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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
盛夏时节，一年一度的

“冬病夏治”传统中医诊
疗将迎来好时机。昨日，
记者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河南省中医院、
河南省中医一附院、郑州
市中医院等多家医疗机
构获悉，今年的“三伏贴”
治疗将于 7 月 20 日正式
开启。

“冬病夏治”是我国
传 统 中 医 药 的 特 色 疗
法。“三伏贴”是趁全年气
温最高、阳气最旺的夏季
三伏期间，选用具有辛
温、祛寒、通经等功效的
药物制作成贴敷膏，贴
敷于特定的穴位上，调
整人体阴阳平衡，增强
机体免疫力，温补阳气、
散寒驱邪、活血通络，从
而达到防病、治病的预
防保健目的。

“三伏贴”主要适合
四大类疾病，包括：呼吸
系统疾病，如过敏性鼻
炎、哮喘、支气管炎、慢性
咳嗽、慢性咽炎、反复感
冒等；消化系统疾病，如
消化不良、慢性胃炎、慢
性肠炎、胃肠功能紊乱
等；妇产科疾病，如痛经、
宫寒、带下量多、产后疼
痛等多种慢性虚寒性疾
病的防治；疼痛性疾病，

如骨性关节炎、强直性脊
柱炎、颈椎病、腰椎病、腰
肌劳损、风湿性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等。此外，

“三伏贴”还可以用于改
善亚健康状态以及针对
不同的体质类型进行调
理和改善，如畏寒怕冷、
疲劳乏力、免疫力低下、
养生保健等。

按 照 计 划 ，2025 年
“三伏贴”时间安排为：初
伏贴敷 7 月 20 日~29 日；
中伏贴敷7月30日至8月
8日；末伏贴敷 8月 9日~
18日；伏后加强贴敷 8月
19日~28日。

需要注意的是，“三
伏贴”的最佳贴敷时间为
每伏首日，各伏前 3天内
贴 敷 同 样 具 有 显 著 疗
效。其间也可以根据自
身实际按时间表贴敷，贴
敷时间可不拘具体某天，
疗程依次后延。建议连
续贴敷 3年以巩固疗效。
贴敷期间应避免生冷、辛
辣食物，忌吹空调，局部
出现轻微发热、瘙痒属正
常反应，若症状严重需及
时就医。

医生提醒，“三伏贴”
并非适合所有人，禁忌人
群包括皮肤破损者、孕
妇、2岁以下婴幼儿、急性
发热患者及传染病患者。

腿痒两个月竟是肝癌的
“信号”

今年 6 月，浙江一名
58岁的女士因双腿持续瘙
痒两个月就诊。起初，家
人以为是皮肤干燥或过
敏，但抗过敏治疗无效后，
医生建议其进行肝功能检
查。结果发现，这位女士
的胆红素水平异常升高，
超声检查进一步确认其
患有晚期肝癌。医生表
示，皮肤瘙痒正是肝功能
受损导致胆汁酸沉积的
典型表现。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
但皮肤却可能成为‘替罪
羊’。”李建锋解释，当肝脏
代谢、解毒功能下降时，体
内毒素和代谢废物无法正
常排出，皮肤会率先出现
异常反应，甚至比血液检
查更早发出警报。

皮肤异常是肝脏病变的
“信号灯”

皮肤发黄，可能是肝
脏“罢工”的信号。

黄疸是肝功能异常最
直观的表现之一。正常情
况下，肝脏将胆红素转化
为胆汁排出体外。但当肝

细胞受损或胆道阻塞时，
胆红素无法正常代谢，会
在血液中堆积，导致皮肤、
眼白（巩膜）和黏膜呈现黄
色。李建锋强调：“黄疸不
仅是肝炎、肝硬化的标志，
更是肝癌的重要预警信
号。若发现皮肤或眼白发
黄，尤其是伴随尿液深黄、
粪便颜色变浅，应立即就
医排查肝病。”

皮肤瘙痒，可能是胆
汁酸沉积引发“顽固痒”。

肝脏损伤后，胆汁酸
代谢受阻，胆汁酸沉积在
皮肤真皮层，刺激神经末
梢 ，引 发 难 以 缓 解 的 瘙
痒。研究表明，当肝脏处
理胆汁酸能力下降 30%
时，瘙痒敏感度可增加 5
倍。“这种瘙痒常表现为全
身性，且夜间加重。”李建
锋提醒，若皮肤无皮疹、红
肿等外在表现，却持续瘙
痒，需考虑肝功能异常。

日常护肝小贴士
李建锋建议：“肝脏的

健康需要从日常生活中的
点滴做起。”定期体检至关
重要，建议每年至少进行
一次肝功能检查，对于慢

性肝病患者或高风险人
群，必要时可进一步选择
肝脏弹性成像或腹部超声
检查，以便更直观地观察
肝脏结构是否出现脂肪变
性 、纤 维 化 或 硬 化 等 问
题。饮食与生活习惯的调
整是关键，应严格限制酒
精摄入，避免长期饮酒对
肝细胞的直接损伤；同时
减少高脂肪、高胆固醇食
物的摄取，控制体重，降低
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
此外，科学作息与适度运
动也不可忽视，保证每天
7~8小时高质量睡眠。每
周进行 3~5次有氧运动可
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肝脏
代谢功能。最后，药物使
用需格外谨慎，许多药物
如止痛药、抗生素、中草药
等可能通过肝代谢并产生
毒性，因此必须严格遵医
嘱用药，避免自行服用不
明成分的保健品或偏方。

“肝脏的损伤往往是
渐进的，早期症状隐蔽，但
皮肤可能早已发出信号。”
李建锋提醒，尤其是出现黄
疸、瘙痒、蜘蛛痣、瘀斑等异
常时，务必及时就医。
本报记者 黄栖悦

“三伏贴”
本周日开贴
适用于四大类疾病
并非适合所有人

我省公布31家配备抗蛇毒血清医院名单
毒蛇咬伤并非“无解之症”，立即就医别耽误黄金救治期

本报讯（记者 王红）为
方便被毒蛇咬伤患者及时
就医，保障群众身体健康和
生命安全，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近日公布了全省 31家毒
蛇咬伤救治医疗机构名单。

据介绍，每年4~10月被
毒蛇咬伤多发，7~9月是毒
蛇咬伤高峰期。河南省地处
中原，气候相对寒冷干燥，与
南方省份相比，蛇类品种、分
布相对较少，呈“豫南高于豫
北，豫西高于豫东”的特点。
河南省毒蛇共有11种，包括6
种无毒牙毒蛇，最常见的毒
蛇为短尾蝮蛇。据不完全统
计，2022年以来我省被毒蛇
咬伤的患者主要集中在信
阳、南阳、洛阳、驻马店等山
区较多的地区，每年发生
400~500例，尚无直接致人死

亡病例。
专家提醒，被毒蛇咬伤

后，当剧毒蛇牙刺入皮肤的
那一刻，能否尽早、及时、准
确使用抗蛇毒血清至关重
要，切忌耽误黄金救治期。
抗蛇毒血清是毒蛇咬伤的基
础性治疗药物，要尽可能努
力缩短从被毒蛇咬伤到开始
使用抗蛇毒血清的时间。
越早使用，毒蛇对组织造成
的损害越小，预后越佳，如
早期未能使用抗蛇毒血清，
只要中毒性损害仍在持续，
咬伤后几天甚至更长时
间仍应考虑用药。

专家建议，如意外被蛇
咬伤，一定要保持冷静，切勿
惊慌奔跑，防止毒液迅速扩
散。同时，要立即远离被蛇
咬的地方，防止再次被咬。
但要尽可能记住蛇的颜色、
花纹、大小、头型等特征，最
好拍照留存，便于医生精准
诊治。被蛇咬伤后，还要注
意迅速摘掉戒指、手镯、手表
等束缚物，防止肢体肿胀后
这些物品阻碍血液循环。同
时，要注意绑扎固定，即在伤

口近心端 5~10厘米
处，用布条、绷带

等结扎（松紧以能插入一指
为宜），每20~30分钟松解1~
2分钟，避免肢体因缺血坏
死。可用大量清水、肥皂水
轻柔冲洗伤口 15~20分钟，
减少毒液残留，但是不要用
力挤压伤口，防止毒液扩
散。冲洗完伤口，立刻拨打
120急救电话，前往有蛇伤
救治能力、储备抗蛇毒血清
的医院。送医途中，让伤肢
下垂并低于心脏位置。

为方便群众就医，河南
省毒蛇咬伤救治医疗机构名
单公布在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官网，具体信息包括：医疗机
构名单、详细地址、抗蛇毒血
清种类名称、咨询电话、日常
工作时间等。目前，全省共
有 31家医院 24小时提供毒
蛇咬伤救治服务，分布在郑

州、洛阳、平顶山、濮阳、三门
峡、南阳、信阳、驻马店。其
中，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等 31家医院都备有抗蝮蛇
毒血清，平顶山市叶县人民
医院有抗蝮蛇毒血清和抗五
步蛇毒血清。

专家表示，毒蛇咬伤并
非“无解之症”。夏季大家
在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范，
特别是在草丛、树林等地方
行走时，要格外小心，如果
不幸被咬伤，一定要立即就
医，最好找到专业救治机
构，千万不要耽误时间。

扫码查看
医院名单

皮肤持续瘙痒，可能是“替肝发声”

日常护肝、定期体检很重要

近日，来自浙江的一位女士因腿部持续瘙痒两个月
最终确诊肝癌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肺主皮毛、肝主疏
泄”，肝脏作为人体重要的代谢和解毒器官，其健康状况
往往通过皮肤发出“无声的警告”。郑州市第七人民医院
普外一病区主任李建锋指出：“肝脏本身没有痛觉神经，
但皮肤却是‘替肝发声’的晴雨表。关注皮肤异常，务必
提高警惕，及时排查肝脏病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