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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要“夏治”
用药、选穴都有讲究

陈静介绍，“冬病”是指易发于冬季或

在冬季加重的虚寒性疾病，由于机体素来

阳气不足，一旦受凉，往往导致病情发作

或加重。“夏治”是指根据“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的原则，在三伏天自然界和机体阳

气最旺的时候辩证施治，从而达到化解寒

湿之邪、补虚助阳、驱寒拔湿、提高免疫、

平衡阴阳、改善亚健康体质的目的。

在临床上，“冬病夏治”有很多手段，

如穴位贴敷、中药内服、针刺、艾灸、拔罐、

推拿等，其中穴位贴敷（即三伏贴）是最常

用的方法。

针对不同系统疾病，市中医院采用不

同经特殊工艺制作的三伏贴，贴敷在不同

相关经络穴位，再外敷隔物灸热贴，通过

隔物灸热贴的“温热效应”，促进有效成分

更快捷有效地透皮吸收，补助人体阳气，

从而防治不同系统疾病。

如今，“冬病夏治”已不局限于想要

“治病”的市民朋友，许多想要“治未病”的

市民，如亚健康人群、抵抗力弱的孩子等

也加入了“冬病夏治”的队伍。

“想要贴敷效果好，用药、选穴都有讲

究。”陈静介绍，市中医院贴敷药物的组方

出自千年文献传承和临床实践，运用现代

制药技术的优势，将古方中的有效成份提

取后，加以麝香等名贵中药调配成三伏贴

药物，不同疾病选择不同组方，辨证施贴。

值得注意的是，每年 7 月、8 月是三伏

天的最佳时机，有些市民会选择在这个时

间网购三伏贴自行贴敷。陈静提醒：“‘冬

病夏治’需要对病人的病情足够了解，除

了保证药物疗效外，还要保证取穴精准。

中医院针灸专业医生尚且要视病人情况

辩证辩病取穴，市民自行贴敷可能不但收

不到效果还危害健康。”

“冬病夏治”也有“禁区”，提高疗效需治养结合

据了解，三伏贴适用于患呼吸系统疾病的

人，如慢性咳嗽、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

性肺病、反复感冒等；风湿免疫性疾病，如关节疼

痛及肢体麻木、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等；消化系

统疾病，慢性胃、肠炎，消化不良等；耳鼻喉科疾

病，如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慢性咽喉炎等；

儿科疾病，如哮喘、咳嗽、体虚易感冒、脾胃虚弱

等；慢性皮肤病，如荨麻疹、冻疮、硬皮病等；妇科

疾病，如慢性盆腔炎、痛经、不孕症等。其适应症

还包括颈椎病、腰椎病、强直性脊柱炎等寒湿病

症等。

陈静提醒，“冬病夏治”并非人人适宜，更不

是包治百病。对于热性疾病或阴虚的人，三伏贴

相当于“火上浇油”。如有严重心、肝、脑疾病、恶

性肿瘤、严重糖尿病、严重过敏体质者；处于疾病

发作期（如发热、正在哮喘等）的患者；孕妇、18

个月以下婴儿都应禁用“冬病夏治”疗法。

“‘冬病夏治’遵循的是‘治未病’的理念，即

没病防病、有病防发展、病愈防复发，它只是疾病

预防和治疗的一种手段，不能完全替代其他治

疗。”陈静提醒，有病还是要及时治，不能一定要

忍到三伏天治，这样只会延误病情。此外，原本

正在服药的慢性病患者也不要盲目减药、停药。

接受“冬病夏治”的病人，更要治养结合、生活规

律、睡眠充足、情绪乐观、适度锻炼以达到最佳效

果。

若市民不能判断自己是否适合“冬病夏治”，

最好让医生根据病情和体质，辩证施治。

“冬病夏治”选三伏，治已病更治未病

据了解，今年的三伏天时间为 7 月 17 日-7

月 26 日（头伏）、7 月 27 日-8 月 15 日（中伏）、8

月 16 日-8 月 26 日（末伏）。这 40 天是“冬病夏

治”的最佳时机。

“就诊时，有的患者很讲究，一定要选在头伏

完成贴敷。当然，如果有这个条件，最好这样

做。但如果因生病、工作等原因错过了头伏，也

没有关系，可以选在中伏、末伏进行贴敷。但如

果错过了中伏，就会影响治疗效果了。”陈静说，

“一般来说，建议患者一年贴3次，每次贴敷时间

成人2小时-4小时，儿童1小时-2小时，连续治

疗3年。”

陈静说，她曾遇到一些急功近利的病人，寄

希望于贴敷几次就“药到病除”。有些人贴了 1

年，到了冬天还是生病，第二年就不想继续治疗

了；还有些人贴了1年，到了冬天觉得见效了，于

是“见好就收”。这些都是错误的认识。“冬病夏

治”是个综合性的治疗过程，一般坚持 2 个-3 个

疗程才能达到来年少发或不发的长期效果。在

市中医院，有些患者十几年坚持三伏贴，治已病

更治未病。

陈静提醒，“三伏贴”前一天，患者最好能洗

个澡，穿宽松、深色、不易被药物浸染的衣物。为

确保疗效，三伏贴贴完后不要对着空调和电风扇

猛吹，因为机体遇冷会使毛孔收缩，影响药物吸

收；也不要运动，出汗会使固定药贴的胶布脱落，

最好在阴凉的地方或适当地用电扇微风吹拂。

贴敷当日不宜洗澡，不要暴晒，贴敷期间忌洗冷

水澡。此外，贴敷期间不宜吃海鲜、辛辣、油炸、

生冷的食物。避免感冒。

值得一提的是，三伏贴时有的患者贴敷部位

会出现水泡，这是正常反应，不必紧张。一般对

小的水泡，不必特殊处理，待其自然吸收即可；若

出现大的水泡，应到医院消毒处理，以防感染。

天气热了
“冬病夏治”火了

市中医院专家告诉你“冬病夏治”应该知道的事儿

眼看着头伏天将至，前往市中医院咨询“冬病夏治”的市民络绎不绝。不治已病治未病，在永城，“冬病夏治”与冬令进
补一样，被越来越多的市民接受。“冬病夏治”，顾名思义就是冬天好发的疾病，在夏天最炎热的三伏天期间进行治疗，从而
达到增强机体免疫力，预防和减少疾病在冬季发作的目的。

“冬病夏治”能治什么病？贴三伏贴有什么讲究？有没有“禁区”？近日，记者走进市中医院，请该院针灸推拿科主任
陈静为大家答疑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