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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充分发挥中药的作用
□孔莹莹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代代传承
下来的，通过实践、不断积累创造出
的瑰宝。中药也是目前使用时间最
长、使用范围最广，以及疗效较好的
一种药物，地位举足轻重。但是，要
想充分发挥中药的治疗作用，也有
很多注意事项。

剂量不能擅自加减

有一些人认为，中药见效慢是
因为剂量太小，于是擅自加大剂量，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同剂量的药
物有不同的功效。只有采用适合剂

量的中药才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
如果擅自加大剂量就会使人体出现
一些不良反应，如流鼻血等。因此，
人们应当遵照医嘱服药，中药剂量
不能擅自加减。

不能使用铜、铁容器煎药

吃过中药的人应该都知道，煎
中药应该使用陶罐或砂锅，或者使
用不锈钢容器。需要注意的是，煎
药时不能使用铜、铁容器，因为铜、
铁容器会与很多中草药发生化学
反应，从而减弱药效。另外，煎药

前要将中药浸泡半小时到 1 小时，
这样才能把中药中的有效成分煎
出来。

在煎药的过程中，不能频繁打
开锅盖，避免药味挥发、疗效减弱。
有些中药有特殊的煎法，如先煎、后
下、包煎、冲服、烊化等，应按照医生
的要求煎煮中药。

不能食用刺激性食物

服用中药时，我们一定要注意
忌口问题，忌食辛辣、生冷、油腻及
刺激性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会刺

激肠胃，影响药物吸收，阻碍药物发
挥作用，从而导致疗效降低。

因此，服用中药时，我们不能食
用刺激性食物，只有这样才能使肠
胃可以更好地吸收药物，达到应有
的疗效。

不要加糖服用

一服中药是由多种中药配伍
而成的，成分比较复杂，煎好的药
常常难以下咽。因此，有些人通过
加糖来降低药的苦味。但是，加糖
后中药会和糖发生化学反应，导致

药效受到影响，所以中药不能加糖
服用。

不要过夜服用

中药通常都是现煎、现服，药物
如果过夜，可能会导致变质，不利于
人体健康。因此，我们要做到现煎、
现服，当天煎、当天服，不可放置过
夜。

中药治疗疾病的优势在于治
“本”。中药是调整人体内部的功
能状态，药液有效成分进入血液、
体液当中，能够激活内部免疫细
胞，诱生血液中的细胞因子，改善
血管的通透性，从而改善身体状
况。

因此，我们应当保护并传承中
医药学，将其发扬光大。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人民医院
药学部）

■中药传说

惊蛰节气话养生
□谢 洋 赵滟菲

中医“四象”理论认为，惊蛰
时节位处少阳，半表半里之间，此
时人体阳气由冬日蛰伏于肾水之
中，封藏的状态转为肝木阳气升
发之状，故而当下养生重在养肝，
适四时之阳气、感万物之始生，使
自身精神、情志、气血如春日一样
舒畅调达、生机盎然。因此，惊蛰
时节养生，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清温平淡 少酸多甘

中医“五行”学说认为，木、
火、土、金、水五者之间存在着生
克规律、乘侮变化，“五行”应五
脏，五脏亦如此。“亢则害，承乃
制，制则生化”，一行改变，阴阳失
和，百病由生。春季在中医上与
肝相呼应，是肝脏机能活动的鼎
盛时节，此时养生，必重视保养肝
脏，使其平和，从而减少疾病发
生。

在饮食方面，人们应
清温平淡，多食用新鲜蔬

菜（如春笋、菠菜、芹菜等）及高蛋
白食物（如牛奶、鸡蛋等），尤其是
荠菜、茼蒿、薄荷等绿色蔬菜，绿
色属木，与肝脏相呼应，多食可以
促进肝气疏泄、清肝养脾。此外，

《黄帝内经》记载：“东方生风，风
生木，木生酸，酸生肝。”《黄帝内
经·灵枢·五味》也云：“五味各走
其所喜，谷味酸，先走肝。”因此，
春季应减少酸性食物的摄入量。

古语云：“春七十二日，省酸
增甘，以养脾气。”人们食用过酸
的食物，会导致肝火旺盛，易伤脾
胃，此时适合食用性味甘平的食
物，如山药、红枣、银耳等。

另外，民间素有“惊蛰吃梨”
的说法，惊蛰时节天气比较干燥，
容易出现咳嗽、口干舌燥等症
状。生梨性寒、味甘，配以冰糖煮
制，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之妙
用。

防风保暖 未病先防

惊蛰时节，乍暖还寒，容易出

现“倒春寒”的天气，虽然气温回
升，但是阴寒未尽，昼夜温差较
大，需要适时增添衣物。俗语曰：

“早春早春，慎防春瘟。”天气骤
变，加上自然界的微生物开始繁
殖，传染性疾病（如诺如病毒所致
的胃肠道疾病）高发，人们应时刻
关注天气变化、规律起居，并且要
戴口罩、勤消毒，阻断疾病传播。

《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
论》曰：“东风生于春，病在肝，俞
在颈项……故春气者病在头。”惊
蛰时节，肝阳之气上升，阴血相
对不足，头部和颈部为肝胆经所
过，故可见颈项不适；若肝气欲
升不升、气机不畅、疏泄失常，则
会导致肝气郁结，或肝热内郁，
临床上可见烦闷、胸胁不适、口
干口苦、焦虑失眠等症状；若升
发太过，也会导致头晕、头痛、耳
鸣、失眠等肝阳上亢之症状，尤
其是高血压病患者易出现血压波
动或者中风。

《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

大论》记载：“春伤于风，夏生飧
泄。”春季风木之气旺盛，加之外
邪侵袭，内郁肝脉，木势猖獗，脾
土受其所困，脾阳不能宣发，复为
夏之湿邪所困，则水谷难化，易生
飧泄之证。总而言之，春季应注
意避风寒、重保暖、忌焦躁、少熬
夜、畅情志，养肝护肝，从而减少
疾病的发生。

顺应天时 早睡早起

中医养生以“春夏养阳、秋冬
养阴”为原则，惊蛰时节养生，应
顺从《黄帝内经》中“春三月，此谓
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
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行，以使
志生”的观点。

因此，人们应该通过各种活
动、行为、精神调摄等促进人体升
发，如起居上应早睡早起，以顺应
天时；晨起应缓步慢行，可以打太
极拳、练习八段锦等中医功法，以
吸清呼浊、舒展四肢，顺应春阳萌
生的自然规律；生发阳气，使自己

精神保持愉悦的状态。
在工作之余，人们可以通过

春游踏青，观山水、赏春景，以涵
养性情、疏肝理气，使气血平和，
有利于身心放松。惊蛰时节养
生，在于肝与心和。《黄帝内经·
素问·上古天真论》记载：“恬惔
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
从来。”

此外，俗语道：“春困秋乏。”
惊蛰时节，人们精神容易疲惫，为
缓解这种生理状况，可通过药膳
食补，取药食同源之意，如山药薏
米粥，以薏苡仁和山药配伍，口味
鲜甜绵软，润肺清热的同时又健
脾益气，适用于平时容易疲劳、食
欲差、腹泻等脾胃虚弱的人；同
理，燥湿健脾之陈皮、清肝平肝之
菊花搭配提神的绿茶和少量红糖,
以沸水冲泡，也可以改善春困症
状。

（谢洋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赵滟菲就
读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惊蛰，又称“启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也是春季的第三个节气，当处仲春。《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

“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惊蛰时节，龙火升浮、春雷始鸣、百虫皆惊，是以惊而出走矣，此时天气回

暖，雨水渐多，万物已成一片生机盎然之象。故有诗曰：“促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恰逢

“九九”艳阳天，民谚道：“九尽桃花开，春耕不能歇；惊蛰春雷响，农夫闲转忙；惊蛰地化通，锄麦莫轻松。”此时我国大

部分地区先后进入农耕繁忙阶段。因此，惊蛰不仅是古代农耕文化对于自然节气的反映，还是自然生物受节气影响，

伺机萌动现象的简要概述。“吃梨子”“炒虫”“祭白虎”是惊蛰节气的主要习俗，一取别离意，寓意来年远灾避难、硕果

累累，二愿万事顺利、称心如意。

■■节节气养生气养生

徐州府是个膏腴之地。一天，
徐州李太守接到圣旨，为了国家经
济发展，皇帝让他在本地最宽的河
流上建一座桥，方便对外贸易。可
这座桥建到第三天就出了很多问
题，不是工匠被邪风吹落，就是刚
搭好的承重木梁突然断裂，意外事
件一桩接着一桩。人们都说，这座
桥透着一股邪性，没人敢再继续建
桥。

看着朝廷规定的工期将近，李
太守急坏了，他也请过城中的高僧、
道长看这座桥，可他们到了桥前，不
是摇头不语，就是推脱自己道行太
浅。李太守说：“这座桥是奉圣旨建
的，如果耽误了工期，是犯了大罪。”

李太守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急
火攻心，得了一种粗脖子的怪病，吃
了几十服药也没见好转，反而脖子
肿得一天比一天大了。后来，李太
守的嗓子眼儿只剩下一根筷子那么

大的缝隙，不仅说不了话，还不能吃
饭，只能靠喝米汤度日。

只见李太守的脖子越来粗，嗓
子眼儿越来越细。李太守心灰意
冷，心想：“这倒好，皇上没治我的
罪，我自己反要被这怪病缠死了。”
这时，李太守府里的管家出了一个
主意：“大人，我听说怪病都有邪性，
不如张贴告示，请些能人异士，也许
有用。”李太守抱着“死马当活马医”
的心态同意了。几天后，一个路过

徐州府的“游师”揭下了告示。
所谓“游师”，就是游走四方，知

晓天下奇事的人。李太守听说有人
能治他的病，赶紧将“游师”恭恭敬
敬地请进了太守府。

“游师”只看了李太守一眼，连
脉都没搭就说：“此症今日可解，明
日痊愈。”李太守听后，心想连脉都
不搭，很可能是骗子。李太守表面
不动声色，心下却细细盘算，如果此
人治不好自己的病，就治他的罪。

这时，“游师”掏出一条似发霉
状的东西，让仆人将其浸泡，再切成
小块做成汤。为了治病，李太守一
咬牙，几口就喝下去了。结果正如

“游师”所说，才过了一小时，李太守
就感觉喉咙的胀痛感减轻了一半。
到了晚上，脖子竟然一点儿也不肿
了。第二日起床，李太守喉咙不痛、
不肿，居然痊愈了。李太守这才信
任“游师”，当下大摆筵席。宴会上，
人们问起“神药”是什么，“游师”说：

“不过是昆布罢了。”
昆布为海带科植物海带或翅藻

科植物昆布的干燥叶状体，分布在
山东、辽宁一带沿海地区，于夏季、
秋季采捞。其味咸，性寒，归肝经、
胃经、肾经，具有消痰软坚散结、利
水消肿的功效，用于治疗瘿瘤、瘰
疬、睾丸肿痛、痰饮水肿等。

《太平圣惠方》记载：“瘿气结
核，肿硬。以昆布一两，洗去咸，晒
干为散，每以一钱绵裹，好醋中浸
过，含之咽津，味尽再易之。”昆布中
提取的碘和褐藻酸，广泛应用于医
药、食品及化工产业。碘是人体必
需的元素之一，缺碘会导致甲状腺
肿大。食用昆布不仅能防治此病，
还能预防动脉粥样硬化，降低胆固
醇，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有好处，但
脾胃虚寒者少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
属医院）

昆 布
□周 霖

我从上大学开
始，对人参这味药就
心存很多困惑，这些
困惑始于小柴胡汤
中关于人参的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年版）》
记载：“人参性温，味
甘、微苦、微温，归脾
经 、肺 经 、心 经 、肾
经，具有大补元气、
复 脉 固 脱 、补 脾 益
肺、生津养血、安神
益智的功效，用于治
疗体虚欲脱、肢冷脉
微、脾虚食少、肺虚
喘咳、津伤口渴、内
热消渴、气血亏虚、
久 病 虚 羸 、惊 悸 失
眠、阳痿宫冷等。”而
小柴胡汤适用于少
阳枢机不利，“功可
和解少阳”。

那么，人参到底
起什么作用呢？

有的人认为，人
参 在 复 方 中 ，因 为
配 伍 不 同 ，所 以 功
效有所差别。但是
从 理 论 上 来 说 ，中
药 治 病 ，本 质 是 以
药物之偏性，纠正人体阴阳之偏。人体
元气暴脱的时候，是处于极度气虚的状
态，人参可以复脉固脱，本性应当是较
为峻烈的。

如此峻烈之品，在小柴胡汤、半夏泻心
汤诸方中，以9克~12克的剂量，竟然可以
如此平和。而归脾汤中的木香一药，很多
清代的医生因为其性燥烈而去之；老年人
用党参、麦冬、五味子代茶饮就会导致大便
燥结加重。这些自相矛盾的地方，实在让
我难以索解。

偶然读到中医史学专家尚志钧的一篇
文章，讲述了根据文献记载，上党（今山西
省长治市）出产一种五加科的人参，作为贡
品。大约在清代的时候，这种人参就绝迹
了，当地人就以一种桔梗科的植物作为替
代品，也就是现在广泛应用的党参。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郝万山讲授
的《伤寒论》视频中，也详细地介绍了这
种五加科人参的产地、功效和现状，他认
为其作用介于辽人参和西洋参之间，将
其命名为上党人参，将党参、辽人参、高
丽参相区别。

我循着这个线索，检索部分文献得知，
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有外国学者发表文
章称古代所用人参就是现在的党参，但有
很多中国学者从历史文献、实地考察等多
个角度证明了明代之前用的人参是上党人
参，产地为现在山西长治的紫团山。上党
人参消失的时代应当是在明代，可能是由
于过度采挖与环境破坏导致的。

我回头再看相关的文献，以人参一
味，剂量随病情而定，浓煎以救逆的独参
汤，出自《景岳全书》。张景岳是明代著名
医学家，青年时期曾经在辽东驻军中做幕
僚，所以他所使用的应该是辽人参，也就
是现在所说的吉林参。清代医学家王清
任所创补阳还五汤，重用黄芪而不用人
参，推测可能与他的患者群体获得人参难
度太大有关。

因此，关于小柴胡汤中人参的疑问，目
前看来最接近真相的答案是：上党人参可
益气生津，但并不助热，在古代并非昂贵之
品，只是后来不再入药。

关于人参的其他几个疑问，也应有相
对合理的解释。不同时代记载的人参性
味功效不同，本质上应当是药用植物本身
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上党人参性质平
和，以益气生津为主；辽人参大补元气、复
脉固脱，其性质当为峻烈的。现在一些教
科书中关于人参的功效，应当是杂糅了上
党人参和辽人参的功效而成，而以辽人参
的功效为主。

从此之后，我经常应用小柴胡汤，其中
的人参，或以党参代替，或取沙参，或用黄
芪配金银花，效果都较好。正如古人所言：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作者供职于陕西省岚皋县中医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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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中医药的故事
□邢改霞

我在医院工作23年了，每天在
平凡的岗位上忙碌着，把青春和汗
水洒在这片土地上，虽然没有惊天
动地的创举，但是南丁格尔誓言一
直激励着我前行。

我小时候就对中医药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中医药学是我国传统文
化的瑰宝。我曾读过《伤寒论》，参
加工作后经常跟中医医师讨论关于
中医辨证论治的问题。

我的父亲于 2011 年被确诊为
肺癌中晚期，当时我感觉天都快
塌了。父亲身体一向很好，半年
前偶尔有咳嗽、咯血症状，后来频
繁咯血、咳嗽。我带父亲去医院
检查，经病理活检被确诊为肺癌

中晚期，需要手术治疗。由于父
亲病情复杂，做手术风险太大，就
开始做放疗及化疗，一个疗程结
束后我们出院回家了。回家后父
亲的身体情况很差，抵抗力严重
下降，化疗带来的不良反应使父
亲的体重减轻了 10 公斤，精神状
态也萎靡不振。

经朋友介绍，我们来到中医院

进行治疗。父亲那几年连续服用中
药，从未间断过，每隔一段时间就去
找医生看看舌苔、脉象。直到2016
年冬天，父亲病情恶化，最终离开了
我。我想，父亲若不是服用中药维
持，不一定能挺过这么长的时间。
我心里由衷地感谢中医。

我的母亲 10 年前因车祸尾椎
受伤，治疗了两三个月基本治愈。

然而去年冬天，母亲尾椎疼痛复发，
先后在几家医院看病，做了CT（计
算机层析成像）、核磁共振成像等检
查，开了很多口服药物，也不见病情
好转。

经邻居推荐，我们尝试中医治
疗。经过 3 个多月的治疗，母亲的
尾椎彻底不疼了。这让我对中医药
更加深信不疑。

我国中医药文化历史悠久，传
承着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在疫情
防控中，中医药对防治新冠病毒感
染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医药能够
有效缓解感染症状，减少轻型、普
通型感染者向重型发展，不仅提高
了治愈率、降低了病亡率，还促进
恢复期人群身体康复。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
以预防、治疗、康复为一体的整体医
学。通过中药调节，不仅能够增强
人体免疫力，还有抑制和杀灭病毒
的作用。我们要迎着时代的春风，
将中医药事业发扬光大，并且传承
下去。

（作者供职于鹤壁市中医院）

■我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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