四

肢躯干均在耳廓上有特定的反射区。通过刺激
耳部穴位，起到舒经活络、镇静止痛及调节植物

神经功能的作用。耳穴压丸在改善肾病患者失
眠、心悸、夜尿增多等方面均有不错的疗效。

小儿推拿 对于儿童患者，可选择进行推
拿治疗，推三关，补肾，清补肺，揉小天心，揉中

极、百会，推上七节骨，作为主穴，配合捏脊疗
法，掌擦八髎等。

自我锻炼 盆底肌训练法，即做缩紧肛门
的动作，每次收紧不少于 3秒，然后放松。连续

做 15-30分钟，每日进行 2-3次。

王琳（主任医师）张先闻（副主任医师）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肾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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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季止咳方给肺“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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