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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正确服用方法
▲遂宁市中医院  张倩

慢性胃炎是指发生在胃部的慢性炎症

反应，日常反复发作。不仅影响人们的正常

生活，治疗不及时可能会造成疾病加重，增

加治疗难度和治疗费用，所以慢性胃炎日常

有效护理很重要。

慢性胃炎护理重点

遵医嘱用药  药物治疗是慢性胃炎重要

治疗环节，但慢性胃炎恢复期时，临床症状

逐渐缓解，很多患者认为疾病已经痊愈，不

需要继续用药治疗，会选择间断性用药，或

者停药，不能严格遵医嘱按疗程用药，致使

病情反反复复。

因此，为了保证治疗完整性，需要严格

遵医嘱进行用药治疗，才能够彻底去除致病

因素，如清除炎症反应、修复损伤胃黏膜、

清除幽门螺旋杆菌等。在疗程结束后，需要

遵医嘱回院复查，了解疾病治疗情况。并且

需要注意的是，在用药治疗期间，使用其他

药物治疗前需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避免

服用胃黏膜刺激药物，以减少胃黏膜损伤。

饮食有规律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生

活压力增加，很多人在饮食中规律性极差，

比如不能按时吃饭、下班后暴饮暴食，让我

们胃部长时间空转后，突然承受较大食物压

力，出现胃蠕动减缓、胃黏膜缺血等症状，

胃黏膜不断受到非规律性刺激，继而发生功

能紊乱、慢性胃炎反复发作情况。

因此，为了保证我们胃部健康状态，需

要规律饮食，而这种规律饮食并不是短暂坚

持即可，需要长时间维持规律性用餐时间、

用餐性质，如在慢性胃炎急性发作期，规律

性食用易消化、营养丰富、高蛋白食物，少

食多餐；在恢复期，仍需要保证饮食规律性，

少吃过咸、过辣、过酸等刺激性食物，避免

喝浓茶、咖啡等刺激性饮料，避免食用过于

粗糙、坚硬食物，以避免造成胃黏膜损伤。

保持乐观情绪  很多人发现，在自己情

绪过于紧张、悲伤、气愤的时候，总会伴有

胃部隐隐作痛，这种情况发生原因，与情绪

激动后引发的血压升高相关，影响胃黏膜正

常血流灌注能力，出现黏膜缺血、缺氧引发

的疼痛感受。特别对于慢性胃炎患者而言，

本身存在一定程度胃黏膜损伤，若在治疗期

间情绪过于激动，可能会加重黏膜损伤而影

响疾病治疗效果。

因此，慢性胃炎患者朋友们需要注意，

无论在急性发病期，还是康复期，抑或是康

复后，都需要保持乐观情绪，以保证我们胃

黏膜处于健康状态。所以需要我们加强自身

情感调节，比如找到情感宣泄方式、发展兴

趣爱好等，使自己保持良好情绪状态，以避

免疾病反复发作。

加强口腔清洁  口腔清洁状态与我们肺

部、胃部等部位健康水平密切相关，如果口

腔出现炎症反应，随吞咽动作可诱发消化道

炎症。所以我们日常需加强口腔卫生清洁，

保持良好口腔卫生清洁习惯，有效漱口并保

证刷牙质量，若出现口腔、咽喉炎症反应，

需积极治疗，避免诱发慢性胃炎。

适当锻炼  免疫机能下降可增加感染发

生风险，而日常适当锻炼为提升自身免疫能

力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使我们各项生理机能

均保持年轻、有活力状态，降低感染风险，

提升自身炎症反应清除能力。所以建议慢性

胃炎患者康复期适当锻炼，每周 5~30 分钟

以上有效锻炼，以维持自身免疫状态，提升

炎症反应耐受性，降低胃炎复发率。

注意保暖  突然间吸入凉气、胃部受凉，

均会引起胃黏膜收缩而造成黏膜损伤。所以

慢性胃炎患者朋友们需要注意加强胃部保

暖，比如天气寒冷时注意胃部保护，出门佩

戴口罩避免过多吸入冷空气。如果出现胃部

不适感，用热水袋、暖宝宝等对胃部皮肤表

面热敷，以改善胃部温度，促进黏膜血管舒

张，以缓解胃部不适感，减少黏膜缺血损伤。

总之，为保证治疗效果，需严格遵医嘱

治疗、规律饮食、保持乐观情绪、加强口腔

清洁、适当锻炼、注意保暖，以缓解胃部不适，

改善胃黏膜状态，降低慢性胃炎病复发率。

结石类疾病在生活中比较常见，尤其

是消化系统结石病发率更高，当结石出现

后病人会感觉到疼痛，原本正常的消化功

能也会受到影响，因此当胆囊结石出现后

需要做好治疗，有效缓解疾病带给患者的

痛苦，还要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复发。

胆囊结石的常见危害

胆囊结石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疾病，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升高，胆囊结石

病发率有逐年上涨的趋势。很多患者觉得胆

囊结石并不可怕，所以当得知自己患上胆囊

结石后并不在意，胆囊结石本身可能伤害性

不大，但其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因为这种

病会让患者痛苦，还会让患者患上胆结石性

肠梗阻、胆囊癌等。一般患者出现胆囊炎后

会出现嗳气、饱胀不适、呃逆、呕吐、恶心、

右上腹压痛等症状。所以，病人得知自己已

经患有胆囊炎后一定要给予充分的关注，及

时做好胆囊结石的治疗与防治，避免病情不

断恶化，对自己的生命安全构成威胁。

胆囊结石的防治手段

胆囊结石属于一种发病率相对较高的

消化系统疾病，当患者发病后会出现腹痛

等症状，对患者的危害也是极大的，因此

在现实生活中了解这种疾病的防治手段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通常在胆囊结石防治上，主要是从胆

囊结石出现的原因入手，制定针对性的预

防手段，以有效避免胆囊结石发生。根据

胆囊结石出现的原因，可以制定如下胆囊

结石的预防策略：

良好饮食习惯  饮食与我们的健康与

否关系很大，如果饮食不健康很容易引起

疾病的发生或者疾病的加重。在日常饮食

中，如果过量高蛋白质、高脂肪食物摄入，

容易加重胆囊的消化压力，增加出现胆囊

结石的概率。

遗传因素  胆囊结石的出现与遗传因

素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为避免遗传因素造

成的影响，有胆囊结石疾病的患者需注重

产检情况，保证孕妇在怀孕期间营养充分，

为预防胆结石出现提供最大支持。

加强自身免疫力  强身健体预防胆囊结

石。胆囊结石的出现还与身体免疫力较弱有

关，因此在胆囊结石预防上一定要关注自身

体质问题，在日常生活中适当地进行体能锻

炼，持续性提高自身体质，降低出现胆囊结

石的概率。

良好生活习惯  这里所说的生活习惯

是方方面面的，不仅在平时要关注自己的

饮食、运动等问题，还要关注休息问题、

心理问题等，以在生活中养成一个平和良

好的心态，注重劳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抵

抗力与免疫力，预防胆囊结石的发生。

在胆囊结石应对上除了可以采用科学

的手段进行预防外，一旦出现可胆结石后

可以根据自身的病情选择相应的治疗手段

进行治疗，有效地避免胆囊结石对自己造

成的影响，尽快使得自己的身体恢复到一

个健康的状态。胆囊结石治疗一般以手术

治疗为主，患者可以选择胆道镜取石术、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内镜取石术等手术治

疗手段，以满足实际上胆囊结石治疗的需

求，如果患者仅为胆囊结石，则大多会采

用腹腔镜胆囊切除术进行治疗，在腹腔镜

的辅助下，医护人员准确锁定患者结石的

位置，进行切除治疗；如果患者除了胆囊

结石外，在胆总管的位置也出现了结石，

则会选择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 内镜取石、

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 胆道镜取石其中的任

意一种，这种组合式胆囊结石治疗手段，

可以消除胆囊结石，并将其他部位结石取

出，保证患者的安全，具体采用何种治疗

手术还需要充分结合患者其他情况才能确

定。在胆囊结石手术后，会对患者予以相

应的抗感染等治疗，确保最终治疗的效果。

总之，胆囊结石可以通过手术等手段

进行治疗，所以患者不用过度担忧，一旦

发现胆囊结石可以在医嘱下选择相应的治

疗手段，并在治疗中充分关注护理问题，

确保治疗效果，让患者尽快康复。

慢性胃炎护理的六大要素
▲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公路局医院  闵钦

胆囊结石的防治措施
▲ 四川省绵阳创伤骨科医院   田会宁

在中医治疗中，正确服用中药，能取得

良好疗效。否则，将对治疗效果造成不良影

响。服用中药的正确方法，要将病情作为依

据，并考虑药性。但多数患者未能正确认识

中药服法，或者采用的中药服法不恰当，对

药物疗效造成了不良影响。因此，要掌握服

用中药的正确方法，才能确保重要发挥其药

效。中药的正确服用方法你了解吗？

服药时间

早晨  对于具有补阳益气、消肿散结、

行气和血、温中散热等疗效的中药，可在早

晨进行服用，借助人体体内脏气和阳气呈现

出的充盛之势，实现祛病除邪的目的。

空腹  在清晨，人体肠胃内没有食物，

呈现为空腹状态。在此时，对中药进行服用，

能防止中药与食物发生混合，能确保药物迅

速进入人体肠道，并提高药物浓度，促进药

效实现充分发挥，对于具有健胃、驱虫疗效

的中药，均适宜空腹服用。

饭后  部分中药对人体肠胃具有刺激作

用，对于此类中药，可在吃过饭后再服用。

吃饭后，人体肠胃中储存的食物较多，此时

服用中药，能减少刺激人体胃粘膜。

睡前  对于部分中药，诸如治疗心脏病

的中药、具有滋阴健胃疗效的中药、具有涩

精止遗疗效的中药、安神药以及缓下剂等，

适宜在患者睡觉之前进行服用。

定时  部分病症呈现出定时发作的特点，

对于治疗此类病症的中药，可将病症的发病

规律作为依据，在发病之前，定时对中药进

行服用，例如，对于截疟药，可以在疟发前

两个小时，对之进行服用。

不定时  对于具有解热发汗疗效的中药

以及泻下剂等中药，不需定时服用。

服药方法

温服  在中药药液保持不热不冷的状态

时，可对之进行服用，避免过热或者过冷的

药液，对人体肠胃造成刺激和不良影响，通

常，采用温服方法，对中药进行服用。

热服  煎好中药之后，患者要根据自身

的适应情况，对较热的药液进行服用。例如，

对外寒症进行治疗，服用辛温解表药，即可

采用热服方式，实现发汗解表；对内寒症进

行治疗，可热服中药，将沉寒痼疾祛除。

冷服  将煎好的中药药液放凉之后，再

对之进行服用。例如，患者出现热症，或者

对于临床真假热寒症，服用苦寒清热药，对

内热症进行治疗，以冷服方式服药，能实现

清解热邪的疗效。服用止血、凉血的中药，

也可采用冷服方式。

顿服  顿服，是指患者将中药一次性服

用完，促进药效实现迅速发挥。对于重症患

者，或者是患有肠胃病的患者，可采用顿服

方法，对中药进行服用。

频服  将病情作为依据，在不同时段，

对浓度不同的中药药液进行服用，分为数次，

对中药药液进行服用，因此称之为频服。咽

喉病患者通常可采用该方法服用中药。

饭前服  通常在吃饭前 20 分钟到 30 分

钟以内，对中药进行服用，可用于对下焦病

症、肠胃病以及虚证进行治疗。在饭前对中

药进行服用，能促进中药在人体肠胃内充分

发挥作用，能促进中药药液对胃壁发挥充分

作用，较快由胃部进入小肠，实现对中药的

及时分解和良好吸收，能促进药效得以充分

发挥。

饭后服  通常，在进食二十分钟之后，

对中药进行服用。对一般疾病和心肺病进行

治疗，通常采用饭后服的服药方法，该方法

的优点在于能防止中药药物刺进肠胃，避免

产生副作用。

服药次数

通常每天服用一剂中药，分为 2~3 次

服用，能使人体血液保持均衡稳定的浓度，

能促进药物发挥其疗效。对慢性病进行治疗，

可隔日服用一剂中药。对具有剧烈药性的中

药药物进行服用，可采用一次顿服中药的方

法，避免对人体正气造成损伤。若患者食管、

咽喉等部位发生疾病，可对中药进行频服，

确保药物对病变部位缓慢通过，据此对药效

进行充分良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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