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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顶多睡着两三个小时，6月27
日，已经连续失眠一周的萌萌在武汉市
第三医院中医科接受了针灸助眠治疗
后，一夜无梦好眠。“今早还险些睡过
了，真没想到小小的一根针居然这么管
用！”28日晚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
再次赶来扎针的萌萌说起自己的亲身
体验，连称“神奇”。

女孩连续一周失眠
一次针灸安睡一夜

23岁的萌萌在武昌一所高校念大
四，近段时间正在实习的她一直处于失
眠状态。饱受失眠困扰的萌萌不想吃
安眠药，决定看看中医有没有好办法。
6月27日一早，精神萎靡的萌萌拖着疲
惫的身体，顶着黑眼圈找到了学校附近
的武汉市第三医院中医科。

接诊的张晓艳医师详细询问了萌
萌的情况，得知她从高中起睡眠就一直

不好，夜间多梦，平日里爱长溃疡，口气
很重，手心脚心特别容易出汗，望诊切脉
后诊断她是气血不足、心火过旺引起的
失眠，于是在她的头面部、腹部和四肢选
取了相应的穴位，扎上了针灸。第一次
听说扎针灸能治疗失眠，萌萌将信将疑。

“扎着扎着我竟然睡着了。”萌萌一
脸兴奋地说，当晚不到10时就有了睡
意，一夜无梦睡到了早上，险些误了去
实习单位。“实习不方便请假，现在医院
推出了延时门诊，太方便了！我决定再
来扎几针巩固一下。”

连续扎针一周
男子扔掉了安眠药

“医生，4年来我从没睡得这么好
过！”前不久，50岁的汪先生的话让市三
医院中医科副主任江波印象深刻。从
2020年开始，汪先生发现自己睡眠出
了问题：晚上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一

整夜都在做梦。“记忆力越来越差，反应
也变慢了。”为了治疗失眠，汪先生尝试
过很多种方法：吃安眠药、去各种大医
院挂专家门诊、尝试各种治疗失眠的偏
方，可收效甚微。

4年来，一个个翻来覆去的夜晚将
他折磨得精神恍惚、憔悴不堪。今年5
月，在朋友的推荐下，汪先生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找到了武汉市第三医院中医
科张晓艳医师。根据他怕冷、消化不好
的症状并结合病史，张晓艳给他制定了
相应的针灸治疗方案。

“真的有用吗？”看着小小的几根
针，汪先生有些犹豫。让他没想到的
是，连着扎了一周的针灸后，失眠状况
有了很大的改善：原本一晚上睡不了几
个小时的他，在第一次针灸结束后一次
性睡了6个小时。

除了针灸以外，张晓艳还给他开了
中药，配合推拿等手段，帮助他调理体
质和肠胃，此前翻来覆去三四个小时都
睡不着，如今头一沾枕头就有了困意，
能一觉睡到天亮。“才做了一个疗程就
有这么好的效果，太神奇了！”汪先生很
是感慨。

个人体质不同
中医治失眠方案差异大

门诊中，类似萌萌和汪先生这样的
病人不在少数。“扎一次就有效，特别是
年轻人。”张晓艳说，临床观察发现失眠
跟体质有很大关系，相当一部分人都是
脾胃失调所致。扎针时除了选取养心
安神、通阳气、健脾胃的穴位外，还会结
合患者的体质来取穴。

“针灸治疗配合中药调理，已经成

为我们科治疗睡眠障碍的特色，比起纯
西药的治疗更加温和，受到越来越多中
青年失眠患者的认可。”江波告诉记者，
中医治疗失眠讲究整体调治，每个人的
体质不同，治疗方案差异大，要因人制
宜。因为肾虚、夜尿多导致的失眠，那
么用药时会加入补肾的药；如果是更年
期女性潮热、盗汗，要加入养阴止汗的
药；还有些血压偏高的患者要兼顾治疗
血压。总体来说，患者的体质改善了，
睡眠就自然而然好起来了。她指出，如
果是用来调理睡眠，一周扎针2—3次
就可以了。若是失眠时间比较长，则需
要按疗程来接受治疗。

江波表示，中医认为气血运行是有
规律的，把睡好“子午觉”作为养生的法
宝。她解释，子时就是晚上11时至凌
晨 1 时，这个时间段是“胆经循行时
间”，在这个时间休息最能养阴，睡眠效
果和质量最好，因此最好能做到在11
时之前入睡，养成好的睡眠习惯对于调
治失眠是最重要的。

“如果用了各种办法还是无法入
眠，应尽快寻求医生的帮助。”江波指
出，不少患者误认为偶尔失眠算不上病，
会自行购买安神类药物。尽管初期见效
快，但是长期吃会有依赖性，甚至会出现
胃肠道副作用，还可能使失眠变成顽固
性的睡眠障碍，给治疗增加难度。

记者了解到，为了方便上班族和学
生族就诊，武汉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从4
月1日开始推出“延时门诊”，周一到周
五的就诊时间从下午5时30分推迟到
了晚上8时，为市民提供时间更灵活、
服务更便捷的就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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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晚报讯 在大家的印象中，呼
吸道疾病“怕热”，一般在冬春季发病较
多，殊不知夏天也是呼吸道系统发病频
率极高的季节。年近八旬的孙爷爷因
入夏后自己的慢阻肺各种症状减轻放
松了警惕，吹空调、吃冰西瓜，不料第二
天就因病情急性加重住进医院，他说：

“以为平稳地度过了冬季，就可以放松
警惕，没想到慢阻肺在夏天也会加重！”

79岁的孙爷爷患慢阻肺20余年，
还伴有高血压3级、心律失常等多种基
础疾病，平时他一直规律用药，每到冬
天更是格外小心，生怕慢阻肺发作。随

着夏季到来，气温逐渐升高，他的咳痰、
喘等各种症状有了明显减轻。一周前
天气潮热，他打开空调，吹空调的时候
还吃了冰西瓜，第二天就出现明显的咳
嗽咳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等症状，家
人立即将他送到武汉市东湖医院呼吸
科就医。

接诊的何静璇医生检查后判断他
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伴急性加重，住院
后进一步检查结果显示，孙爷爷有肺气
肿、肺部感染、炎症因子升高，为二型呼
吸衰竭。经过抗炎、止咳祛痰、平喘、吸
氧、呼吸功能训练、机械辅助排痰等对

症治疗后，他的病情目前已明显好转。
据何静璇介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简称慢阻肺，是以持续气流受限为特征
的可以预防和治疗的疾病，与气道和肺
组织对香烟烟雾等有害气体或有害颗
粒的异常慢性炎症反应有关。常见的
诱发因素有吸烟、呼吸道感染等。“相比
寒冷季节，夏季一般来说是慢阻肺患者
感觉最舒服的季节，但也往往在这个时
候，有的慢阻肺患者易放松警惕，过分
贪凉。”

何静璇提醒，在盛夏酷暑来临之
际，慢阻肺患者稳定期做好预防至关重

要。需减少危险因素接触，应戒烟、避
免被动吸烟及职业暴露；要注意保暖，
避免受凉引发呼吸道感染；不得擅自停
药，稳定期药物治疗可以减少慢阻肺症
状、发生频率和急性加重严重程度，改
善健康状态和运动耐量；对于慢阻肺患
者，除了用药治疗，还可以用家庭制氧
机进行吸氧，通过予以低流量低浓度吸
氧，保证患者周围组织的氧供，从而维
持重要器官的功能；长期的家庭氧疗可
以纠正低氧血症、减缓肺功能恶化、降
低肺动脉压、延缓肺心病进展等等。平
素注意避免着凉劳累，如空调控制温度
不要太低，空调出风口不要直接对着人
吹等；坚持呼吸功能锻炼，呼吸运动有
助于提高肺活量，恢复呼吸肌力量。一
旦老病复发，应及时到医院进行规范化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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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着空调吃冰西瓜导致慢阻肺加重

79岁老人贪凉“冬病夏发”住进医院

扎几针就能助眠？

大四女生失眠一周扎一次针安睡整晚

江波主任正在给失眠患者开中药调理体质。

张晓艳在给患者扎针
治疗失眠。

治疗失眠除了选取养心安神、通阳气、健脾胃
的穴位，还会结合患者体质选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