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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著名诗人王维曾写过
这样的诗句：“独在异乡为异
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
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这首诗生动地描写了古代在重
阳节（阴历九月初九）这天，亲
人一同登山饮酒团聚，妇女佩
戴茱萸囊袋的习俗。

茱萸有两种，一种叫吴茱
萸，另一种叫山茱萸，都是中医
临床常用的中草药。但其药性
和临床效果不尽相同。

吴茱萸是芸香科常绿灌木
吴茱萸成熟的果实，九月采收，
晒干入药。其味辛、苦，性热，
有小毒。经药理研究证明，对
结核杆菌、绿脓杆菌及金黄色

葡萄球菌均有抗菌作用；对多
种皮肤真菌有抑制作用。用此
药可达温中散寒、疏肝降逆之
功。炒吴茱萸与乌贼骨、硫黄
共研细末，用香油调用，饮用治
疗湿疹，效果显著。

山茱萸俗称萸肉或山萸
肉。李时珍著的《本草纲目》将
山茱萸列入木部类药，是多年
生落叶木本植物，高达四五
米，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此
药有补益肝肾、收敛固涩的效
用，是治疗男女更年期综合征
的一味良药，也常用于治疗腰
膝酸软、尿频、头晕、耳鸣、阳痿
等症。

（苏州 倪世俊）

征 稿
您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说说您与中医药

的那些事，或者写一写身边的中医药故事，推荐
您喜爱的中医药书籍。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
说》《中医学说》《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电话：（0371）85966391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本公司提供各种规格具有良好粘贴性和透气
性的胶贴，适用于贴脐疗法及穴位贴药疗法固定药
物。

凡购买胶贴总金额达到 200元以上者，赠送一本
《偏方研究与应用》和其他中药外治资料，欢迎联系。

联系方式：（0372）2588505 18623828505（微信
同号）

QQ：1352341939 联系人：王红伟
地址：安阳市高新区峨嵋大街火炬创业园8号楼

安阳市康尔寿健康品有限责任公司

供：脐疗及穴位用空白胶贴
每期时间为两天，食宿费 150元，资料费 50

元，提前预约报名，满50人开班。
地 点：河南省安阳市
主办单位：安阳市正本中药外治研究所
主 讲 人：伦西全（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

于河南中医学院。百度搜索“伦西全”可了解详情）
联 系 人：王红伟（0372）2588505

18623828505（微信同号）
来信来电即寄详细授课内容

中药外治实用技术培训班

健康管理师火热报名进行中……
健康管理师河南培训中心——郑州市元康职业培训学校

郑州市元康职业培训学校是河南省率先进行健康管理师培训的专
业学校，前身是1993年郑州市教委批准成立的郑州市营养学校，权威
的师资团队由国内高校、医院、疾控中心、健康管理行业资深专家组成，
拥有完善的培训体系。

健康管理师是慢性病防控、医疗改革“三师共管”（即专科医生、全
科医生、健康管理师）中不可或缺的核心部分。

健康管理师职业资格证书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发，是从事健
康管理、健康促进等相关工作人员技术水平的证明。

从2018年开始，已经有两批（次）200多名学员参加郑州市元康职
业培训学校举办的健康管理师培训班。他们分别于2018年4月和6月
参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卫生行业职业资格鉴定统一考试，大
部分学员能通过考试。

报名对象：医院、疾控中心、体检中
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慢性病中心医护
人员，全科医生，大中小学校医等。

学习形式：网络学习+集中面授。
报名时间：即时报名，循环学习，早

考试，早拿到证书。
学校地址：郑州市中原区嵩山路222

号天龙大厦
联系电话：（0371）67956112

13613804918张老师
13849196168史校长
15936216203曲老师

河南健康管理师培训中心
给您更多精彩内容

扫码关注

■我与中医

记得小时候，家乡秋天的田
野上有许多野瓜野果，像红色的
覆盆子、紫色的龙葵、黄色的灯笼
果、褐色的榛子、红艳的酸枣儿，
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马泡瓜和栝
楼。两者结出的瓜儿很像，都不
大，圆滚滚的，好多人把它们混淆
在一起。

马泡瓜为一年生草本植物，
长得像甜瓜，秧蔓上每节长有一
根卷须，叶柄上有绒绒的刺毛。
在农村，它是一种杂草，繁殖得很
快，如果不拔除，明年就会遍地都
是，影响其他农作物生长。马泡
瓜开出黄艳艳的小花，花褪了结
出青色的小瓜儿，也有白色带青
条的，像一个个小西瓜，我们叫它

“小地雷”。马泡瓜总也长不大，
即使到秋天成熟了，瓜色显出淡
黄色，它也是小不点儿，大的像鹅
蛋，最小的跟纽扣儿似的。瓜味
有香有甜，有酸有苦，瓜肉还少，
所以人们很少吃马泡瓜。

马泡瓜是孩子们的玩意，可
以摘下来当成“溜溜蛋”弹着玩
儿。女孩儿喜欢摘了放进卧室
里，用不了几天，青色花色的马泡
瓜就变成橘黄色的，散发出缕缕
香气，满屋子都弥漫着沁人心脾
的瓜香。

马泡瓜是一味中药，味甘，性

凉、苦，无毒，入脾、胃、大肠经，具
有清热解毒、利水利尿等功效，还
特别适合饮酒者食用。记得年少
轻狂时，有一次去亲戚家吃酒席，
我被一个本家小叔哄着，喝下去
两大杯高粱酒，结果醉得一塌糊
涂。母亲不知打哪儿得了方子，
用马泡瓜兑蜂蜜水，喂了我几
回。我胃里不再翻江倒海，感觉
好多了。

马泡瓜还有保健作用，能降

糖降脂，适用于热病患者和肥胖、
高血压、高血脂患者等。这种被
我们称作“屎瓜”的小瓜儿，现在
也金贵起来。深秋时节，人们到
野地里捡来一筐筐的小瓜蛋儿，
掏出大量的马泡瓜子，榨出黄澄
澄的瓜子油，不仅口感好，营养价
值高，价格也不菲呢。

栝楼又被称为瓜蒌、瓜楼、药
瓜、野瓜、吊瓜，是多年生攀缘草
本植物，生于深山峻岭、荆棘丛生

的山崖石缝之中，也长在农家的
院墙下。藤蔓有点像爬山虎，但
没有爬山虎那么霸道；叶子像西
瓜叶，不过没有那么大。

小时候，我家老屋墙根下种
过几棵栝楼。每年春末夏初，它
们嫩嫩的藤蔓探头探脑地从黑
色的泥土中爬出，沿着墙壁一直
向上攀升，颜色也由淡淡的鹅黄
变成了墨绿，整个夏天就把一面
墙遮蔽得严严实实。栝楼还能

沿着老墙一直爬到屋顶，甚至爬
到老屋后高高的电线上，它在高
处开出鹅黄或者白色的绒花，结
出青绿色的栝楼，最大的也不过
拳头般大小。

栝楼在金秋时节成熟，黄艳
艳的，挂在高高的墙面上，随风摇
曳。栝楼也有淡淡的香味，但没
有马泡瓜浓郁。记得小时候被栝
楼那种亮丽的黄引诱着，我用长
长的竹竿绑着镰刀，仰着头好不
容易把它摘下来，一尝并不好吃，
虽有一点儿甜，却有股子焦煳味。

收栝楼一般都是在霜降前
后，这时节藤蔓上只有寥寥几片
枯叶，橘黄色的栝楼染了一层白
霜，在寒风里飘摇，给人带来一
股暖意。收了的栝楼一切两半，
放在箩筐里晾晒干，大部分被卖
到了药材公司。

栝楼是应用较广的中药材，
对肺热咳嗽、痰浊黄稠、胸痹心
痛、结胸痞满、乳痈肺痈、肠痈肿
痛、大便秘结等症有较高的药用
价值。栝楼全身都是宝，栝楼皮、
栝楼仁、栝楼根茎的提取物都是
一些名贵中成药必不可少的成
分，具有抗肿瘤、延缓衰老的作
用，还有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
血流量、降血脂等作用。

（山东 刘琪瑞）

马 泡 瓜 和 栝 楼

孙思邈青年时期到禹州寻医
问药，看到禹州药材道地、资源丰
富，就长期居住禹州，并以禹州为
中心辐射中原，为黎民百姓行医
治病，并研究药性，汇集医药方
剂，最终著成《千金要方》，为医家
留下了一本临床百科全书。

由于孙思邈长期在禹州生
活，同禹州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
谊，其死后禹州人民建祠纪念，所
以他在禹州的历史遗迹和传说故

事很多，如一针两命、抓药由来、
纠查药渣、药柜花蕊、猴救药王、
救蛇遇仙、五龙泉说、二月龙动、
坐虎针龙、敬德站班，还有蒙花治
眼、水蛭吸血、灵芝益肾、公英拔
毒、钱草化石、马勃止血等中医药
典故。

10多年来，经过详细的考证，
人们发现，孙思邈从青年时期到
晚年始终以禹州为家，有以下几
点可以证实：

一、地处具茨山脉的无梁镇
龙门村，是过去禹州到密县的道
路，那里有卢照邻墓，周围有药铺
山、老虎洞、良泉眼、杏林坡、千年
葛花树等。这些名字的背后，都
有一个美妙的故事，这些故事都
与孙思邈有关。

二、卢照邻是初唐四杰之一，
因患麻风病难以治好，拜孙思邈
为师。所以孙思邈走到哪里，卢
照邻就跟到哪里。卢照邻为了

治病，在禹州置地建园，伴随孙
思邈生活。后因孙思邈仙逝，卢
照邻不堪其苦，投颍河而去，葬于
无梁镇龙门村。对其墓冢，《禹州
史志》《新唐书》《旧唐书》都有记
载。

三、禹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州
地域的大药库。禹州有个行政
村叫山货村，全名山货场，是山
中货物的集散场所，是水陆码
头。古时运输货物一般在自然

河流水涨时期，以水运为主。这
里 货 运 的 主 要 是 皮 革 和 中 药
材。禹州西部是具茨山（现为始
祖山），自上古时期轩辕黄帝就
在此生活，为中华民族的中医药
文化奠定了根基。孙思邈长期
在禹州居住，就是因为禹州医药
文化底蕴深厚和具茨山丰富的
自然药材资源。

（作者供职于禹州市孙思邈
医药文化研究院）

遗失声明
河南省永城市人民医院孙婉婉的护士执业证（证书

编码：201441021926）不慎丢失，声明原件及复印件作废。

相传在唐朝，有位皇帝一
次上山游玩时，不慎从秋千上
掉落下来，将踝骨摔成粉碎性
骨折，肿痛不止。回去后，御医
使用各种方法治了好多天，都
不见好转，连疼痛也没有缓
解。皇帝急得没办法，于是就
下令张贴皇榜，急召天下名医。

皇榜贴出后半个时辰，有
位专治跌打损伤的民间郎中拿
着皇榜进宫，并把自己的祖传
秘方崖姜背来半麻袋，一半用
作煎煮服用，另一半捣碎后用
作外敷。连续服用并外敷半个
月后，皇帝的踝骨关节衔接愈
合，瘀血肿痛全部消失，活动自
如。

皇帝痊愈后，询问郎中用
的是什么神奇之药。郎中便告
诉皇帝此药名叫崖姜，因生长
在悬崖峭壁上而得名；因其根
粗壮扭曲，略似猴形，皮色又像
生姜，所以又称猴姜。此药有
很强的生命力，不但能生长在
山林石壁悬崖之上，而且具有

“处处折之，处处生叶；寸寸折
之，寸寸皆生”的特点，折断也
不会枯萎，插在石缝泥土中就
能重生，所以它是治疗跌打损
伤的神药。皇帝听后点头称
赞，但感觉这味药叫猴姜不雅，
遂说道：“它能补骨碎，是治疗
骨折伤痛的灵丹妙药，应该叫
它骨碎补才是。”

皇帝金口玉言，为中药命
名。此后，骨碎补的药名就在
民间流传下来。

骨碎补别名毛姜、猴姜、崖
姜、申姜等，为水龙骨科植物槲
蕨的干燥根茎，主产于浙江、湖
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全
年均可采挖，以冬、春两季为
主，除去叶和鳞片，洗净、润透、
切片，干燥，生用或者砂烫用
等。

《开宝本草》记载：“骨碎补
主破血，止血，补伤折。”《本草

纲目》记载：“骨碎补治耳鸣及
肾虚久泻，牙痛。”中医认为，骨
碎补味苦性温，入肝、肾经，有
活血续伤、补肾强骨之功效。
骨碎补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
续筋接骨。以其入肾治骨，能
治骨伤碎而得名，为伤科要
药。若治疗跌打损伤，可配伍
没药、自然铜等，也可单用本品
浸酒服用，并外敷；若治疗肾虚
腰痛，可配伍补骨脂、牛膝等；
若治疗肾虚耳鸣、耳聋、牙痛，
可配伍山茱萸、熟地等；若治疗
肾虚久泻，可配伍益智仁、补骨
脂、吴茱萸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骨碎
补水煎醇沉液可预防血清胆固
醇、甘油三酯升高，并防止主动
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骨碎补
多糖和骨碎补双氢黄酮苷有降
血脂和抗动脉硬化的作用；骨
碎补还能促进骨对钙的吸收，
提高血钙和血磷水平，有利于
骨折的愈合；改善软骨细胞，推
迟骨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此
外，骨碎补双氢黄酮苷有明显
的镇静、镇痛作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秋季天气转凉，变得干燥，
而燥邪为六淫之一。中医认
为，燥为秋季主气。秋季天气
收敛，其气清肃，干燥，失于水
分滋润。燥邪性干涩，易伤津
液，导致出现干燥、涩滞症状。
肺为娇脏，喜润恶燥，燥邪易伤
肺。

秋季养肺润燥应注意以下
几个方面。

多饮水

水为阴中至阴之物。燥邪
易伤津液，多喝水可对抗燥
邪。

起居及运动

《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记载：“秋三月，此谓
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
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
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
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逆之
则 伤 肺 ，冬 为 飧 泄 ，奉 藏 者
少。”所以，秋季应早睡，少熬
夜，以免伤及阴津。肺在体合
皮，其华在毛。皮毛能宣散肺
气，调节呼吸。汗孔不仅是汗

液排泄的门户，也是肺气宣发
和肃降气体交换的部位，汗出
过多易损伤肺气。因此，秋季
不易大量运动出汗，以免损伤
肺气。

饮食

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
要方》中提出，秋季的饮食要减
辛增酸。由于秋季肺气盛而肝
气虚，在五行上“金能克木”，因
此，为防止肺气过盛而肝气过
虚，要从饮食上进行调节，辛入
肺，酸入肝。同时，秋季的养生
要收敛人体的阳气，辛主发散，
酸主收敛，减辛增酸，有助于秋
冬养阴。

梨 梨肉香甜可口，肥嫩
多汁，有清热解毒、润肺生津、
止咳化痰等功效，生食、榨汁、
炖煮，对肺热咳嗽等症有较好
的治疗效果。梨与荸荠、蜂
蜜、甘蔗等榨汁同服，效果更
佳。

甘蔗 甘蔗性寒味甘，有
清热生津、润肺下气等功效。
研究发现，甘蔗含有大量水
分、糖类、氨基酸、维生素和有
机酸等。

柿子 性寒味甘涩，具有润
肺止咳、清热止渴等功效；富含
糖类、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营养成分，尤其维生素 C 和碘
含量较高。研究发现，柿子对
中枢神经有镇静作用。

石榴 石榴性温味甘酸，有
生津液、止烦渴作用。凡津液
不足、口燥咽干、烦渴，可用之
作食疗佳品。

葡萄 葡萄营养丰富，酸甜
可口，具有补肝肾、益气血、生
津液、利小便等功效。生食能
滋阴除烦；捣汁加蜂蜜浓煎收
膏，开水冲服，治疗烦热口渴尤
佳。经常食用，对神经衰弱和
过度疲劳均有补益。

荸荠 荸荠煮熟可作水果
食用，具有清热生津、化湿祛
痰、凉血解毒等功效，可治疗热
病伤津、口燥咽干、肺热咳嗽、
痰浓黄稠等症；与莲藕榨汁共
饮效果更佳。

银耳 性平味甘淡，有滋阴
润肺、养胃健脑的功能。其所
含的银耳多糖能显著增强细胞
免疫和体液免疫能力，促进机
体蛋白质和核酸的合成，兴奋
骨髓造血功能，并有一定的降

血脂作用，故有扶正强壮、补肺
肾作用。

木耳 性平味甘，有益气
补血、润肺镇静止血之功能。
其所含的蛋白质在人体内吸
收率较高且含有8种人体必需
氨基酸成分，尤以赖氨酸、亮
氨酸为高，远远超出其他食
品；其所含的多糖类物质具有
抗衰老、增强免疫功能和抗肿
瘤作用；其胶质成分能消化纤
维物质、吸附肠道中的废物排
出体外而有清洁解毒作用。
另有抗凝、降血脂、抑制血栓
形成、抗动脉粥样硬化等作
用。

百合 润肺止咳，甘凉清
润，主入肺心，长于清肺润燥止
咳，清心安神定惊，治肺阴虚的
燥热咳嗽，肺虚久咳、痰中带
血、劳嗽咯血等，为肺燥咳嗽、
虚烦不安所常用。

肉类 鸭肉不仅富含蛋白
质，可及时补充夏日的过度消
耗，而且其性凉，具有滋阴养
胃、健脾补虚的作用；兔肉易
于消化，不仅蛋白质含量高，
胆固醇含量极低，而且性凉，
具有补中益气的作用，是中老

年人及心脑血管疾病、肥胖病
患者理想的秋季进补食品；鸽
肉、甲鱼、海参均性平，能起到
滋肾益气、滋阴补虚的作用，
是肾气亏虚者的秋季食疗佳
品。

萝卜 分为白萝卜、青萝卜
和樱桃萝卜 3 种，而胡萝卜并
不是萝卜。萝卜的营养比较
丰富，其中白萝卜性辛、甘，
归肺、胃、大肠经，具有清热
生津、凉血止血、消食化滞等
功效。萝卜及秧苗和种子，
在预防和治疗流行性脑炎、
煤气中毒、暑热、痢疾、腹泻、
热咳带血等疾病方面，有较
好疗效。

中医整体观认为人体应
与自然环境具有统一性，自
然环境对人体生理、病理都
有影响。在养生防病中，要
顺应四时天气变化的规律，

“法于四时”“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秋季多燥，燥邪易伤
肺，故应以滋阴养肺、润燥生
津为主，从各个方面避免燥
邪伤肺。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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