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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影响最大的喉科专著——

《重楼玉钥》
□黄新生

咽喉疾病风为首
咽喉外通口鼻，内连肺胃，是

呼吸、消化之“门户”。天行、六淫
为患，咽喉首当其冲；脏腑失调，
痰热上蒸，也常反映在咽喉，故天
行、六淫、七情、饮食失当等，都会
造成咽喉疾病。

在诸多病因中，风邪最为重
要。该书提出：“大抵风之为患，
好攻上而致疾者，三十六症，内关
咽喉为第一。”书中以“风”命名喉
科诸疾，说明风邪为喉科致病的
共同因素，如双鹅风（扁桃体炎）、
双燕口风（咽峡炎）、木舌风（舌体
感染）、重舌风（舌下腺囊肿）等。

风为阳邪，传变迅速，风邪侵
袭咽喉，多来势迅猛，如该书提
出：“叉喉之症最为殃，迟了三时
命不长。”“缠喉之症本非奇，日久
无声气道危，若见此形宜速退，仓
公遇了亦愁眉。”风邪容易袭击阳
位，咽喉居于人身之上位，属阳，
是人体与外界密切联系的枢纽，
最易受风邪侵袭。风邪袭人，必
先犯肺卫，故喉症初起，除肿痛
外，常有发热、头痛、咳嗽等症状。

详辨疾病重诊断
书中载喉风三十六

症，实际涉及 38 种疾

病，发病部位除咽喉外，还有头
面、外耳、口齿及唇舌等。

该书每症先载歌诀，把喉风
的特征、治疗、转归概括其中，再
详细阐述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辨
别诊断、治疗要点、禁忌等，有的
后面还有郑承瀚的评论。比如双
鹅风，先载歌诀：“乳鹅红肿在喉
间，病者求痊亦不难。角药频施
兼服剂，自然取效莫愁烦。”再详
细记载临床表现：“凡咽间红肿似
疖毒两枚，而生在两边者，是为双
鹅。”接着记载禁忌和治疗要点：

“切勿误用刀。先以摩风膏少许
入角药井水调噙，又以鹅翎挑入
喉间疖毒上令病患闭目噙良久，
俟满口痰来吐出，再吹赤麟散服
紫地汤，自然立效。”随后记载疑
难病症治疗：“如日久疖毒未平，
仍似莲子样，须用消芦散加巴豆
七个去壳熏患处，如熏破后只可
用吕雪丹。”最后是总结性评论，
包括临床经验、病因病机、治疗心
得等。

综合治疗效果好
郑宏纲提倡针刺与药物并

举，外治与内服兼顾，局部与全身
治疗相结合，进行综合治疗，取得
较好的临床疗效。

一是创“三针”治疗学说。开
风路针：针刺开泄，予风以路，即
通过针刺以疏通经络，使风邪得
以外出，热痰得以消散。其选穴
以督脉为主，其次为手太阴肺经
和手阳明大肠经，因风为阳邪，善
袭咽喉，而督脉总督诸多阳脉，为

“阳脉之海”；肺合皮毛，风夹他
邪，最易袭肌皮；肺与大肠相表
里，针刺督脉、肺经、大肠经穴位，
共奏祛风邪外出之效。开风路针
多用于咽喉急危重症患者，如帝
中风、鱼鳞风、叉喉风等。

破皮针：推陈出新，放血排
毒，即破皮刀割破局部患处，达到
流血泄毒的效果。破皮针并不是
普通意义的针刺穴位，而是刺破
局部肿胀之处，流血而使风毒泻
于外，达到消肿止痛的目的。破
皮针主要针对患处局部红肿热
痛，或脓液已成，毒邪集结处，排
脓出血而达到治疗之效，如粟房
风、乘枕风、牙痈风、驴嘴风等。
具体操作分为刀切法、针刺法、挑
刺法等。

气针：调气行血，以通为用，
即利用针刺全身、头面、四肢的形
式，调气通络，进而达到祛除外
邪、治疗喉科疾病的目的，用于不

能用破皮针的疾病，如坐舌莲花
风、夺食风等。

二是药物治疗有特色。在喉
风诸症初起之时，郑宏纲提倡治
疗应祛邪存正、调和气血，以祛除
风邪为首要任务，风邪祛除则热
邪自除、气血调和，咽喉不受干
扰，继以散血消肿、清热解毒。代
表方剂为紫正散和地黄散。紫正
散中的紫荆皮能散血消肿，荆芥、
防风、细辛能疏风祛邪、宣通经
气，共同起到凉血消肿、滋阴解毒
的作用，使风热得散。地黄散中
的丹皮、生地黄、赤芍、茜草可以
凉血散血，薄荷、桔梗、甘草可以
辛凉解表、利咽缓急。

后期治疗以养阴清热为主，
代表方剂为养阴清肺汤。方中重
用生地黄，起到甘寒入肾、滋阴壮
水、清热凉血的作用，为君药。玄
参能滋阴降火、解毒利咽，麦门冬
能养阴清肺，共为臣药。佐以丹
皮清热凉血、散瘀消肿，白芍和营
泄热，川贝母清热润肺、化痰散
结，少量薄荷辛凉散邪、清热利
咽。生甘草能清热、解毒、利咽，
并调和诸药，以为佐使。诸药配
伍，共奏养阴清肺、解毒利咽之
功。

白喉于清代乾隆年间传入我
国，在道光年间蔓延至全国，在小
儿之间传播迅速。受清朝医学家
叶天士“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
传心包”观点的影响，当时医家使
用辛温发散、苦寒降泻或解表散
寒等方法治疗，枉死者不计其数。

郑宏纲、郑承瀚父子仔细观
察后，提出白喉的病因是肺肾阴
虚感染燥邪的观点，在治疗中不
能用发散的方法，更不能用苦寒
的药物，应当用养阴清润之法，并
创制养阴清肺汤进行治疗，获得
良好的疗效。直到白喉疫苗使用
前，养阴清肺汤都是中西医治疗
白喉的主要方药。

三是局部治疗效果显著。郑
宏纲提倡内服外治共同使用，外
治采用吹（药）、噙（化）、漱（口）、
（外）敷等局部治疗方法，起到祛
风逐痰的作用，尤其对痰涎壅盛、
堵塞气道者，有起死回生之效。
吹为外吹药物于舌面或咽喉，使
药物直接作用于患处，起到保护
创面、消肿止痛、祛风疏散的作
用。噙为角药（辛乌散）调和噙于
口内，痰涎盛加摩风膏，如颈项及
口外红肿，也可用角药外敷。

《重楼玉钥》系统总结了郑氏
喉科的学术思想和喉证诊疗经
验，涉及了中医治疗喉症的理法
方药和针法治疗，是我国喉科史
上第一部学术经验趋于系统、全
面的喉科证治专著，又是第一部
中医喉科针灸专著。该书一经问
世，便被医家争相传抄，1838 年，
由津门冯相棻印发刊行。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
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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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山楂15克，金银花30克，蜂蜜适量。
做法：将山楂洗净、去核，放入砂锅中；锅内

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加入金银花转小火煮10分
钟左右；待汤温热后，加入适量蜂蜜调匀即可。

功效：破气散瘀、清热解毒，适用于风寒感冒
者。但是，山楂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孕妇及备孕
女性不适合使用；金银花偏凉，体寒的人慎用。

清热解毒——山楂金银花汤
□丁玉兰

材料：莲藕500克，党参20克，玉竹20克，猪
排骨500克，生姜5克。

做法：莲藕切成块，猪排骨焯水，生姜切成
片；将以上材料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
沸后转小火煮60分钟，加入盐调味即可。

功效：健脾养胃、滋阴润燥，适合脾胃虚弱、
气阴不足者食用。

润燥健脾——玉竹排骨汤
□朱晓瑜

材料：雪梨1个，川贝母6克，白糖30克。
做法：将雪梨顶部切掉一块儿，去核后掏空；

川贝母切碎；在雪梨盅里放入切碎的川贝母和冰
糖，盖上雪梨盖（用牙签固定）；将雪梨盅放入碗
中，上锅蒸30分钟即可。

功效：清热化痰、散结解表。

清热化痰——川贝母蒸梨
□白小艳

材料：白萝卜1个，红枣、生姜、蜂蜜适量。
做法：白萝卜和生姜洗净、晾干，切成薄片备

用；将白萝卜、生姜、红枣放到锅内，加适量清水，
大火煮沸后转小火煮20分钟，去渣留汤；最后，加
入适量蜂蜜即可。

功效：辛温解表、止咳化痰。

化痰止咳——萝卜姜枣汤
□李培利

材料：菠菜、猪肝、姜片、猪油、盐、白醋适量。
做法：将猪肝洗净，切成片，然后用少许白醋

腌制30分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再焯水后捞出；
锅内放入适量猪油、姜片，炒出香味后加入适量
清水；水煮沸后放入菠菜，再加入盐、猪肝，煮1分
钟即可。

功效：营养丰富，预防感冒。

预防感冒——菠菜猪肝汤
□赵姗姗

材料：茼蒿 300 克，杏仁 50 克，蒜末、盐、鸡
精、生抽、芝麻油适量。

做法：杏仁洗净，在沸水中煮5分钟后捞出，
去皮备用；茼蒿洗净、切成段，焯水后捞出备用；
茼蒿、杏仁放入碗中，加入盐、鸡精、蒜末、生抽、
芝麻油调味，拌匀即可。

功效：消食开胃。

消食开胃——杏仁拌茼蒿
□王霄飞

方法：在背部足太阳膀胱经上的腧穴进行刮
痧，刮痧板呈45度角，轻轻从大椎穴往下刮，再刮
大椎穴两侧的定喘穴、肺俞穴，以及两侧肩胛缝
等，使局部有温热感；每天1次~2次。

刮痧治疗风寒感冒
□赵雅丽

养 生 保 健

（以上作者均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郑宏纲（1727年~1787年），字纪元，号梅涧，又号雪萼山人，安徽歙县人。郑宏纲的父亲郑于丰和叔父郑于
蕃在江西南丰向黄明生学习喉科，尽得其传。郑宏纲自幼随父习医，深得其传。他以黄明生的授徒秘本为底本，
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将家传的《喉科三十六症》增订为《重楼玉钥》2卷。后来，郑宏纲的儿子郑承瀚对该书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

《黄庭经》将咽喉称为“十二重楼”，后世将咽喉科急危重症比喻为重楼之门闭锁。“重楼玉钥”意思是该书就
像一把钥匙，能把咽喉急危重症这扇紧闭的大门打开。《重楼玉钥》上卷阐述喉科疾病的基础理论与治法，下卷记
载喉症的针灸疗法，是后世中西医结合治疗耳鼻喉科疾病的重要参考，具有以下特点。

心血管疾病是当今社会面临
的健康问题之一，其发病率和死
亡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然而，
除了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外，我
们是否能找到其他守护心血管健
康的方法。唐代医药学家孟诜所
著《食疗本草》，以独特的食疗思
想，为我们提供了防治心血管疾
病的策略。

饮食与心血管健康的关系
食疗是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食疗本草》强调食物的药用
价值，提倡通过调整饮食结构来改
善健康状况。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与发展往往与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高脂、高糖、高盐饮食容易导致动
脉粥样硬化、高血压病等疾病。因
此，坚持合理饮食，可以有效预防
和治疗心血管疾病。

食疗策略
清淡饮食 孟诜提倡清淡饮

食，避免摄入过多高脂、高糖、高盐
食物。清淡饮食有助于患者降低
血脂、血糖和血压，从而减轻心血
管系统的负担；同时，还有助于患
者的体重保持在合理范围内，降低
肥胖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

选择五谷杂粮 孟诜主张多吃
五谷杂粮，如粳米、小米、燕麦等。
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和
矿物质，有助于降低胆固醇、稳定
血糖，从而预防心血管疾病。

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 新
鲜的蔬菜和水果是孟诜食疗思想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鲜的蔬菜
和水果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抗
氧化物质，有助于患者减轻炎症，

预防心血管疾病。例如，绿叶蔬菜中的硝酸盐有助于
降低血压，柑橘类水果中的黄酮类物质有助于预防血
栓。

遵循药食同源的原则 孟诜认为，许多食物本身就
具有药用价值，例如山楂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可以预
防和治疗冠心病；黑木耳具有抗凝血、降血脂的作用，
有助于预防血栓和动脉粥样硬化。

适量饮水 孟诜提倡适量饮水，保持体内水分平
衡。适量饮水有助于稀释血液，降低血液黏度，从而减
轻心脏的负担，预防血栓；同时，还可以排毒养颜，保持
皮肤光泽。

避免暴饮暴食 孟诜主张避免暴饮暴食。这样有
助于保持血糖稳定、减轻胰岛素抵抗，从而降低糖尿病
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现代科学研究结果表明，《食疗本草》中的食疗思
想具有科学依据和实际应用价值。同时，现代营养学
还揭示了食物中的成分维护心血管健康的奥秘。

孟诜的《食疗本草》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食疗智
慧，有助于我们维护心血管健康。坚持清淡饮食，选
择五谷杂粮，摄入新鲜的蔬菜和水果，遵循药食同源
的原则，适量饮水，以及避免暴饮暴食等策略，可以帮
助我们有效预防和治疗心血管疾病。未来，我们可以
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和临床实践，研发出更多有效的食
疗方法和药膳，为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更多
的选择。

（作者供职于平顶山市中医医院心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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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保养
肺脏呢？

顺应自然
《黄帝内经》提出“法于阴阳”的观

点，就是让人们要顺应四季天气变化，调
整阴阳平衡，达到养生的目的。肺为娇
脏，为阳中之阴，喜润恶燥。对于慢性支
气管炎、肺气肿患者，冬季容易发生肺部
感染。因此，这些患者在冬季要注意保
暖，避免熬夜，增加饮水量，适量摄入具
有润肺功效的食物，以养肺气。

动静结合
生命在于运动，坚持适度运动能够

促进血液循环，防止肌肉萎缩，促进新陈
代谢，增加肺活量。《黄帝内经》倡导“和
于术数”，主张以动养形。唐代医药学家
孙思邈主张“动以养形，秘固保精”。因
此，保养肺脏就需要坚持适度运动，以强
壮形体、固护正气，人们可以选择一些舒
缓的运动方式，比如练八段锦、打太极拳
等。

另外，肺属金，心火亢盛则克金，肺

金亏虚，就会出现咳喘症状。因此，我们
在生活中，要安定心神，避免心火过旺。

慎起居、节情欲
《黄帝内经》主张“起居有常，不妄做

劳”，就是告诉我们要养成良好的作息习
惯，劳逸适度，以免“生病起于过用”。《黄
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阐述因起
居不慎，“冬伤于寒，春必病温；春伤于
风，夏生飧泄；夏伤于暑，秋必痎疟；秋伤
于湿，冬生咳嗽”。对于肺脏养生来说，
人们要关注天气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避
免过冷或过热；同时，要避免情绪波动过
大和劳欲过度，使肺脏受到外邪侵袭，出
现咳嗽等症状。

舒畅情志
《黄帝内经》提出“怒伤肝、喜伤心、

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暴怒伤阴，暴
喜伤阳”的观点，可见情志失调可引起人
体阴阳失调、脏腑损伤、气血亏虚。《红楼
梦》中的林黛玉由于每天郁郁寡欢，所以
出现咳喘症状。对于慢性支气管炎、肺
气肿、肺心病、支气管哮喘、肺纤维化等

疾病的患者，更应该保持心情舒畅，以免
加重病情。

饮食调理
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与脾胃有关，脾

胃功能强健，则营养物质消化和代谢功
能运行良好。脾五行属土，肺五行属金，
土能生金。因此，对于肺气虚的人，可以
使用培土生金法来补肺气，进食一些健
脾补气的食物，比如山药、百合、薏苡仁
等。另外，饮食调理要因人、因地、因时
制宜，比如肺寒者宜食温热类食物（如牛
肉、羊肉、辣椒、洋葱等），热者宜食寒凉
类食物（如苦瓜、黄瓜、海带、蒲公英等）；
北方地区天气寒冷干燥，宜食温润食物
（如南瓜、洋葱、韭菜等）；南方地区天气
湿热，宜食清热祛湿类食物（如薏苡仁、
红豆、绿豆、芹菜等）。

总之，健康有道、养生有方，每个人
应根据自己实际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
养生方法。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第二人民医院
中医科）

孕妇坚持合理饮食，对胎儿的生长
发育和顺利分娩是非常重要的。孕妇要
注意控制热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摄入
量，保持营养均衡。

孕妇每天所吃的食物，除了维持自
身所需的营养物质外，还要为胎儿的生
长发育提供营养物质。研究结果表明，
孕妇的饮食习惯会对胎儿的生长发育造
成影响。因此，孕妇合理摄入蛋白质、脂
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对孕
妇自身健康和胎儿健康是十分重要的。

需要哪些营养
由于胎儿的生长发育，孕妇需要更

多的热量。在妊娠早期，孕妇不需要额
外增加热量。在妊娠4个月至分娩前，孕
妇应每天增加200千卡的热量。

妊娠期对蛋白质的需求量增加。
在妊娠早期，孕妇不需要额外增加蛋白
质的摄入量。因为妊娠中期和妊娠晚
期胎儿生长发育较快，所以孕妇需要增
加蛋白质的摄入量。蛋白质的主要来
源是动物性食物，如鱼肉、鸡肉、鸡蛋、

牛奶等。
碳水化合物是提供能量的主要物

质，占总热量的 50%~60%。脂肪占总热
量的25%~30%。因为不饱和脂肪酸有利
于胎儿的大脑和视网膜发育，所以孕妇
应该适当多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
物。鱼类食物，尤其是深海鱼类、核桃等
食物，富含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也是胎儿生长发育必需的营
养物质，尤其在妊娠早期，供给量不足或
过量，都可能增加胎儿畸形的风险。

微量元素（如铁、锌、碘）是胎儿生长
发育必需的营养物质。孕妇缺乏微量元
素，可能导致胎儿发育不良。如果孕妇
在妊娠早期缺乏微量元素，会增加胎儿
畸形的风险。由于妊娠期血容量增加，
孕妇容易出现生理性贫血。因此，孕妇
摄入足够的微量元素是非常重要的。

膳食纤维虽然不能被人体吸收，但
是它可以降低身体对糖分和脂肪的吸
收，避免血糖升高，预防便秘，改善消化
功能。因此，孕妇应该适量摄入富含膳
食纤维的食物。

饮食方法
在妊娠早期，孕妇以清淡、易消化

的食物为主，可以降低妊娠反应。在日
常生活中，孕妇应少食多餐，摄入足量
的碳水化合物，适量摄入富含叶酸的食
物（如菠菜、芹菜、橘子等），因为妊娠早
期叶酸缺乏，会增加胎儿神经管畸形的
风险。

孕妇应戒烟，因为烟草中的尼古丁
等有害物质，会导致胎儿缺氧、营养不
良、发育迟缓；戒酒，因为酒精可通过胎
盘进入胎儿体内，造成胎儿发育不良、中
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等。

到了妊娠中晚期，孕妇应适当增加
鱼肉、鸡肉、鸡蛋、牛奶等优质蛋白的摄
入量；每周摄入一次富含碘的食物，如海
带，紫菜等；经常吃富含铁的食物（如牛
肉、羊肉、猪肝、木耳等），因为孕妇是缺
铁性贫血的高发人群，必要时，可额外补
充铁剂；坚持适度运动，少吃辛辣、油腻、
刺激性食物。

（作者供职于漯河市第二人民医院
妇产科）

孕期保持营养均衡很重要
□任欢欢

肺脏的养生之道
□郭明明

■■养养生堂生堂

材料：茼蒿、猪肝、鱼肉、猪腰、红辣椒、姜丝
高汤、盐适量。

做法：茼蒿洗净，猪肝、鱼肉、猪腰洗净后切
成片；锅内加入适量高汤，大火煮沸后放入茼蒿、
鱼片、猪腰片、猪肝片；最后，加入适量姜丝、红辣
椒、盐调味即可。

功效：滋阴润燥。

滋阴润燥——茼蒿猪肝汤
□毛 磊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
生堂》《中药传说》《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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