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健康问题日益成为困扰人们的

一大难题。高血压、低血压、心悸、失眠……这些词汇似乎总能不

经意间闯入视野，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命安全。而在这

片古老而又智慧的中医土壤里，蕴藏着无数调理身心的瑰宝，“归

脾汤”便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以独特的配方和温和的疗效，

在调节血压、守护心血管健康方面展现出非凡魅力。

一、认识归脾汤：古老智慧的现代解读
归脾汤源自宋代严用和的《济生方》，后经明代薛己《内科摘

要》增补完善，成为中医内科的经典方剂之一。顾名思义，“归脾”

意味着此方能滋养、调和脾脏，而脾脏在中医理论中被誉为“后天

之本”，与人体的消化吸收、气血生成息息相关。因此，归脾汤不

仅关乎脾胃，更通过调理脾胃，间接影响到全身气血运行，尤其是

心血管系统。

二、归脾汤的组成与功效
归脾汤由白术、当归、白茯苓、黄芪、龙眼肉、远志、酸枣仁、木

香、甘草、人参（或党参）多味中药精心配伍而成，每一味药都承载着

特定的使命。（1）白术与茯苓：健脾祛湿，增强脾胃功能，为气血生化

之源打下坚实基础。（2）当归与黄芪：补血活血、益气固表，促进气血

充盈，改善血液循环。（3）龙眼肉与酸枣仁：养心安神，对于因心血不

足引起的心悸、失眠有良好效果。（4）远志：益智安神，帮助缓解焦

虑，改善睡眠质量。（5）木香：理气行滞，使全方补而不滞，促进药物

更好地吸收利用。（6）甘草：调和诸药，增强方剂整体效果，同时具有

一定的缓急止痛作用。（7）人参（或党参）：大补元气，为全方提供强

大的动力支持。这些药材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人体，既能改善脾胃

虚弱，又能调节心血不足，从而达到调节血压、保护心血管的目的。

三、归脾汤如何调节血压
高血压与低血压看似相反，实则都源于气血失衡，归脾汤通

过以下机制发挥作用。（1）增强心脏功能：方中黄芪、人参等补气

药能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心脏泵血功能，有助于维持血压稳

定。（2）调节血液循环：当归、龙眼肉等补血活血药材能够促进血

液循环，减少血管阻力，对高血压有缓解作用。同时，通过改善末

梢循环能够缓解低血压患者症状。（3）缓解情绪压力：现代研究表

明，长期精神紧张是高血压的重要诱因之一。归脾汤中的远志、

酸枣仁等成分有助于安神定志、缓解焦虑，间接帮助调节血压。

（4）改善睡眠质量：良好的睡眠是维持血压平衡的关键因素。归

脾汤通过改善失眠多梦等症状，有助于血压的自然调节。

四、适用人群与注意事项
归脾汤适用于因脾胃虚弱、心血不足引起的心悸、失眠、健

忘、食欲不振、面色苍白、血压不稳等症状人群。尤其适合那些因

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而导致的亚健康状态者。然而，任何药

物都需在专业指导下使用。孕妇需在医生指导下谨慎使用；感冒

发热者应先治疗外感病症，待病情稳定后再考虑使用；对归脾汤

中任何成分过敏的体质者禁用；虽然归脾汤有助于心血管健康，

但严重心血管疾病患者仍需结合西医治疗，不可擅自停药。

五、日常养生，归脾汤的智慧融入
除了直接服用归脾汤外，还可以将中医的智慧融入日常生

活。规律作息有助于保证睡眠充足，避免熬夜有助于气血恢复。

而且，散步、太极拳等适度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并增强体质。

此外，学会释放压力，保持乐观心态，对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

总之，归脾汤作为中医智慧的结晶，以其独特的配方和全面

的调节作用，在调节血压、守护心血管健康方面展现出了独特价

值。它提醒我们，真正的健康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更是调整生活

方式，是内外兼修的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让我们带着这份古老

的智慧，迈向更加健康、和谐的生活。

归脾汤：守护心血管健康的中医良方
杨春 重庆市黔江区冯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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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经是许多女性在月经期间都会遇到的常见困扰，但如果痛

经的症状严重且长期反复，可能不仅仅是生理现象。有些女性的

痛经症状背后，隐藏着潜在的妇科疾病，如子宫内膜异位症。此

病往往伴随着其他明显的异常症状，可能对女性的生育和健康造

成严重影响。因此，了解痛经的“信号”及其可能的病因，对于及

早识别和治疗至关重要。

子宫内膜异位症与痛经的关系
子宫内膜异位症是指正常情况下生长在子宫内膜的组织，出

现在子宫腔外的其他部位。这些异位的内膜组织在月经周期中

仍然会随激素变化进行增殖、脱落和出血，但由于这些组织没有

正常排出体外，它们会引起炎症、粘连，甚至形成囊肿或瘢痕组

织，从而导致剧烈的盆腔疼痛。

痛经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最常见的症状之一，表现为经期前后

腹部的剧烈疼痛，甚至在非月经期也会有持续的盆腔痛。与普通

的原发性痛经不同，子宫内膜异位症引起的痛经通常更加剧烈，

且疼痛可能持续时间较长，不仅仅局限于月经期间，还可能在排

便、性交后或长时间站立、走动时加重。

痛经的加重往往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早期警示信号，尤其是

如果患者经历了逐渐加剧的腹痛，或者月经量突然增多、周期不

规律等症状时，应该考虑到潜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若症状持续

且不改善，应及时就医，进行详细检查。

警惕潜在的子宫内膜异位症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症状不仅仅限于痛经，还可能表现为其他

一系列与女性生殖系统相关的症状。了解这些症状有助于提高

警惕，早期识别并及时干预。

性交疼痛：许多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女性会在性交时感到

疼痛，尤其是深度插入时。由于异位的内膜组织可能粘连到阴

道、子宫后壁或盆腔其他部位，性交时可能会引发剧烈的疼痛。

不孕症：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女性不孕症的重要原因之一。由

于异位的内膜组织造成的炎症反应、粘连和输卵管阻塞等，影响

了卵子的正常受精和胚胎的着床，因此很多子宫内膜异位症患者

会面临不孕的困扰。

排便及排尿困难：在一些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症病例中，异

位的内膜组织可能生长在肠道、膀胱等区域，导致排便困难、便

秘、腹泻，甚至出现尿频、尿急等尿路症状。这些症状往往在月经

期间加重，严重时会对女性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

如果女性在月经期间或其他时候出现长期的腹痛、性交疼痛、不

孕等症状，并且症状逐渐加重或无法缓解，就应考虑可能患有子宫内

膜异位症。及时进行超声、腹腔镜等检查，有助于早期诊断和治疗。

早期诊断与治疗：提高生活质量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早期诊断对于缓解症状、改善生活质量和

防止并发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常见的诊断方法包括超声检

查、腹腔镜检查和血液检查。

超声检查：通过阴道超声检查可以观察到是否存在异常的囊

肿或内膜异位组织，尽管超声无法直接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但

它能够帮助发现一些相关病变。

腹腔镜检查：腹腔镜检查是确诊子宫内膜异位症的金标准。

通过小切口插入腹腔镜，可以直接观察到异位的内膜组织，并取

样进行病理检查，明确诊断。

血液检查：虽然血液检查不能直接诊断子宫内膜异位症，但

某些标志物（如CA-125）可以作为辅助诊断工具。高水平的

CA-125与子宫内膜异位症有一定相关性，但其特异性较差，常

需要结合其他检查结果。

治疗方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目标是缓解症状、改善生

育能力和防止病情进展。常见治疗方法包括药物治疗和手术治

疗。药物治疗如使用非甾体抗炎药（NSAIDs）缓解疼痛、激素治

疗减缓病变进展；手术治疗则包括切除异位组织，改善生育能力

或缓解疼痛。对于不孕症患者，人工授精或体外受精（IVF）可能

是有效的治疗方案。

综上所述，虽然痛经是许多女性的常见问题，但当痛经症状

过于剧烈、持续且伴有其他异常表现时，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可能

性应引起重视。通过早期的诊断和科学的治疗，女性可以有效控

制病情，避免疾病进一步影响生活质量和生育能力。若出现持续

不适，及时就医是保证健康的关键。

痛经，警惕子宫内膜异位症
隋静 荣成市石岛人民医院

超声造影：揭示血流的秘密
熊芹 岳池县人民医院

一、超声造影初印象
当我们走进医院的超声检查室，一台台仪器摆放整齐，而超

声造影技术正悄然改变着传统超声诊断的格局。简单来说，超声

造影就像是给超声检查装上了“火眼金睛”，在常规超声成像基础

上，让那些原本隐匿在身体深处、难以辨别的细微血流变化清晰

地展现出来。以往，普通超声对于一些微小血管病变、肿瘤内部

血流灌注情况常常力不从心，超声造影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困境，

为精准医疗诊断注入强大动力。它不仅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还

为临床治疗提供了更为精确的指导，使得医生能够更加有针对性

地制定治疗方案，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减少不必要的医疗干预。

二、造影“魔法”如何施展
1.造影剂的神奇功效：这一技术的核心在于造影剂，它堪称是

这场超声影像魔法秀的主角。目前广泛应用的超声造影剂多是

由微小气泡构成，这些气泡小到肉眼几乎不可见，直径通常在微

米级别。它们被注入人体静脉后，会随着血液循环流动到全身各

处。神奇的是，这些微气泡与周围组织和血液有着截然不同的声

学特性，在超声探头发出的声波作用下，微气泡会产生强烈的反

射信号，就像是黑暗中的荧光标记，让原本暗淡无光的血流路径

在超声图像上被鲜明勾勒出来，医生得以洞察血管的每一处细微

动态。这种技术不仅能够帮助医生观察到血管的形态，还能实时

监测血流速度和方向，为诊断提供更为全面的信息。

2.检查过程全知晓：在进行超声造影检查时，患者无需过度紧

张。医护人员首先会在患者手臂上扎一个小小的静脉针，这个过程和

普通输液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疼痛感。随后，通过这个通道注入精

心调配好的造影剂，同时超声医生会迅速操作仪器，密切观察显示屏

上图像的变化。整个检查过程相对较短，一般15-30分钟即可完成，

期间患者只需要保持安静，按照医生指示调整体位，配合完成这场对

身体血流的探秘之旅。在检查过程中，医生会根据需要调整超声探头

的位置和角度，以获得最佳的图像质量，确保诊断的准确性。

三、照亮疾病诊断之路
1.肝脏疾病的“照妖镜”：在肝脏疾病诊疗领域，超声造影有着极

高的应用价值。对于肝脏内的占位性病变，无论是良性的肝囊肿、肝

血管瘤，还是令人担忧的肝癌，其血流灌注模式存在显著差异。肝囊

肿内部一般没有血流信号，就像一座“空心城堡”；肝血管瘤在造影早

期，周边会呈现出典型的结节状强化，而后逐渐向中心填充，仿佛一朵

慢慢绽放的花朵；肝癌则通常表现出“快进快出”的特征，动脉期快速

强化，紧接着又快速消退，这些独特的表现让医生能快速准确地判断

病情，为后续治疗抢占先机。超声造影技术的应用，使得肝脏疾病的

诊断更加精确，治疗方案更加个性化，大大提高了治疗的成功率。

2.守护心脏的卫士：心血管系统同样离不开超声造影的守

护。当怀疑心肌缺血、心肌梗死时，造影可以清晰地显示心肌不

同区域的血流灌注情况。正常心肌在造影下血流充盈均匀，而一

旦出现心肌梗死，病变区域会呈现出明显的血流灌注缺损，如同

地图上的“荒芜之地”，这为医生及时抢救心肌、制定个性化治疗

方案提供了关键依据。通过超声造影，医生可以实时监测心肌的

血流情况，评估心肌的活力，从而为患者提供更为精准的治疗。

四、展望未来新征程
随着科技的蓬勃发展，超声造影技术也在不断攀登新高峰。

科研人员持续研发性能更优的造影剂，力求实现更长的显影时

间、更低的不良反应发生率，让检查更加安全高效。同时，智能化

分析软件也逐渐崭露头角，它们能够自动识别图像中的异常血流

区域、精准量化灌注参数，进一步辅助医生提高诊断准确性，减轻

工作负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超声造影将以更加卓越的姿态，

深入医学各个角落，为守护人类健康持续发力，在无声的影像世

界里书写更多生命奇迹。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超声造影将为医

学领域带来更多的突破和创新，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和福音。

X光下的秘密——看见你身体的另一面
余飞 重庆市铜梁区人民医院

在现代医学的世界里，有一种技术能够让我们窥视人体内部的奥秘，它就是X射线

成像技术，简称X光。自从1895年由德国物理学家威廉·伦琴发现以来，X光就成为了

医学诊断不可或缺的工具。它不仅能够揭示骨骼的结构，还能帮助我们发现隐藏在身

体深处的疾病。今天，让我们一起探索X光背后的秘密，揭开它如何让我们看见身体不

为人知的一面。

一、X光的发现与原理
1895年11月8日，伦琴在进行阴极射线实验时，偶然发现了一种能够穿透不透明

物体的神秘射线。他将这种射线命名为“X射线”，因为当时对它的性质一无所知。X

射线是一种高能量的电磁辐射，它能够穿透人体组织，但对骨骼和某些组织的穿透能力

较弱。当X射线穿过人体时，不同密度和厚度的组织会吸收不同量的射线，形成一幅黑

白对比的图像，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X光片。

二、X光的日常应用知多少？
在医院里，X光机是常见的设备之一，无论是骨折、肺部感染、还是消化道问题，X

光都能提供关键的诊断信息。例如，当医生怀疑患者有骨折时，X光片能够清晰显示骨

骼的断裂情况；在检查肺部疾病时，X光能够揭示肺部的阴影变化，帮助诊断肺炎、结核

等疾病。

三、X光下的身体秘密
X光技术不仅仅局限于骨骼和肺部检查，它还能揭示更多身体的秘密。例如，通过

X光，医生能够观察到心脏和血管的轮廓，虽然不如CT或MRI那样详细，但在某些情

况下，X光足以提供重要信息。另外，X光还能用于检查胃肠道，通过吞服钡剂，医生能

够观察到消化道的形态和功能，帮助诊断胃溃疡、肠梗阻等问题。

四、X光的局限性与安全
尽管X光是一种强大的诊断工具，但它也有局限性。X光对于软组织的分辨能力

有限，对于某些疾病，如早期的肿瘤，X光可能无法提供足够的信息。并且，X光是一种

电离辐射，过量的辐射暴露对人体是有害的。因此，在进行X光检查时，医生会严格控

制辐射剂量，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以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五、X光的未来
随着科技的发展，X光技术也在不断进步，数字X光成像技术的出现，使得图像更

加清晰，辐射剂量更低。另外，计算机辅助诊断（CAD）技术的应用，能够帮助医生更准

确地识别病变。未来，X光技术与其他成像技术的结合，如PET/CT，将为疾病的早期

发现和治疗提供更加强大的支持。

六、X光知识拓展
1.X光的发现者——伦琴的意外发现：伦琴在研究阴极射线管时，偶然发现了一种

能够穿透黑纸的神秘光线。他用妻子的手拍摄了世界上第一张X光片，清晰地显示了

她手骨和戒指的轮廓。

2.X光与牙科：X光在牙科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牙科X光机能够拍摄牙齿和颌骨

的详细图像，帮助牙医诊断蛀牙、牙周病、智齿问题等。

3.X光与艺术修复：X光技术不仅用于医学，还被用于艺术领域。通过X光成像，修

复专家能够看到画作下面的草图和修改，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家的创作过程，从而

进行更精确的修复工作。

4.X光与安检：在机场和重要场所，X光机被用于安检，能够穿透行李箱，帮助发现

潜在的安全威胁，如爆炸物、武器等。

5.X光与工业检测：在工业领域，X光被用于检测材料内部的缺陷，如焊接点的裂

纹、铸件内部的气泡等，确保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X光技术的发现，开启了人类探索身体内部世界的大门。它不仅帮助医生诊断和

治疗疾病，还让我们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X光技术将继续

发展，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数据会说话：风湿免疫病离你并不远
李会芳 华北医疗健康集团邢台总医院

在大众认知里，风湿免疫病或许只是个模糊概念，常与老年人关节疼痛联系在一

起。但大量数据表明，这类疾病并非如此简单，它其实离我们每个人都很近。

从全球范围看，风湿免疫病的发病率不容小觑。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数据显示，类风

湿关节炎在全球的发病率约为0.5%-1%，这意味着每100到200人中，就可能有一人

受其困扰。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率在不同地区有所差异，在我国每10万人中约有30-

70人发病，且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尤其偏爱育龄女性。而强直性脊柱炎在我国

的患病率约为0.3%，多在青少年时期起病。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无数被疾病折磨

的个体与家庭。

在我国，风湿免疫病患者群体规模庞大。据不完全统计，患者总数已超5000万，且

仍在逐年递增。随着环境变化、生活方式改变，这一数字预计还会持续上升。如此庞大

的患者群体，足以说明风湿免疫病就在我们身边。

风湿免疫病的发病原因复杂多样。遗传因素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许多风湿免疫

病都具有明显家族遗传倾向。以类风湿关节炎为例，研究表明，约60%的发病与遗传基

因相关。若家族中有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其他家庭成员发病的风险可能会增加数倍。

环境因素同样不可忽视。长期处于寒冷、潮湿环境，是诱发风湿性疾病的常见因

素。比如，在我国南方一些地区，因气候常年湿润，风湿免疫病发病率相对较高。感染

因素也与发病紧密相关，某些病毒、细菌感染后，可能触发人体免疫系统异常反应，进而

引发风湿免疫病。像EB病毒感染，就被认为与系统性红斑狼疮发病有一定关联。

生活方式对疾病发生发展的影响也日益凸显。现代人工作压力大，长期熬夜、过度

劳累，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给疾病可乘之机。吸烟也是重要危险因素，大量研究证

实，吸烟会显著增加患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且会加重病情进展。

风湿免疫病的症状复杂多变，早期极易被忽视。多数患者最初可能仅有关节疼痛、

肿胀，常被误以为是普通关节劳损或扭伤。例如，类风湿关节炎早期症状多为小关节对

称性疼痛，尤其在手指、手腕等部位，早晨起床时关节僵硬、活动受限，这种晨僵现象往

往会持续数小时。系统性红斑狼疮则可能出现面部红斑、口腔溃疡、脱发等症状，因这

些表现不具特异性，易被误诊为皮肤病或其他疾病。强直性脊柱炎早期常表现为下腰

部疼痛、僵硬，尤其在夜间或休息后加重，活动后缓解，很容易被患者当作普通腰腿痛而

延误治疗。

若风湿免疫病得不到及时、规范治疗，危害极大。关节畸形是常见后果，类风湿关

节炎患者若病情控制不佳，关节软骨、骨质会逐渐遭到破坏，最终导致关节畸形，严重影

响手部精细动作和行走能力，使患者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对于系统性红斑狼疮，疾病可

累及全身多个器官，如肾脏、心脏、肺脏等，引发狼疮性肾炎、心肌炎、肺间质病变等严重

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强直性脊柱炎晚期可能导致脊柱强直、融合，患者身体活动严

重受限，只能保持固定姿势，生活自理都成问题。

面对风湿免疫病的严峻形势，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至关重要。定期体检能帮助

我们及时发现身体异常，尤其是有家族病史、长期处于不良环境、生活方式不健康的高

危人群，更应重视体检。一旦出现关节疼痛、肿胀、晨僵，或不明原因的皮疹、口腔溃疡、

发热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如风湿因子、抗核抗体、HLA-B27等检测，以

便早期明确诊断，采取有效治疗措施。

风湿免疫病并非遥远的“传说”，它真切地存在于我们周围。了解这些疾病的相关

数据、发病原因、症状及危害，提高警惕，做好预防与早期干预，是守护自身健康的关

键。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视风湿免疫病，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筑起坚固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