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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 护

刘维俭

胁痛是以一侧或两侧胁肋疼痛为主要表现 的 病

诬
,

也是临床比较多见的一种 自觉症状
,

肝脉布于两

胁
,

胆与肝相为表里
,

故胁痛多
.

属于肝胆病变
,

如

《 灵枢
·

五邪 》 篇说
: “

邪在肝
,

则两胁中痛
”

《 素间
·

藏气法时论篇 》 说
: “

肝病者
,

两胁下痛引

少腹
。 ”

关于病因
,

因肝主咚泄
,

性喜条达
,

所以若

情志失调 , 或外伤久病 , 或益热内郁 , 或阴血亏虚
,

以致肝络不和
,

疏泄不利 , 或络脉失养
,

均可导致胁

痛
。

一
、

对病情的观察

(一 ) 对胁痛性质的观察

1
.

胀痛
:

胁下胀满
,

部位不定
,

暖气频繁
,

每

因情志不舒而痛作
,

此证属于肝气郁结
。

2
.

刺痛
:

胁肋下或见症块
,

固定不移
,

入夜痛

甚
,

多为肝郁 日久
,

气滞血病
。

8
.

灼痛
、 口苦

,

胸脱闷
,

纳呆
,

恶 心呕吐
,

有

时可伴有身目尽黄
,

多为饮食所伤
,

证属肝胆湿热
。

4
。

隐痛
:

胁肋隐痛
,

悠悠不休
, 口干咽燥

,
属

·

肝阴不足
。

(二 ) 对舌苔
、

脉象的观察

在中医护理过程中
,

护士要掌握观察舌苔和脉象

的方法
,

从而判断舌苔
、

脉象的病变
,

随时报 告 医

生
,

有利于诊断治疗及护理
,

如病人舌苔薄
、

脉弦
,

多为肝气郁结 , 舌质紫暗
,

或有演斑
,

脉象沉涩 , 多

为癖血停着 , 舌苔黄腻
,

脉弦数
,

多为肝胆湿热 , 舌

红少苔
,

脉细弦而数
,

多为肝阴不足
。

根据观 察 舌

苔
、

脉象的变 化
,

分析疾病的部位
、

性质 以及邪正盛

衰
,

使之 正确地辨证施护
。

(三 ) 对其它兼证的观察

肝气郁结常兼有腹满胁胀
、

食少
、

纳呆
、

吸气
,

每遇情志波动而诱发 , 痰血停着常兼有胁肋下 或见症

块
,

其刺痛入夜更甚 , 肝胀湿热常兼有身黄
,

或伴有

住来寒热
,

小便黄赤
,

或有恶心呕吐
,

呕吐蛔虫 , 肝

阴不足常兼有 口干
,

心中烦热
,

头晕目眩
。

二
、

辨证施护

(一 ) 肝气郁结
:

其病因是由于情志不遂所致
,

或长期忧思恼怒
,

情志不舒
,

肝气失于条达
,

在护理
.

L
,

重点 以开怀理气为主
,

首先要注意消除那些影响

病人情绪
,
而使病情易于变 化的各种因素

,

对病人要

多加安慰
,

对其寒暖和饮食等方面要体贴入微的给予

照顾
,

使 其 心 情 平 和

,

肝 火 平 复

,

在 不 违 背 治 疗 原 则

的 基 础 上

,

尽 量 满 足 病 人 的 要 求

,

这 样 对 待 疾 病 是 有

好 处 的

,

胁 痛 剧 作 时 可 局 部 热 败 双 柏 蜜 水

,

以 利 消 炎

止 痛

,

中 药 要 热 服

。

病 例
1

:

黄 英

,

女

,

40 岁
,

营 业 员

。

右 胁 痛 剧

两 天
,

阵 阵 而 作

,

院 胁 胀 满

,

呕 吐

,

不 能 进 食

,

每 因

工 作 不 遂

,

情 绪 不 舒 而 加 重
,

性 情 急 躁

,

脉 象 弦

。

用

柴 胡 疏 肝 散 加 减

,

在 治 疗 上 还 应 注 意 开 导 病 人 保 持 乐

观 情 绪

,

学 会 对 心 理 状 态 的 自 我 调 节

,

少 生 气 或 不 生

气

,

呕 吐 不 能 进 食 时

,

可 给 柴 胡 舒 肝 散 加 二 陈 汤
,

剧

痛 时 针 刺 支 沟

、

阳 陵 泉

,

一 个 月 后 病 人 病 愈 出 院

。

(二 ) 痰 血 停 着
:

病 因 是 由 于 外 伤 或 受 寒

,

气 郁

日 久 而 致 痕 血 停 着

,

痹 阻 脉 络

,

治 疗 上

,

舒 肝 理 气

,

活 血 化 蛾 为 主

,

护 理 上 要 注 意 应 适 寒 暖

,

舒 情 志

,

因

过 寒 则 寒

,

血 凝 则 气 滞

,

情 志 不 舒 则 气 滞 加 重
,

病 室

内 要 保 持 安 静

、

阳 光 充 足

,

病 员 要 参 加 适 当 的 活 动

,

但 活 动 量 不 宜 过 大

,

如 散 步

,

倾 广 播 操

,

做 气 功

,

以

气 冲 击 痛 处 活

.

血
化 演

,

二 是 针 炙 和 推 拿 化 演 散 结

,

活

血 通 络

,

由 于 外 伤 而 致 痰 者

,

如 果 “ 小 时 以 内 用 冷

敷
,

24 小时以后局部用 75 %酒精加红花泡水外敬
。

病 例
2 :

刘 晓 美

,

女

,

肠 岁

,

干 部

。

右 肋 剧 烈 疼

痛

,

痛 处 固 定 不 移
,

夜 间 加 重
,

口
渴

一

必 冷 饮

,

脉 弦

,

苔 薄 尖 红

,

证 属 痰 血 停 着

,

给 义 元 活 血 汤 加 减

,

护 理

上 给 红 花 酒 精 按 摩 局 部

,

开 导 病 人 保 持 心 情 舒 畅
,

指

导 病 人 进 行 体 育 锻 炼

,

根 据 病 情 做 到 动 静 结 合

。

(三 ) 肝胆 湿热
:

其 病 因 是 外 邪 内 浸 或 饮 食 所

伤

,
以 致 湿 热 之 邪 蕴 结 于 肝 胆

,

使 肝 胆 失 于 疏 泄 条

达

,

胆 .1t 不循肠道
,

湿 热 中 阻

,

治 疗 上 清 利 湿 热

,

护

理 上 以 食 疗 为 主

,

特 别 对 胁 痛 伴 有 黄 疤 的 病 人

,

要 忌

刺 激 性

、

汕 腻 性 食 品

,

饮 食 宜 清 淡

、

吃 易 消 化 食 物

,

进 食 不 宜 过 饱

,

以 免 饮 食 失 调

,

运 化 失 常

,

此 外 注 意

病 人 的 寒 热 情 况 及 胁 痛 程 度 的 变 化

,

以 及 病 人 二 便 的

颜 色

,

热 重 者 可 多 吃 水 果

、

饮 料

。

中 药 要 凉 服

,

保 持

室 内 空 气 新 鲜

、

通 风

,

环 境 安 静 舒 适

,

岁冬 痛 发 作 时 要

卧 床 休 息

,

重 者 绝 对 卧 床 休 息
,

一 切 生 活 料 理 山 工 作

人 员 承 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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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外 痈 的 辨 证 施 护

山 东 省 充 州 县 中 医 院 马 爱 贞

外 痛 是 外 科 常 见 之 证

,

是 一 种 发 生 于 皮 肉 之 间 的

急 性 化 脓 性 疾 患

,

包 括 现 代 医 学 的 急 性 淋 巴 结 炎

、

蜂 窝

组 织 炎 等

。

其 病 因 病 机 多 由 于 外 感 六 淫 及 过 食 青 梁 厚

味

,

内 郁 湿 热 火 毒 或 外 来 伤 害

、

感 受 毒 气 等

,

引 起 邪

毒 塑 塞

,

致 使 机 体 营 卫 不 和

,

经 络 阻 寒

,

气 血 凝 滞

,

发 生 痛 肿

。

正 如 《 内 经 》 曰 : “
营 气 不 从

,

逆 于 肉

理

,

乃 生 痈 肿

。 ”

走 黄 (败 血症 ) ,

若 治 疗 护 理 不 当
,

可 发 展 为 内 陷 或

甚 者 可 危 及 生 命

。

因 此

,

我 们 护 理

人 员 应 积 极 配 合 医 生 怡 疗

,

观 点 进 行 辨 证 施 护

。

并 以 局 部 与 整 体 相 结 合 的

疾故败除

一

、

分 期 与 辨 证 施 护

, 。

初 期

:

在 患 处 皮 肉 之 间

,

突 然 肿 胀 不 适

,

软 而

无 头

,

很 快 结 块

,

红 肿 热 痛

,

范 围 多 在
2 一 3

寸 左

右
,

日 后 逐 渐 扩 大

,

高 肿 坚 硬

。

径 者 全 身 症 状 不 明 显
.

,
重 者 可 有 发 热 恶 寒

,

头 痛 泛 恶

,

舌 苔 黄 腻

,

脉 象 洪

数

。

此 期

,

应 以 活 血 消 肿

,

清 热 解 毒 为 主

。

发 热 者 可

针 刺 曲 池

、

大 椎

、

合 谷

,

局 部 外 用 消 肿 拔 毒 药 物

,

常

规 消 毒 后
,

可 用 三 花 膏
( 银 花

、

芙 蓉 花

、

野 菊 花 )
、

金 黄 青 或 鲜 楠 公 英

、

野 菊 花

、

紫 花 地 丁 捣 泥 外 效

,

也

可 赦 依 克 度 软 青

,

每
日 换 药 一 次

,

一 般 均 可 使 肿 块 变

软 消 散

。

么
。

中 期
(成脓期 ) :

发 病
5 ~ 7 天 左 右

,

患 处

肿 势 高 起

,

疼 痛 加 剧

,

跳 痛 如 雀 啄

,

常 伴 有 发 热
,

全

身 疲 乏 等 症 状

,

局 部 有 波 动 感

,

按 之 中 软 应 指

。

此 期

应 以 托 毒 透 脓

,

切 开 排 脓 为 主

。

体 质 较 差 者

,

可 加 服

透 脓 散

,

然 后 用 八 二 丹 (红升 丹 6 克
、

熟 石 羔
2 1
克 )

之 药 线 引 流
。

以 达 排 脓

、

提 毒

、

去 腐 生 肌 之 目 的

。

若

无 以 上 药 物

,

也 可 用 凡 士 林 油 纱 条 或 盐 水 纱 条 作 引

流

。

处 理 时

,

应 注 意 引 流 通 畅

,
避 免 过 子 挤 压

,

以 防

感 染 扩 散

。

3
.

后 期 (演后期 )
:

患 处 破 溃

,

流 出 脓 液 或 夹 杂 部

分 血 液
,

全 身 症 状 也 随 之 明 显 减 轻

,

若 排 脓 通 畅

,

则

局 部 很 快 肿 消 痛 止

。

但 若 疮 口
过 小

,

徘 脓 不 畅 或 体 质

虚 弱

,

新 肉 迟 长
,

也 可 久 不 收 口
。

换 药 时

,

可 先 用 生

理 盐 水 棉 球 清 洗 疮 口
,

再 用 九 一 (丹红升丹 8
克

,

热

石 羔
27克 ) 药 线引流

,

亦 可 用 太 乙 羔 或 生 肌 玉 红 膏 外

敷

,

或 用 雷 夫 奴 尔 纱 条 引 流 或 外 效

。

根 据 脓 液 汝 出 的

多 少
,

掌 握 换 药 间 隔 时 间

。

如 疮
口

过 小

,

引 流 不 畅 宜

采 取 扩 创 术

。

二

、

精 神 护 理

祖 国 医 学 认 为

,

人 体 是 一 个 完 整 统 一 的 机 体

,

病 的 发 生 和 发 展

,

与 人 的 精 神 状 态 有 很 大 关 系

,

有

“
得 神 者 昌

,

失 神 者 亡
” , “

精 神 内 伤
,

身 必

亡
”

之 说

。

因 而 对 于 外 痛 病 人

,

应 加 强 精 神 护 理

,

解

病 例
8 :

程 强

,

男

,

30 岁
,

工 人

。

右 胁 作 痛

,

引

及 肩 部

,

脚 闷 纳 呆

,
口

苦 吞 酸

,

气 躁 易 怒

,

舌 苔 黄

腻

,

脉 弦 数

,

证 属 肝 胆 湿 热

·

甲 生 给
大

柴 胡 汤
加 减

,

护 理 上 保 证 患 者 的 休 息
,

避 免 一 切 不 良 刺 激

,

患 者 气

躁 易 怒

,

开 导 病 人 少 生 气 或 不 生 气
,

给 患 者 讲 明 生 气

病 情 加 重
,

促 使 病 人 保 持 愉 快 饱 满 的 情 绪

,

忌 油 腻 及

刺 激 性 食 物

,

给 清 淡

、

易 消 化 的 食 物

,

多 饮 水

,

保 持

大 便 通 扬

。

(四 ) 肝 阴 不 足
,

其 病 因 是 久 病 体 虚

,

亏 血 失 精

所 致

,
护 理 上 以 清 心 静 养 为 主

,

避 免 劳 累 过 度

,

应 节

制

.

房
事

,

预 防 感 冒

,

以 免 病 情 加 重

,

适 当 多 吃 滋 补 肝

肾 的 药 竹

。

病 例
4

:

吕 义
,

男

,
4 6
岁

,

工 人

。

两 胁 滞 庸

,

右

病 人 的 思 想 忧 虑

,

让 病 人 听 些 欢 快 的 音 乐

,

或 高 兴 的

故 事

,

也 可 观 看 些 文 娱 节 目

。

总 之

,

要 使 患 者 心 情 舒

畅

,

树 立 起 战 胜 疾 病 的 信 心

。

三

、

饮 食 护 理

中 医 认 为

“

邪 之 所 凑

,

其 气 必 虚

” , “

脾 为 后 天 之

本

,

生 化 之 源
” 。

因 此

,

我 们 便 可 用
“
端 土 生 金

”
的

方 法
,

加 强 对 外 痈 病 人 的 饮 食 护 理

,

根 据 病 情 补 脾 益

肺
,

扶 正 祛 邪

,

鼓 励 病 人 多 进 些 富 有 营 养 而 清 淡 的 食

物

,

早 期 嘱 病 人 多 喝 些 清 心 解 毒 之 品

,

如 莲 子 汤

,

绿

豆 汤

,

赤 小 豆 汤
,
后 期 可 多 吃 些 健 脾 益 气

,

养 阴 除 湿

的 食 物

,

如 芭 米 粥

.

山
药 粥 及 藕 粉

之 类

。

同 时 告 知 病

人 忌 食 难 以 消 化 的 肥 甘 厚 味 和 辛 辣 刺 激 之 品

。

侧 为 甚

,

院 胀 镇 胀

,

倦 怠 无 力

,

形 体 消 瘦

,
口

苦 咽

干
,

大 便 秘 结

,

脉 关 弦 尺 弱

,

舌 绎 苔 薄

,

证 属 肝 阴 不

足
,

医 生 给 养 阴 疏 肝

,

护 理 上 保 持 病 室 内 环 境 的 安

静

、

整 洁

、

空 气 流 通

,

注 意 保 暖

,

防 止 着 凉

,

多 食 清

淡 及 富 有 营 养 的 食 物

,

保 持 大 便 通 畅

,

注 意 休 息

,

减

少 体 力 上 的 消 耗

。

三

、

小 结

综 上 所 述 胁 痛 是 属 于 肝 胆 病 变

,

病 人 除 接 受 药 物

治 疗 外

,

更 重 要 的 是 精 神 和 饮 食 护 理

,
因 此 护 理 工 作

占 据 着 重 要 的 地 位

,

祖 国 医 学 历 来 十 分 重 视 这 一 论

点

,
所 以 要 求 护 理 人 员 应 树 立 全 心 全 意 为 病 人 服 务 的

思 想

。

使 病 人 在 住 院 期 间 能 处 于 最 佳 的 心 理 状 态 战 胜

疾 病 早 日 康 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