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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改变之下，省直中医院针灸康复医
学中心的治疗“道具”、方法也有了种种改
变。在该院针灸康复医学中心，笔者看到很
多疼痛患者练习“吹气球”，还有不少患者在
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使用运动器械，完成抗
阻练习。

47 岁的刘女士腰痛多年，这次来省直
中医院针灸康复医学中心就诊后，唐森医
生给她开的诊疗方案首先是“吹气球”！刘
女士虽然半信半疑，但她遵循了医嘱。在
刘俊乐医生的训练指导、治疗帮助下，通过
一段时间的逆腹式呼吸法练习后，她的吐
纳呼吸更加高效，骨盆后倾得以矫正，体
态得以改善，躯干核心更加稳定，腰痛症
状便迎刃而解了。

49 岁的公务员李先生开了一次长途回
株后，左手大拇指不能灵活运动，颈肩疼痛
难忍，活动不利，严重影响睡眠。到省直中医
院针灸康复医学中心就诊后，唐森认为这次
长途驾驶只是一个导火索，李先生颈肩疼痛
与他长期圆肩驼背、脖子前倾的不良体态密

切相关。据悉，这种体态很常见，主要原因是
后背肌群无力，前侧肌群紧张，长此以往会
导致脊柱变形、颈肩疼痛、呼吸不顺等。除施
以针灸、推拿外，唐森医生亦交代患者练“吹
气球”，建立高效呼吸，稳定躯干核心，同时
通过单杠垂悬、划船等器械训练，加强背部
肌肉力量，放松前侧肌群。两周后，李先生的
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君之病在
肌肤，不治将益深；君之病在肠胃，不治将益
深；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唐森
表示，《扁鹊见蔡桓公》告诉我们，疾病的层
次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递进的，当疾
病到了肠胃层次时，实际上腠理层次、肌肤
层次的问题仍然存在。

颈肩腰腿痛疾病中，以腰椎间盘突出症
为例，只考虑孤立的腰椎间盘结构损伤是片
面的，除了突发外伤，绝大部分情况是慢性
累积性损伤腰椎间盘。“首先是腠理层次的
结构筋膜分布应力不均，继而波及肌肤层
次。肌肉应力不均，生物力学失衡，影响血管

血供、神经生物电信号传导，肌肉力量、耐力
下降。逐渐慢性损伤后，躯干的稳定性进一
步下降，不良应力最终传导到椎间盘这个软
骨结构，导致骨关节这个层次的结构损伤。
若伴随胃肠功能抑制如便秘，盆腔脏器功能
紊乱如盆腔积液，还可能损伤到脏腑层次的
结构。”唐森表示，这就是他们对于腰痛患
者，同时辅以练习吐纳稳定躯干、抗阻训练
强化肌肉的原因。

唐森还介绍，随着模式之变、道具之变，
未来省直中医院还将探索“医健结合”之路。
运动康复是康复医学的一个分支，但在具体
的运动训练器材和实践上，健身行业更加丰
富。“对于运动员来说，医健结合能提高竞技
状态，比如苏炳添，他在这个年纪能跑出这
么好的成绩；对普通人来说，医健结合能改
善身体功能。目前而言，运动康复是医疗与
健 康 产 业 的 交 集 区 域 ，根 据《“ 健 康 中 国
2030”规划纲要》要求，我们要加强学习、借
鉴和人才培养，探索‘医健结合’，造福株洲
市民。”唐森表示。

康复，又名平复、康健，主要服务
对象包括残疾人、老年人、康复慢性病
人、健康与亚健康人群。随着我国老年
化社会的到来，人们生活条件及生活
习惯的改变，以及人们健康、保健意识
的提高，康复的服务对象社会需求量
猛增，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这也为当
今康复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今年8月，省直中医医院顺应人民
群众对健康的需求，成立针灸康复医
学中心。在思考、分析现状的基础上，
该中心发扬、挖掘、传承中医药传统，
同时将传统康复医学与现代康复学紧
密结合，为市民提供高水平、个性化、
全方位的中西医结合康复诊疗。“除人
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省直中医
医院针灸康复医学中心的服务与探
索，是新时期我国中医药守正创新的
生动实践……

做好新时代中医康复的传承与创新——

省直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的变与不变
朱洁 张倩

针灸康复医学中心
中心创建于 1964 年，经过数代针灸康复人的不

懈努力，现为国家级中医针灸临床重点专科、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十一五”重点专科和中医药适宜技
术省级师资培训班临床培训基地、省针灸区域诊疗
中心、省中医药管理局颈肩腰腿痛重点研究室。

中心下设针灸疼痛科、康复医学科、康复治疗
中心、针灸推拿门诊四个单元，开放床位共 120 张，
业务用房面积 5000 余平方米，现有医护人员 73 人，
其中主任医师 4 人、副主任医师 11 人、市名中医 4
人、硕士研究生 18人。

中心以中医传统针灸康复为特色，以颈肩腰腿
痛、瘫病康复治疗为主攻方向，以颈椎病、腰椎间盘
突出症、膝关节骨关节炎、肩周炎、中风偏瘫、面瘫、
截瘫等疾病为优势治疗病种，积极将常规针灸、正
骨推拿及小针刀、平衡罐、盘龙灸、穴位埋线、五行
针刺法、腕踝针、浮针等中医针灸传统特色疗法与
现代先进康复诊疗技术深度融合，并广泛应用于骨
伤康复、肿瘤康复、心肺康复、盆底康复、产后康复、
儿童康复等亚专业，在各类顽固性疼痛、运动平衡
功能障碍、言语吞咽功能障碍、心肺功能障碍、膀胱
直肠功能障碍等康复疑难杂症诊疗方面有独到的
功效与过硬的实力。

核心提示

健康资讯

68 岁的周阿姨每周都会来省直中医院
针灸康复医学中心，在孙嘉伟治疗师的指导
下，进行一些腿脚的康复锻炼。

“从 10 月上旬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

每周 1 到 2 次，我的右膝盖已经恢复得差不
多了……”她告诉笔者。据说，上半年，她右
膝不舒服，走路及上下楼梯困难，无法完成
下蹲等动作。“之前在别的医院其他科室也

看了，说是年纪大了关节退行性病变，医生
交代要晒太阳、补钙。之前我每天要走 6000
步，但因为膝盖不舒服，医生嘱咐我暂时不
运动了。”

神经康复：
发扬传统优势，探索中西结合之道

在神经康复领域，省直中医院多管齐下，
发扬传统针灸、推拿等中医药优势，结合现代
康复的生物反馈疗法、低频神经电刺激，在辅
助平衡功能训练，让一批患者获得康复。

今年 5月，在省直中医院针灸康复医学中
心医护人员以及家属的帮助下，“沉睡”4年之
久的植物人黄先生奇迹般苏醒。因为车祸，黄
先生成为一位中风后遗症期、气虚血瘀型植
物人，西医诊断为重型颅脑损伤、术后脑积
水、意识障碍、运动功能障碍、感觉功能障碍、
平衡功能障碍、语言功能障碍、症状性癫痫
等。为唤醒这样一位患者，刘鼎、罗方正等为
他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康复方案。

中医方面，治以开窍醒神、补气活血，予
以中药、针刺、穴位贴敷、穴位注射等；西医方
面，予以被动活动训练、电动起立床训练、关
节松动手法训练、低频脉冲电刺激等。促醒训
练方面则更加具有针对性，除了比较常见的
正中神经刺激、酸甜苦味觉刺激、辣的痛觉刺
激，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黄先生的家人还为
他特意录制了一些音频。在医患、家属的共同
努力下，终于黄先生创造了奇迹。

李爷爷是一位中风后足下垂患者，左侧
肢体偏瘫、腿脚不灵便的他，来到省直中医院
针灸康复医学中心寻求帮助。中心为他制定
了中西医结合的康复方案。中医方面，实施足
阳明、足少阳经筋电针、头皮针、穴位注射等，
西医方面给以神经肌肉促通手法技术、经颅
磁刺激治疗、生物反馈疗法、低频神经电刺激
等，经过针灸康复治疗 2 月，充分挖掘中枢神
经系统可塑性潜能，李爷爷的偏瘫侧足踝重
新获得了背屈随意运动功能，他的步行能力
大大获得提高。

治疗面瘫效果明显。今年 8月，46岁的刘
女士右侧口眼歪斜 8日，闭目露睛，迎风流泪，
不能皱眉、示齿、鼓腮，漱口时漏水，进餐时滞
留食物残渣。经诊断评估，省直中医院针灸康
复医学中心黄迎春医生认为，这是面神经损
伤程度为六级的严重面瘫，患者的右侧面部
肌肉完全麻痹，需要尽快予以中西结合康复
治疗。幸运的是，通过中西医结合康复，予以
针灸、热敷、闪罐、推拿结合神经肌肉促通技
术、超短波、低频神经电刺激、面部康复训练、
消炎及营养神经等治疗，两周后刘女士右侧
面肌运动功能恢复，症状消失。

一段时间不运动，周阿姨的膝盖并没有
好转，相反她感觉腿脚越来越不方便。9月，
她来到了省直中医院针灸康复医学中心找
专家帮忙。

副主任医师、全国中医临床特色技术传
承人才培养对象、省直中医院针灸康复医学
中心主任唐森接待了周阿姨。针灸外治、中
药内服，没几天，周阿姨的疼痛就消失了，人
也“消失”了。

“我以为自己好了，可以不去医院了。”但
周阿姨没想到，几天后，她的疼痛又复发了。

唐森表示，临床中周阿姨这样反复发作
的患者不少。“我们的生活不断科技化、智能
化，上下楼有电梯，出门开汽车，甚至做家务
也不需要了，有洗碗机、扫地机、拖地机‘帮
忙’，加上现代人经常使用智能手机、电脑、
平板等科技产品，往往久坐少动，一些病就

‘懒’出来了。骨关节错位紊乱，筋失柔、骨不

正，气血难以通畅，致使颈肩腰腿痛成为临
床上最常见的疼痛类疾病，而且反复发作，
难以痊愈。”唐主任说。

《黄帝内经》记载的“久坐伤肉，久立伤
骨”，说的就是肌肉力量和耐力的减退。唐森
介绍，“以前的很多疼痛类患者，经过针灸、
推拿等治疗后，往往能恢复，是因为他们动
得多，肌肉力量、耐力好；现在的人反复发作
是因为动少了，所以即使治疗暂时缓解了疼
痛，但患者的肌肉力量、耐力等问题，并没得
到根本性改变。”

“让人体肌肉力量、耐力稳定和增强的
唯一方法是主动训练，在人们普遍疏于运动
的背景下，要减少疼痛类疾病的复发率，临
床诊疗的模式亟待改变。”唐森表示，以前的
诊疗模式，少有功能评估，多是被动处理，即
患者感觉疼痛后找医生治疗；省直中医院针
灸康复医学中心则致力中西结合康复模式

之变，探索被动治疗+主动训练的模式。
周阿姨接受了唐森的观点。在省直中医院

针灸康复医学中心苏华新医生、温崇钦治疗师
的指导下，她每周来医院进行科学运动、主动训
练，并按时按质完成医生布置的“家庭作业”。约
莫1个月后，她的活动能力恢复到发病以前。

唐森表示，模式之变既是创新，也是回
归。事实上，中医康复讲究针灸外治、中药内
服以及导引训练，人们熟悉的调息、五禽戏、
太极拳等，都是导引的范畴。另外，中西结合
康复模式之变也呼应了新时代人们的健康
需求——预防是最廉价、最有效的治疗。“我
们的关节、骨骼、韧带，好比一个个零件，随
着复合使用次数的增多，必然出现一定的损
耗。“但，人不是机械设备，不可能随意更换
零件，这就提醒我们要加倍珍惜它们，通过
被动治疗、主动训练，将它们保养到现阶段
的最佳状态。”唐森呼吁。

模式之变：主动训练，治本的唯一路径

“道具”之变：杂合以治，传承中医康复整体观

省直中医医院针灸医学中心医护人员合影 “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

唐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