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病夏治，从字面上似乎不难理

解：利用夏季气温高，在人体阳气较

旺盛时，治疗因阳气不足、寒气太盛

而易在冬季（气候寒冷时）发生或加

重的疾病。老百姓的观念里，“三伏

天”里人体阳气最为旺盛，治疗效果

更好。

14日，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曙光医院传统医学科副主任吴欢的

门诊里，记者见到了前来求诊的李阿

婆夫妇。“空调开得多还是会出汗，心

烦，吃饭不是很香，睡觉老是做梦

……”李阿姨一口气吐露了好多不

适。看了舌苔，吴欢告诉阿婆“来对

了地方”。

吴欢解释，通俗来说，适合冬病夏

治的疾病包括了呼吸系统疾病，比如

慢性支气管哮喘、反复感冒、慢性过敏

性鼻炎等；消化系统疾病，包括慢性胃

肠炎、胃痛等；小儿体虚易感冒、反复

咳喘等；部分虚寒妇科病如痛经、受凉

后反复发作的盆腔炎等等。

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肺病科，记者见到了胡阿姨，她可

是肺病科冬病夏治的“老朋友”了。

那天，她带着自己熬的绿豆汤，兴高

采烈地和医护人员分享。她告诉记

者，自己多年前一遇降温就出现怕

冷、手脚冰冷的情况。于是，便选择

夏天来到冬病夏治门诊看看，医生在

辨证后予以扶阳丸贴敷和足三里穴

位注射等措施，“那个冬天没怎么感

冒咳嗽，感觉好多了！”后来的每个夏

天，她都会“拖家带口”来冬病夏治门

诊看看，巩固效果。

“体质调整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

成的，需要持之以恒。如果患者在冬

病夏治后体质有了改善，那么建议他

继续坚持，巩固疗效。”龙华医院肺病

科副主任医师陆城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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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申城年轻人还有点

“小羡慕”——邻省多家三甲医院的

互联网医院上线中药特色茶饮酸梅

汤。“不喝奶茶改喝酸梅汤”成为社交

媒体上的火爆话题。

上海的医院何时也能推出这样

的特色茶饮？其实，这倒有些“冤枉”

了。上海市中医医院就推出了清暑

饮、祛湿饮两款时令药膳，其中清暑

饮开袋即饮，入口便是清新的金银花

味，回味还有一丝甘甜，通过互联网

医院的药膳专科门诊就能开具。

岳阳医院药学部也在这个夏天

推出了消暑方、轻盈方、四参润心方

和养颜沁心方等多款茶饮。像消暑

方由藿香、薄荷、茅根、石斛、金银花

和陈皮组成，有生津止渴、预防中暑

的功效；而养颜沁心方的组成包含了

玫瑰花、金银花、茉莉花、白茯苓等，

适合工作或生活中容易感到心烦焦

虑、皮肤黯淡的人群。

“酸梅汤自古以来都是夏天最受

欢迎的饮料，这些年来也算是中药代

茶饮中的‘顶流’了。”岳阳医院药学

部副主任马莹说，但酸梅汤也非人人

适合，脾胃虚寒的人喝多了就容易导

致腹泻，而且过了白露后也不宜再饮

用了。

马莹表示，饮剂也要根据不同节

气，结合个人体质或所需调理的疾病

来服用，“有针对性地养生才能达到

防治疾病的目的。”

■ 曙光医院儿科冬病夏治敷贴门诊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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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治病”到“亚健康调理”

冬病夏治不是“冬病外治”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

医结合医院门急诊办公室主任须冰

在梳理人工咨询热线中老百姓的诉

求后发现，冬病夏治的患者，诉求已

逐渐从“治疗疾病”转为“亚健康调

理”，“这也正符合中医‘未病先防’的

疾病预防观。”

为此，岳阳医院治未病科通过对

胃肠功能紊乱、宫寒瘀滞、颈肩腰腿

痛、慢性疲劳、肥胖及三高等不同人

群开展针对性冬病夏治特色治疗，来

起到防病、疗病、保健、强身的目的；

而儿科除开展常规小儿肺系、脾系、

肾系调理外，今年又新增睡眠障碍贴

和眼疲劳贴，为有夜醒、夜惊、夜啼等

表现的儿童以及容易感到视物模糊、

眼干眼痛的儿童提供帮助，受到患儿

家长好评。

“今年，年轻人来院接受冬病夏

治治疗的人数较去年明显增多。”须

冰提到，其中一部分是赶着冬病夏

治热潮来体验的，但更多是实打实

从往年冬病夏治中获益而来的“回

头客”。

须冰分析，随着医学科普的广

泛开展，大家对冬病夏治有了更多

了解。尤其在年轻群体中，像白领夏

季整天背对空调，寒气在体内堆积，

一到冬天时常关节疼痛、遇上流感也

容易中招。过往他们忍着、扛着、拖

着，如今都选择主动就医，来增强抵

抗力。

曙光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史苗

颜介绍，来冬病夏治的人群中，40周

岁以下的占比超过四成，“主要是过

敏性鼻炎和哮喘的比较多”。在史医

生的诊室，记者遇到了前来复诊的侯

先生，他今年30多岁，有慢性鼻炎史

快8年了。平日里一受凉便鼻流清

涕、咳嗽频发，前不久吹空调后又是

如此。对此，中医的诊断为鼻鼽，采

用足三里穴位注射、咳嗽贴敷方等冬

病夏治综合疗法，一个疗程后，侯先

生的症状明显缓解。

“冬病夏治不是一个筐，不能什

么都往里装。”吴欢指出，近年来，不

少医院和患者要么将冬病夏治范畴

扩大，认为什么疾病都可以试试；要

么将冬病夏治范围局限，觉得就是贴

贴“三伏贴”。

岳阳医院治未病科主任周扬说，

当下，很多人将冬病夏治等同于“冬

病外治”，来医院就要开“三伏贴”。

事实上，“三伏贴”只是冬病夏治的一

种具体方法，根据所要预防的疾病，

在对应穴位贴上中药，以达到防病治

病的效果。除“三伏贴”，冬病夏治还

会采用内服中药、针灸等多种方法。

“冬病夏治并非所有人群都适

合，大家要避免盲目跟风。在开展治

疗前，必须进行体质辨识。若体质属

于阴虚质、湿热质等内热偏盛者，则

不适合。”周扬补充说。

龙华医院针灸临床二部主任赵

海音则告诉记者，前来就诊的患者，

不少人“认准”了“三伏天”这一“档

期”，唯恐过了后效果减轻。其实，整

个夏季，特别是阳气旺盛的时候，都

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死咬“三伏天”

未免钻牛角尖了。

“更要提醒市民的是，千万不要

望文生义，认为冬病夏治是冬季发作

的疾病要等到夏天才能施治。”赵海

音强调，“夏治”的正确理解应该是相

关疾病在夏天阳气升腾时，病情会有

所缓解，趁此时节辨证施治，来预防

冬季旧病复发，或减轻其症状及发作

频次。所以，冬季发病就该及时就

医，切勿拖沓入夏，避免因迁延日久

而加重或发展成慢性病。

这个夏天，“晒背”成为新时尚。

社交媒体上，不少人分享“晒背”心

得；新民晚报“夏令热线”也报道了因

“晒背”带来的公共场所管理困扰。

然而在吴欢看来，很多“晒背族”

可能要归类于“读题读一半”的那一

部分。

诚然，“晒背”因其“简、易、便、

廉”的特性，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养

生方法。“晒背”所追求的“微微发

汗”，可使背部阳经气血旺盛、运行通

畅；除了改善循环之外，还有助于维

生素D的合成，从而促进人体钙质的

吸收。

不过，“晒背”也讲究个“天时地

利人和”——选取上午9时或下午4

时的阳光斜射，以避免中暑、晒伤的

风险；应避开风口，以防伤风感冒；并

非所有人都适合“晒背”，“微微发汗”

就可以，避免大汗淋漓，且应及时补

充水和电解质。

“大伙儿都关注某种养生方法的

好处，却往往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

禁忌证。”这便是吴欢所担忧的“读题

读一半”。记者了解到，今夏因为不

妥当“晒背”导致中暑送往医院急诊

的，并不在少数。

周扬也指出，不是所有古老的养

生方法都适用于现代，也不是所有人

都适合同一种养生方式，“在选择养

生方法时，一定要保持理性的态度，

最好能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读题千万别读一半”

要“有针对性地养生”

今年夏天，热辣滚烫。尽管三
伏天已经走到了“末伏”，可医院冬
病夏治的热度，丝毫没有“降温”。
瞧瞧，公园里撩起衣服的“晒背
族”，觉得“万病皆可贴”的“敷贴
族”，跑到中医院囤代茶饮的“养
生族”……无不反映出传统养
生理念在这个酷夏的火热。

来自申城多所三甲中医
院、中西医结合医院的数据
显示，从今年开设冬病夏治
门诊起至中伏结束（8月13

日），接诊患者数均接近3

万人次。
看到市民对传统医

学越来越信任，中医人
挺自豪，也挺高兴，不
过，也有些“担忧”。

“三伏天”冬病夏治效果好

本报记者 郜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