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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知医为慈
善待孩子

孩子积食这么办13

食疗处方

当孩子出现舌苔变厚、嘴唇很红等
积食症状的时候，我建议用“焦三仙”配
炒鸡内金一起熬水给孩子喝。

有时我发现孩子没有其他症状，只
是舌苔变厚了、嘴里有异味，我也会让
他喝一两次“焦三仙”配炒鸡内金熬的
水，因为有可能他的病马上就来了，要
提前化解掉。

配方：“焦三仙”，即焦麦芽、焦山
楂、焦神曲各6克，炒鸡内金6克。

每个家里一定要备上这味药，放在

玻璃瓶里面密封好。一旦孩子积食了，立
刻拿一包煮水，开锅后小火再煮20分钟
就可以了，喝一两天就可以消掉积食。

这个方子对于肉吃多的孩子很有效。

推拿处方

配方：揉板门、逆运内八卦、补脾
经、揉天枢。

做法：
1.揉板门
定位：板门穴在拇指下大鱼际平面

的中下三分之一处，以手按揉有筋头状
物的地方。

手法：在治疗具体疾病的推拿手法
中，泄法，力度要重一些，速度要快一
些；补法，力度要轻一些，速度适中。揉
板门是泄法，所以力度要重一些，具体感
觉以酸胀为宜，因孩子不会形容，所以家
长要先在自己手上试一试，再以稍轻一
点的力度给孩子按揉，以孩子不疼为准。

时间：以孩子体质强弱为中等、积
食程度为中等为例，3岁的孩子揉10分
钟，3至7岁的孩子揉15分钟，7岁以上
的孩子揉20分钟。按照这样的年龄、
时间为参考就可以了。当孩子病情太
重的时候，按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30
分钟。

功效：健脾和胃、消食化滞、调理气机。
2.逆运内八卦
定位：八卦穴是以掌中心到中指根

的三分之二为半径画圆。

手法：以逆时针方向在内八卦范围
按揉。因为是泄法，所以力度和速度同
揉板门一样，要重、要快。注意，逆运内
八卦时要用另一只手压住中指下方的
部分（离卦），以免扰动心神。

时间：以孩子体质强弱为中等、积
食程度为中等为例，3岁的孩子做5分
钟，3至7岁的孩子做10分钟，7岁以上
的孩子做15分钟。

功效：降气平喘、消食化痰。
3.补脾经
定位：脾经在大拇指桡侧的赤白肉

际处。
手法：循拇指桡侧边缘，沿指尖向

关节处推为“补”。在治疗具体疾病的
推拿手法中，因为是补法，所以力度要
轻一些，速度适中。力度越轻越好，因
为孩子的皮肤比较娇嫩，太重的话孩子
会疼，不让推。

时间：和日常保健一样，一般是3
分钟至5分钟，具体还要看孩子的年
龄。几个月大的孩子，做两三分钟就可
以了，两三岁的孩子做5分钟，3岁以上
的孩子可以做10分钟。

其实还有一个补脾经的方法，就是按
住孩子大拇指的指肚，顺时针揉，这个与上
面的方法有同等效果，力度也要轻些。

功效：健脾胃、补气血。
4.揉天枢
定位：天枢穴在肚脐旁6.6厘米处。
手法：两个大拇指按住两侧天枢穴

揉。力度比摩腹要重一些，因为摩腹是
在腹部整个面上按摩，所以力度不会太
重，但揉天枢穴接触的是一个点，所以
手法应该轻一些，按摩力度应以孩子不
感到疼痛为准。

时间：以孩子体质强弱为中等、积
食程度为中等为例，3岁的孩子揉10分
钟，3至7岁的孩子揉15分钟，7岁以上
的孩子揉20分钟，按照这样的年龄、时
间为参考就可以了。

功效：舒调大肠、理气消滞。
注意事项：
（1）以上 4种推拿手法一定要做

全，而且顺序不可以打乱。
（2）家长在给孩子推拿前，一定要

先搓搓手掌，让自己的手心微微发热，千
万不能用冰凉的手去按揉孩子的穴位。

（3）按摩腹部的动作一定要在吃饭
前，或吃饭一小时后进行。

（4）消积食要有一个过程，一般要连
续做两三天，每天做两次，才会有效果。

（5）这套推拿方法与日常保健不
同，只有在孩子积食的时候才可以做，
等孩子积食的症状都消失，最重要的是
舌苔恢复正常了，就可以不用再做了。

当孩子有了积食症状时，不管是吃
肉过多引起的，还是吃得过杂引起的，
都可以使用这套方法。

（摘自《脾虚的孩子不长个、胃口
差、爱感冒》罗大伦 罗玲 著 江西科
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国家公祭
勿忘国耻

南京大轰炸11

淞沪会战前，面对强大的日军，
蒋介石听了法肯豪森打“持久战”的
建议——要“以广阔之疆域，拖垮后勤
供应困难的日本”。蒋在兵力和战术上
也作了布置。首都南京是蒋政府的总
部，但由于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
没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撤出南
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心中早已有后
备方案，但作为一国之都，不保南京，显
然无法向国人交代，更有损“国体”与

“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保卫南京”

问题上一直调子很高。
从1937年7月11日至8月1日的

22天时间里，统帅部连续开了22次军
事会议，每天研究敌情和七七事变后的
前方形势，结果由于军力较弱和战略失
误，蒋介石等国民党要员眼睁睁地看
着平津失守，日军又在东边起兵滋事，
在最后几次军事会议上，他们已经着
重研究了长江沿岸各城市的备战问
题。可是，疯狂、野蛮的日军没有给蒋
介石和国民党军队任何喘息的机会，
一步一步向中国军事和政治中心——
南京进犯。

8月12日，上海告急，南京城里的
蒋介石和军政大员们召开国民政府党
政最高领导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商讨
抗战大计，成立了最高统帅部。最高
统帅部内设了参谋总长，何应钦任此
职。当即，最高统帅部制定了对日作
战指导方针：“国军一部集中华北持久
抵抗，特别注意确保山西之天锁堡垒；
国军主力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
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可悲的
是，上海前线失守，“巩固首都”一事即
成泡影。

南京是朱成山的故乡，朱成山后
来把“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搞
成中外著名的场所，与他对南京这个
城市的感情有关。他说，当年日军侵
占南京时，他爷爷就在南京市中心新
街口的一家银行上班。“日本人打来

后，爷爷逃回了老家。爷爷常说，日本
兵杀人如麻”。数十天后，他爷爷回到
南京时还能随处看到暴露在外的一堆
堆尸体。

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
从8月中旬的大轰炸开始的，因此南京
保卫战其实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1937年8月15日，日军战机开始
对南京实施大轰炸，而制订轰炸南京的
计划则是在9天前，日本军令部次长已
经向在华的第三航队司令部发出了战
斗指令，要求他们立即制订攻击南昌、
南京、句容、蚌埠、广德和杭州的空袭计
划。首次攻击南京的是第一联合航队
的木更津航空队。

上海的中日大战刚刚拉开序幕，小
日本的军机就将目标直指近在咫尺的
中国首都南京。下面是一个名叫中佐
阿信夫的人在他的《支那事变战记·海
军航空战》一书中所描述的日军首次袭
击南京时的场景与心境：

第一回渡洋爆击南京
1937年8月14日，开始了我海之荒

鹫的渡洋爆击行动。当天目标有杭州
和广德。翌日扩大到杭州、南昌、南京
等地。

在此行动中，空袭中国首都和军事
中枢南京，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精神
上也取得了极大的胜利。

这天上午 9 时半许，我海之荒鹫
越海长驱直入，令人难以置信地出现

在南京上空。南京城在暴风雨中摇
摇欲坠。这里，并非是晴天霹雳，而
是在大雨中突然听到雷霆。许多炸
弹从云中落下，敌军狼狈不堪，南京
市民惊愕不已，实在难以用言语表
达，这也不奇怪。

我海之荒鹫穿破密云急速俯冲，一
机又一机，一队又一队，在南京城头穿
梭一般掠飞，坚决对准敌人的重要军事
设施，进行猛烈的轰炸。下边警报汽笛
声大作。从紫金山开始，然后是从围绕
着南京城的防空阵地上，中国兵用枪炮
向我低空飞行的海之荒鹫胡乱地射击，
炮声和炸弹爆炸声在暴雨中混成一片。

敌10余架战斗机，迅速起飞努力进
行防卫，在雨中的南京上空展开了极为
壮烈的空战。

那时，我机队对南京城内外敌航
空基地的飞机库实施轰炸，炸毁了 3
个飞机库及其指挥所，还有库外的 8
架飞机。

然而，为了这个伟大的战果，我军
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昨天以来，我军
损失了8架飞机，机上的勇士也大部分
阵亡了。

他们的牺牲，主要由于天气浓云密
布，以及在对敌军事设施和机关目标实
施超低空轰炸时，受到敌人防空炮火有
力打击的结果。

（摘自《南京大屠杀全纪实》何建
明 著 湖南凤凰教育出版社 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