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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 2024 年是甲辰龙年。
数千年来，龙作为中华民族的
图腾之一，是重要的文化符号，
就连中医药文化中也不乏龙的
身影。下面，笔者介绍几种临
床常用的带“龙”字的中药，春
暖杏林，共庆中华民族最隆重
节日——春节。

地龙
地龙是寡毛纲后孔寡毛目

钜蚓科动物参环毛蚓、通俗环毛
蚓、威廉环毛蚓或栉盲环毛蚓的
干燥体。其味咸，性寒，归肝经、
脾经、膀胱经，具有清热定惊、通
络、平喘、利尿等功效，主治高热
神昏、惊痫抽搐、关节痹痛、肢体
麻木、水肿尿少等。地龙的临床
常用量为 4.5 克~10 克。含有地
龙的常用方剂有补阳还五汤、大
活络丹、小活络丹等。地龙因咸
寒，易伤脾胃，故脾胃虚寒者慎
用。

龙骨
龙骨为古代大型哺

乳类动物（如象类、三趾
马类、犀类、鹿类、牛类

等）骨骼的化石，具有镇惊安神、
平肝潜阳、收敛固涩等功效。龙
骨主治心神不宁、心悸失眠、惊
痫癫狂、肝阳眩晕，以及滑脱诸
证，湿疮痒疹，疮疡久溃不敛
等。该药也是经方中常用的一
味中药，如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等。

龙芽草
龙芽草是蔷薇科、龙芽草属

多年生草本植物。龙芽草全草
（包括根及冬芽）均可入药。其
性干，味苦涩，入肺经、肝经、脾
经，具有收敛止血、消炎止痢、解
毒杀虫、益气强心等功效，主治
咯血、尿血、功能性子宫出血、痢
疾、胃肠炎、阴道滴虫、劳伤无
力、腰痛等，外用治痈疡疔疮。
该药的嫩茎叶可食，不仅营养丰
富，还具有很强的抗癌功效，为
野味佳品。

龙眼肉
龙眼肉是无患子科植物龙

眼的假种皮。因其种子圆黑光
泽，种脐突起呈白色，看似传说
中“龙”的眼睛，故得名龙眼肉。

新鲜的龙眼肉质极嫩，汁多甜
蜜，美味可口。龙眼带壳带核晒
干后，称龙眼干。如果去壳去
核，只留果肉，晒干后即为龙眼
肉。该药味甘，性温，有开胃益
脾、养血安神、补虚长智等功效，
临床上多用于治疗贫血和因缺
乏尼克酸造成的皮炎、腹泻、痴
呆，甚至精神失常，同时对癌细
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含有龙
眼肉的常用方剂有归脾汤、加味
补血汤等。

伏龙肝
伏龙肝为经多年用柴草熏

烧而结成的灶心土，具有温中
止血、止呕止泻等功效，用于治
疗虚寒失血、呕吐泄泻。该药
一般布包煎汤，澄清代水用，常
用量为 60 克~120 克；外用时，取
适量研末调敷。临床常用方剂
有伏龙肝饮，出自《普济方》，具
有温中止血、散瘀等功效，主治
血淋。

龙胆草
龙胆草属龙胆科，龙胆属多

年生草本植物。龙胆草的根、茎

经过干燥后，均可入药。
其性寒，味苦，归肝经、胆
经，主要功效为清热燥湿、泻肝
胆火，用于治疗湿热黄疸、阴肿
阴痒、带下、湿疹瘙痒、肝火目
赤、耳鸣耳聋、胁痛口苦、惊风抽
搐等。临床上常用的含有龙胆
草的方剂有龙胆泻肝汤、泻青
丸、当归芦荟丸等。

龙葵
龙葵为茄科茄属一年生草

本植物。唐代《新修本草》称龙
葵为苦菜。据《唐本草》和《本草
纲目》记载，龙葵根具有治疗痢
疾、跌打损伤、痈疽肿毒的作用，
龙葵子具有治疗急性扁桃体炎、
疗疮的作用。龙葵全株入药，性
寒，味苦，有毒性，具有清热解
毒、活血化瘀的功效，可散瘀消
肿。

倒扎龙
倒扎龙为蔷薇科植物针刺

悬钩子的根，分布于陕西、甘肃、
四川、云南、西藏等地，具有解毒
疗疮、活血止痛、止汗止带等功
效，常用于治疗疮疡肿毒、瘰疬、

腰腿痛、带下、盗汗等
症，为风湿痹病常用

中药。
九龙根

九龙根为豆科植物龙须藤
的根，味甘、苦，性温，入脾、肝二
经，具有祛风除湿、活血化瘀、行
气止痛等功效，常用量为9克~15
克。但是，该药不宜与辣椒等辛
辣、刺激性食物一起食用，以免
降低药物的治疗效果。

总之，带“龙”字的中药不仅
有本草，还有矿物药、动物药和
海药，如龙齿、龙涎香、天龙、过
江龙、上山龙、五爪金龙、龙船
花、龙锦、熙龙子、海龙、龙须草、
龙角等。带“龙”字的方剂有大
青龙汤、小青龙汤、抱龙丸、斑龙
丸、从龙汤、犹龙汤等。与龙相
关的中医药典故，最著名的是唐
代 医 药 学 家 孙 思 邈“ 坐 虎 针
龙”。因此，在中医药文化中，处
处有龙的身影，充分表明了中医
药行业对龙的喜爱。

（作者供职于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

龙年说“龙药”
□徐宏伟

山村里的非遗故事
我叫赵军旗，出生于 1975 年，

家住舞钢市尹集镇尹集村，毕业于
平顶山市卫生学校。毕业时，我就
暗下决心，要终身为山区人民健康
服务。毕业后，我先后在平顶山市
第一人民医院、舞钢市人民医院等
潜心学习。

2012年3月，经多年临床经验
积累，我开创的“治小儿口腔溃疡
药方”被列入舞钢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说起在山村里从医
的非遗故事，我得从爷爷及父辈谈

起。
我的爷爷赵金玉出生在舞钢

区（现舞钢市）尚店镇刘家沟，他的
父母深知识字的重要性，做苦力挣
钱，供他读了几年私塾。当时社会
不稳定，百姓生活贫苦、疾病缠身，
常见病不能及时得到诊治。正值
青年的爷爷目睹此景，便立志学
医，救济于民。

爷爷每天刻苦学习，熟背药
性、脉诀，理论结合实践，经常与同
道年长名医交流。经过几十年临

床实践，爷爷总结出一套诊治眼
疾、喉病的理论及验方，成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舞钢区的一
位名医。

我的父亲兄弟3人，父亲为长
兄。他从小跟随爷爷上山采药，炮
制药材，还熟读医书。当时家里经
济条件差，虽然没有开设诊室，但
是周边地区患者时常跑到家中向
父亲求方开药。

我的叔父赵振亚，因受家庭影
响，从医学院校毕业后，跟随爷爷

行医。后来，他参军入伍，在部队
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自小体弱多病的我受祖辈、
父辈的影响，学中医的信念越来
越坚定。1992 年 9 月，我考入平
顶山市卫生学校，开启救死扶伤
的职业生涯。我还在河南省洛阳
正骨医院、河南省中医院等地跟
师学习。通过名师指点，以及对
理论知识的综合学习，我了解了
常见病及疼痛类疾病的诊治标
准。

伴随着技术进步，不断总结经
验和教训，我医治的很多患者痊
愈，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付出总有回报。”很多外地患
者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我经常收到
他们的谢意。

山村里的非遗故事很平淡。
帮助患者尽快康复，是我最大的心
愿。山村里的非遗故事还很长，我
要让非遗故事走出山村。我会将
毕生精力，都投入医疗卫生事业
中，与疾病做斗争，把好的医术发
扬光大，快乐别人、幸福自己，一代
一代传承下去。

（河南省舞钢市尹集镇军旗诊
所赵军旗口述，舞钢市卫生健康委
段泓涛整理）

■■杏杏林撷萃林撷萃

学术界有“医儒不分家”之说，
这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文化现
象，也是中医与西医的重要区别。
毫无疑问，西医属于自然科学，而
中医除了自然科学的属性之外，还
有人文科学的性质。在我国古代，
满口“之乎者也”的儒家夫子，大都
略通岐黄之道，有“不为良相，便为
良医”之说。闻名遐迩的老中医，
都有深厚的文学底蕴。

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的《回乡
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
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
客从何处来。”大家都耳熟能详。
其实，认真地思索一下，该诗里面
竟隐藏着4味中药。其中，“少小离
家老大回”，说的是“当归”；“乡音
无改鬓毛衰”，就是“白头翁”；第三
句，“儿童相见不相识”，此人太陌
生了——人生，人生是“人参”的谐
音；最后一句，“笑问客从何处来”，
答案应该是“出生之地”，不就是

“生地”吗？
如果说该诗仅是蕴藏中药名

的话，那么更有一些诗词直接将药

名嵌入诗中，令人耳目一新。
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忆

山东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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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茱萸就是一味
中药。

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元日》
写道：“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屠苏是一味养生防病
的药酒，就叫屠苏酒，里面含有多
种中药。

《西江月·丁香女》：“前面槐花
树下，丁香貌若天仙，不施花粉逗
人欢，更有茴香作伴！貌似牡丹带
雨，容如芍药笼烟；砂人一见直垂
涎，暮想朝思苦恋！”这首词含槐

花、丁香、花粉、茴香、牡丹、芍药、
砂仁、苦楝8味药名，写出了一对情
人的初恋经过，颇具感染力。

还有一首《卜算子·苦恋》：“两
地苦参商，双流斑竹泪！分明织女
别牵牛，难把槟郎会。心比玉金
坚，情似均江水！朝朝暮暮苦相
思！茹却黄连味！”这首词含苦参、
竹泪（竹沥）、牵牛子、槟榔、郁金、
均姜、相思籽、黄连8味药名，再加
上标题苦楝子，共9味中药，写一对
情人两地相隔，尝尽相思之苦，十
分感人。

南宋诗词大家辛弃疾很值得
一提，他字幼安，号稼轩，许多诗
词名句至今仍流传不衰。例如，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少年

不识愁滋味”“天凉好个秋”；“生
子当如孙仲谋”“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
珊处”……

辛弃疾还用中药的名字写了
一首《满庭芳·静夜思》：“云母屏
开，珍珠帘闭，防风吹散沉香。离
情抑郁，金缕织硫黄。柏影桂枝交
映，从容起，弄水银堂。连翘首，惊
过半夏，凉透薄荷裳。一钩藤上
月，寻常山夜，梦宿沙场。早已轻
粉黛，独活空房。欲续断弦未得，
乌头白，最苦参商。当归也！茱萸
熟，地老菊花黄。”

全词用了以下药名：云母、珍
珠、防风、沉香、硫磺（硫黄）、桂枝、
肉苁蓉、水银、连翘、半夏、薄荷、钩

藤、常山、轻粉、独活、续断、乌头、
苦参、当归、茱萸、菊花等。

另外，南宋洪皓写了一首诗，
名称就叫《药名一绝》：“独活他乡
已九秋，肠肝续断更刚留。宁知老
母相思子，没药医治白尽头。”该诗
十分巧妙地将 6 味中药（独活、续
断、知母、相思籽、没药、白头翁）嵌
入诗中，表达了自己深沉挚诚的爱
国思母之怀，感人肺腑。

例子无须多举，其实，许多中
药的名字本身就含有深刻的寓
意，诗人们将药名融入诗中，不仅
给人以享受，更赋予了中药独特
的美。

（作者系河南中医药大学教
授）

■我与中医

在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
著的《本草纲目》中，将宁夏枸杞
子列为上品，称“全国入药杞子，
皆宁产也”。意思是宁夏枸杞子
从药效和营养价值上都位居国
内前列。关于枸杞子，还有一个
美丽的传说。

相传，古代有一位书生体弱
多病，到终南山寻仙求道，他在
山里走了好几天，也没有见到神
仙的踪影。

就在书生烦恼时，看见一位
“年轻”的女子在打骂一位“年
迈”的妇人，他赶忙上前劝阻，并
指责“年轻”的女子违背尊老之
道。“年轻”的女子听后笑道：“你
知道她是我什么人吗？她是我
的小儿媳妇。”书生不信，转问

“年迈”的妇人。“年迈”的妇人
答：“千真万确，她是我的婆婆，
今年92岁了，我是她第7个儿子
的媳妇，今年快50岁了。”

书生看来看去，这位“年轻”
的女子怎么也不像92岁，遂追问
缘由。“年轻”的女子说：“我一年
四季坚持服用枸杞子，春吃苗、
夏吃花、秋吃果、冬吃根，越活越
健旺，头发也黑了，脸也光润了，
看起来就像三四十岁。我那几
个儿媳妇也常常吃枸杞子，也都
祛病延年。只有这个小儿媳妇
好吃懒做，不仅不吃枸杞子，还
不吃蔬菜，每天只吃鸡鸭鱼肉，
吃出这一身毛病。”

书生听了这番言语，回到家
里后，也经常买枸杞子吃，天长

日久，百病消除，活到80多岁。
这虽然是神话故事，但是枸

杞子的功效却是古今公认的。
枸杞子是一味药食同源的

药材，既可食用，又可药用，安全
性相当高。因此，网络也上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人到中年不容
易，保温杯里泡枸杞。”那么，保
温杯里为什么不泡人参、鹿茸，
而是泡枸杞子呢？

虽然人参、鹿茸的补益效果
很好，但是两者均属于温性，且
不是人人适宜，要经过中医辨证
论治后才能食用。枸杞子就不
同了，它味甘，性平，性质较平
和，就是说大多数人均可食用，
长期食用也不易上火。枸杞子
归肝经、肾经，具有补肾益精、养

肝明目、润肺生津等功效，特别
是对肝肾非常有益处。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枸杞子
有提高免疫力的作用，不仅具有
抗衰老、抗肿瘤、降血压的作用，
还具有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保护
肝脏、抑制脂肪肝、促进肝细胞
再生的功效。因此，在临床上，
枸杞子尤其适用于肝肾阴虚、有
脂肪肝和用眼过度的人群食用。

下面，笔者主要介绍枸杞子
的食用方法：直接嚼服，每日早
晚直接嚼服，不仅方便，吸收效
果还很好；泡茶饮用，春季可以
单独浸泡枸杞子，夏季可以配伍
菊花，秋季可以配伍川贝、百合
熬粥，冬季可以配合羊肉等煲
汤；泡酒饮用，将枸杞子浸泡于

50度以上的白酒中，10天~15天
后即可饮用；煲汤食用，各种粥
类、肉汤都可以加入几粒枸杞
子，使滋补效果更好。

那么，哪些人群不宜食用枸
杞子呢？

1.正值感冒、发热、腹痛、腹
泻等疾病发作期，不要服用进补
的药材。

2.服用枸杞子时，不宜食用
绿茶、牛奶、螃蟹，以免引起不良
症状。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信阳市
人民医院）

古诗词里的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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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合理搭配
在聚餐时，大鱼大肉是常

客。春节前后，是聚餐集中的
时段，肥甘厚味虽然受人欢迎，
但 是 频 繁 食 用 ，则 会 损 胃 败
脾。《黄帝内经·素问·脏气法时
论》记载：“五谷为养，五果为
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
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因此，
春节后，人们应尽快恢复常态
饮食，做到各种食物合理搭配，
荤素比例为 1∶1；平素脾胃弱
者，最好 1∶2 食之，再配合五谷
水果，有利于脾胃健康。

相关研究结果证明，合理
饮食不仅能满足人体对各种营
养物质的需求，促进组织修复，
提高抵抗力，还能改善记忆力，
提高我们在工作中的能力。
寒热体质不同 选择也不同

这里所说的寒热，并非冰
激凌和热汤之间的寒热，而是
体质寒热。体质虚寒者，平素
手脚怕冷，要少食生冷食物（如
酸奶、水果、冷饮等），适宜摄入
热性食物（如牛肉、羊肉）等。
热性体质者，则与之相反，喜冷
饮，容易急躁等，要少食热性、
易上火的食物（如牛肉、羊肉、韭菜等）。

规律饮食
在宴席上，美食让我们应接不暇，加之亲朋好

友聚集，大多数人一边聊天、一边用餐，导致用餐时
间不规律。不规律饮食不利于身体健康。规律饮
食可以保证人体消化吸收过程有节奏地进行，使脾
胃功能协调。

《黄帝内经·灵枢经》记载：“胃满则肠虚，肠满
则胃虚，更虚更满，故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
利，精神乃居。”如果饮食时间不固定，会使胃肠功
能紊乱，影响食物的消化和营养物质的吸收；时间
长了，会导致脾胃功能失调，食欲减退。因此，我们
应规律饮食。

适度运动
运动员一旦停止运动，且摄取的食物量未减

少，一个月后体重会明显增加。普通人食量增加，
运动量减少，体重也会在短期内迅速增加。

在春节期间，我们停止了忙碌的工作，如果饮
食不节制，会导致体重在短期内迅速增加，为“三
高”（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埋下风险。因此，春
节假期结束后，我们应适度运动，把多余的能量释
放出去，维持体内气机流畅，代谢出堆积在体内的

“垃圾”。运动形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选择逛街、
登山、散步等，在放松的同时，也达到了运动的目
的。

老人孩子饮食宜清淡
小孩尚弱，老人已衰，其脏腑功能都相对不足，

饮食应以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为主。很多孩子不知
饥饱，常常出现食积的情况，节后出现发热、腹痛等
症状。

在各类食物中，蔬菜最容易消化，谷物次之，肉
类较难消化。因此，在饮食方面，家长除了要注重
荤素搭配外，还可以在炖肉时放入 10 克~20 克山
楂，这样不仅能增加口感，还能帮助肠胃消化食
物。老人则要注意饮食清淡，应以素食为主，烹调
做到熟、细、软、烂。

特殊人群注意食养
在春节期间，慢性病（如高血压病、高脂血症、

糖尿病等）患者不能改变饮食和用药习惯。高血压
病、高脂血症患者应坚持低盐、低钾饮食，少吃肥甘
厚味，尤其不要吃辛辣、油腻等刺激性食物。

春节聚餐时，大多数患者情绪兴奋，导致摄入
过多不该摄入的食物。轻者出现胃肠梗阻、便秘、
腹胀、泛酸等症状，重者由于血糖过高，导致昏迷、
中风，甚至心脏病发作等。因此，慢性病患者春节
期间一定要严格遵守饮食原则，做好自我健康管
理。

最后，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情
愉快，度过一个生龙活虎、龙腾虎跃的春节。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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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兔月流去，祥龙开
新春。新春佳节，美食是
不变的旋律，各种美味佳
肴轮番登场。在享受节
日美味的时候，我们难免
会过度饮食。那么，节后
如何调整饮食呢？

■中药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