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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眼中竟出现两个“妈妈”，这是咋回事
如果是突然出现的复视或症状较重，需及早就诊

炎炎夏日，中医养生有道

巧用“节气贴”和艾灸可冬病夏治
记者 韩虹丽 通讯员 曹坤 刘学鸣

多食用清热利湿食物
可用冬瓜、莲叶、薏米烧汤喝

《内经》指出，“夏三月，此为蕃秀。天
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
意思是说，炎夏时节，人们应该顺应自然
生长的规律，在夜间可以适当晚睡，清晨
要早早起身，不要厌恶日长天热，仍要适
当外出运动，使气机宣畅、通泄自如、精神
外向。

夏季不仅气温高而且雨水多。湿热交
蒸，人就易感暑湿之邪而患病。

山东省立第三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
白田雨说，如果不能祛除暑湿，就会出现
脘腹胀满、食欲不振、大便溏泄、小便不
利、水肿等各种症状。“因此要多食用清热
利湿的食物，比如绿豆粥、荷叶粥、红小豆
粥等，用冬瓜与莲叶、薏米烧汤喝，也是清
湿热的清凉饮料。”

此外，中医讲长夏与五脏之中的脾脏
相应，脾喜燥恶湿，若湿邪困脾，则脾气不
能正常运化，会导致肌体水湿停聚，应尽
快食用略带苦味的食物，达到健脾除湿的
目的。

保持适当运动
切不可大量饮凉水

除了保持良好的饮食起居，适当运动
也是必要的。“由于这个季节气温最高，夏
季运动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天气相对
凉爽时进行，场地宜选择在空气新鲜的地
方。”白田雨建议，锻炼不宜做过分剧烈的
活动，可以选择散步、慢跑、太极拳、广播
操等。

“在运动锻炼过程中，若出汗过多，可
适当饮用淡盐开水或绿豆盐水汤，切不可
大量饮用凉水，更不能立即用冷水冲头、
淋浴，否则会引起寒湿痹证、黄汗等多种
疾病。”白田雨提醒。

俗话说“夏至一阴生”，意思是说，在
此节气中，尽管天气炎热，可阴气已开始
生长，致使人显得极其脆弱，容易患各种
疾病，所以，这一节气中，合理的养生保健
非常重要。

白田雨说，在炎热的夏天，应当注意
调整呼吸，使心神安静，想象心中存有冰

雪一样，便不会感到天气极其炎热了；不
应当被炎热天气扰乱心神，使心境烦躁，
否则会感到天气更加炎热。

“冬病夏治”中医调理
巧用艾灸培补脾胃

“冬病夏治”是大家常听的词语，这到
底是啥意思？白田雨介绍，这是指对于一
些在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疾病，在夏季
给予针对性治疗，提高机体抗病能力，从
而使冬季容易发生或加重的病症减轻甚
至消失。

夏至节气，人体阳气达到顶峰，这时

“冬病夏治”较适宜，白田雨表示，这是人
体锁阳驱寒的时机，此时可以进行艾灸治
疗，使得冬季伏邪不能触发。

“容易生病的人大多属于阳虚体质，
艾叶是温性的，属于纯阳之物。艾灸能够
温通经络、祛除寒湿，补益人体阳气。”白
田雨说。

“节气贴”是指在特定时节进行中药
穴位敷贴的方法。“许多疾病，如气管炎、
哮喘、鼻炎、腰腿痛，容易在一年中最冷的
冬季发病，‘夏至节气贴’具有扶助正气、
激发机体潜在的顺应能力或应变能力，有
助于防病保健。”白田雨说。

长期患有体虚易感、过敏性鼻炎、哮
喘、支气管炎、肺气肿等呼吸系统疾病的
患者，往往容易在冬季发病，这是因为患
者平素正气不足，而夏天正是扶正祛邪的
好时机，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更好地透
邪外出。

夏季脾胃也尤为重要，脾胃是人体的
“后天之本”，消化功能的好坏，直接关系
到能量供给。

“夏季使用艾灸的方法培补脾胃，可
以健脾化湿，从而远离腹胀、腹痛、腹泻的
困扰。夏季过食寒凉，也会引起诸多消化
系统问题。”白田雨说。

冬季阳虚和颈肩腰腿痛发病率也不
容小觑。与呼吸系统疾病一样，冬季寒气
盛时，寒邪产生的疾病不能从根本上消
除，只有到了盛夏季节，人体的阳气充盛
了，才可以更好地驱散体内寒邪。

艾灸的方式有多种。如督脉火龙灸施
术于背部督脉区域，可以覆盖上中下三
焦，贯通阳脉之海，促进体内阳气的流通，
不仅可以峻补元阳，因贯通了三焦，阳气
可以在体内循环往复，而不至于阳气郁
积，虚火上炎。

白田雨介绍，还可以根据患者具体
情况，进行脐灸、温肾八髎灸等各种灸
法。

脐灸可以峻补元阳，对小便功能障
碍、妇科、男科以及生殖消化系统疾病均
有作用。温肾八髎灸，作用在腰骶部，近盆
腔脏器，对月经不调、痛经、卵巢早衰、男
性功能障碍、腰痛有作用。

“对于艾灸来说，可以一周艾灸2-3
次。病症较轻，或虚火上炎明显，或以养生
保健为目的，一周至十天艾灸1次。总疗程
需根据病情轻重及患者反应而定，一般需
要进行艾灸5-10次。”白田雨说。

进入夏至后，一波波高温“袭击”着济南。未来一周，
天气预报显示气温仍“标红”，高温持续。面对燥热难耐
的天气，我们该如何养生保健呢？不妨听听中医的建议。

藿香正气水(片、胶囊)

有解暑、化湿、和中功效，针对
主要症状包括：头昏、胸闷、呕吐、腹
泻、脘腹胀痛等。对中暑、以吐泻为
主的胃肠性感冒效果最好。如果作
预防用，可每次服用治疗量的1/3。

六一散

有名的解暑药，配方简单，由滑
石、甘草以6:1的配方组成。可清热
利尿，中暑后往往会出现小便不利
等症状，将“六一散”用凉开水调服
即可。

人丹

具有清热解毒、祛暑止吐、清凉

开窍的作用，还可用于退热。对天气
炎热导致的头晕、头痛、恶心、胸闷
等，可每次服10粒，含化或凉开水送
服。婴幼儿不宜服用。

十滴水

有祛暑、散寒、健胃作用，起效
较快。中暑后出现头昏头痛、恶心呕
吐、腹泻时，可将十滴水2～5毫升溶
于白开水中搅匀服下，中暑症状很
快可缓解。高温作业时，事先喝一点
也有防暑作用。

清暑益气丸

此药由西洋参、知母、黄连等药
组成，不仅清暑祛湿，还益气生津，
尤其对体弱老年人适用。

常用防暑解暑药

记者 焦守广 通讯员 王昆

早上起床后，孩子突然指着
妈妈说“我看到两个妈妈”，这可
把家长吓坏了，再仔细询问，孩子
说看什么东西都是双的。这到底
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种情况就是
重影，也称为“复视”。

山东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眼科
专家介绍，医学上将同一物体在
大脑中呈现两个甚至多个景象的
情况叫复视，这是眼科常见的临
床症状。那么复视是怎么形成的？
如何消除复视呢？

眼科专家介绍，复视可分为
两种，分别是单眼复视和双眼复
视。分辨这两种复视的方法也很
简单，遮盖一只眼后复视消失，那

么就是单眼复视；反之，则为双眼
复视。

这些疾病
可引起单眼复视

单眼复视的成因，是同一物
体在同一眼视网膜的不同位置形
成两个图像。可能引起单眼复视
的疾病如下：

1 .屈光不正：这是最常见的
单眼复视病因，尤其是较大度数
的散光。这种情况需佩戴合适的
眼镜进行矫正，复视症状即可好
转或消失。

2 .角膜水肿、角膜混浊、虹膜
缺损、晶状体脱位，也是造成单眼
复视的原因。一些眼科或全身疾

病，偶尔也会伴随单眼复视的症
状，如视网膜脱离、中枢神经系统
异常及精神疾病等。

双眼复视
有四大病因

双眼复视是同一个物体投射
在双眼不同的视网膜对应点上而
产生的。我们两只眼能看清同一
个物体，前提是物体成像在双眼
对称的视网膜位置上，如果同一
物体投射在双眼不同的视网膜对
应点，双眼产生的物象不能被大
脑融合，就会产生复视。

双眼复视有以下四大病因
1 .共同性斜视：以外斜视多

见。有的患儿早期眼位控制能力较

好，其斜视是隐性的，也不复视，随
着年龄、用眼需求以及斜视度数的
增加，患儿眼位控制能力相应下
降，隐斜视变成间歇性甚至恒定性
斜视，便会出现复视症状。

斜视患者一旦出现复视，需
要尽快就诊，必要时及时手术干
预。急性共同性内斜视是一种突
然发生的、伴有复视的特殊类型
共同性内斜视，其发生可能与过
度近距离用眼、近视、心理因素等
相关。有些急性共同性内斜视，尤
其是儿童发病的，是某些颅脑疾
病的眼部征兆，需尽早就诊。

2 .麻痹性斜视：伴随的复视
多为持续性的，其方向可以是水
平、垂直甚至旋转的一种或多种。
麻痹性斜视可以是原发性的，也

可以是外伤、颅脑疾患、眶壁骨折
等影响肌肉神经功能的原发疾病
造成的，需及时到正规医院接受
治疗。

3 .集合/分开不足：有时也会
在看近或看远时有复视症状，可
通过视觉训练改善。

4 .患某些疾病，如甲状腺相
关性眼病、海绵窦综合征、眶上裂
综合征等，有时也会伴有复视的
症状，及时就诊、明确诊断并积极
治疗原发病是关键。

专家表示，引起复视症状的
情况有很多，如症状较轻、不影响
正常生活的，可以择期就诊。

如果是突然出现的复视，或
者症状较重、持续不缓解，应尽快
到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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