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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的伟
大创造，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为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做
出了巨大贡献，对世界文明进
步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中医药工作，中医药事
业取得了显著成就。党的十八
大以来，党中央把中医药工作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中医药
改革发展取得显著成绩。

2016年12月25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并于
2017年7月1日起施行，这是中
医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大事。

《中医药法》是为继承和弘
扬中医药文化，保障和促进中
医药事业发展，保护人民健康
而制定的法律，解决了一些当
时中医药事业发展亟待解决的
问题。比如以法律形式肯定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解决
了一些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
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

的人员因学历问题，
不能参加执业医师考
试，无法依法行医的

问题。又如，在第三章《中药保
护与发展》中，提出严格管理农
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禁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
剧毒、高毒农药，建立道地中药
材评价体系，对提高中药材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制度日益完善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
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
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显著标
志，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保
障。《中医药法》将党和国家的
中医药方针政策以法律的形式
固定下来，是推进全面依法治
国战略在中医药领域的重要成
果，对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具
有重要意义。

《中医药法》实施之后，《中
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
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
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等规
章制度相继出台，为《中医药
法》的贯彻落实提供了制度保
障，进一步提升了基层中医药
服务能力，有效增加了中医药
服务供给。全国各地相继颁布
新制定、修订的地方中医药法
规，并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普法
宣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
作委员会、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写法
律释义，引导全面准确把握《中
医药法》的精神实质和基本内
容。《中医药法》法律体系日益
完善，为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2022 年，河南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河南
省中医药条例》，并于10月1日
起施行。在《河南省中医药条
例》中，对中医药守正创新、传
承发展等进行了充分体现。比
如明确支持有条件的中医药院
校依据有关规定单独招生；弘
扬传统中医药文化，建立健全
以仲景文化为核心，涵盖洛阳
正骨文化、怀药文化、大宋中医
药文化等富有历史底蕴和地域
特征的河南中医药文化体系
等。

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一是中医药服务能力得到
提升。《中医药法》实施7年来，
中医药服务能力稳步提升，有
效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层
次、多样化的中医药服务需
求。在村卫生室，中医药适宜
技术得到有效推广，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防治常见病、慢性病
中的优势，切实降低广大人民
群众就医费用，提高了中医药

在人民群众中的认可度和应用
水平。在乡镇卫生院，中医馆
建设如火如荼，“一馆一特色”，

“简、便、验、廉”优势尽显，涌现
出一批基层中医学术带头人，
在群众中具有良好的口碑。中
医科由原来的边缘科室逐步成
为卫生院“挑大梁”的科室。在
县级中医院，中医优势特色专
科建设成为带动医院发展的

“领头羊”，在提升自身医疗技
术水平的同时，通过开展中医
药适宜技术培训、推动优质中
医药资源下沉、搭建医疗技术
帮扶平台，有效带动了全院乃
至整个地区的中医药发展。

二是促进了中药的发展。
《中医药法》鼓励发展中药材规
范化种植养殖，严格管理农药、
肥料等农业投入品的使用，禁
止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
毒、高毒农药；建立道地中药材
评价体系，扶持道地中药材生
产基地建设，加强道地中药材
生产基地生态环境保护。《中医
药法》实施7年来，中药材的种
植面积、药材质量、炮制水平都
有了大幅的提升。

另外，《中医药法》规定，在
村级医疗机构执业的中医医
师、具备中药材知识和识别能
力的乡村医生，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可以自种、自采地产中药

材并在其执业活动中使用；对
市场上没有供应的中药饮片，
医疗机构可以根据本医疗机构
医师处方的需要，在本医疗机
构内炮制、使用；医疗机构可以
凭本医疗机构医师的处方对中
药饮片进行再加工。这些政策
促进了中药饮片、中药制剂在
基层医疗机构的临床应用。

三是促进中医药文化宣
传。《中医药法》规定，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中医药文化
宣传，普及中医药知识，鼓励组
织和个人创作中医药文化和科
普作品。《中医药法》实施以来，
各地相继开展了中医药文化进
基层、进校园、进社区，以及中
医药文化宣传月等活动，促进
了中医药文化的普及。例如，
武陟县卫生健康委和文联联合
举办了 2023 武陟县“岐黄杯”
中医药文化摄影大赛，吸引百
余名摄影爱好者深入中医科
室、诊所，用镜头记录新时代中
医药工作取得的成就；深入田
间地头、商铺工厂，从摄影角度
展示灿烂的怀药文化；深入学
校、乡村，从摄影人的视角观呈
现中医药文化进基层，展示文
化自信，推动了当地中医药文
化的宣传工作。

（作者供职于河南
省武陟县卫生健康委）

养 生 食 谱

（以上作者均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夏季风热感冒——荷桑菊花茶
□李珮琳

材料：荷叶30克，桑叶30克，菊花10克。
做法：将荷叶、桑叶、菊花放入锅内，加入适量清水，

熬煮至水沸即可。温服，代茶饮。
功效：荷叶，可以清暑化湿；桑叶、菊花，可以疏散风

热、清肺润燥。荷叶、桑叶、菊花合用，有疏内解表、祛暑
化湿之效。

明目通便——蒜香胡萝卜
□毛 磊

材料：胡萝卜2根，蒜苗4根，大蒜10瓣，盐、胡椒粉、
花椒粉、酱油、味精适量。

做法：将胡萝卜去皮，切成菱形片；蒜苗洗净，切成
段；大蒜切碎；起锅烧油，待油五成热时，放入大蒜炸成
金黄色，再放入胡萝卜炒软；调入适量盐、胡椒粉、花椒
粉、酱油和味精，最后倒入蒜苗，翻炒约 15 秒即可出
锅。

功效：明目通便。

补气抗衰老——制何首乌红枣粥
□张智强

材料：制何首乌10克，红枣25克，粳米100克，红糖
适量。

做法：砂锅中放入制何首乌和适量清水煎煮30分
钟，滤渣留汤；汤中放入红枣和粳米煮至粥稠，最后加入
适量红糖调味即可。

功效：补气血、益肝肾、黑须发、抗衰老，用于须发早
白、面色不华。此粥是驻颜抗衰老的良方，常食可以令
人容光焕发、头发黑亮润泽。需要注意的是，大便溏者
不宜食用。

清暑化湿——荷兰粥
□李培利

材料：粳米50克，薏苡仁、扁豆各30克，荷叶、佩兰
各15克。

做法：薏苡仁、扁豆提前用温水浸泡 2 小时~3 小
时；锅内加入适量清水，放入薏苡仁、扁豆、粳米、荷叶
煮30分钟，最后加入佩兰即可。

功效：薏苡仁，具有利水渗湿、健脾止泻的功效；扁
豆，具有健脾和中、消暑化湿的功效；荷叶，具有清暑利
湿、凉血止血的功效；佩兰，具有芳香化湿、醒脾开胃的
功效。夏季食用此粥，具有清暑化湿的功效，适合由暑
湿引起的呕吐、腹泻、胸闷等症状。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开启了中
医药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有效保障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在《中医药法》实施
7周年之际，作为一名基层卫生健康工作人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相传，有一年安国被瘟疫笼
罩。邳彤率领部属外出巡视，一
进入疫情村，就听见街旁院子里
传出悲凄的哭声，还看到里面停
着两具尸体。院子里，一位白发
苍苍的老妇人和两个孩童抚尸大
哭。邳彤经询问得知，老妇人的
儿子、儿媳均感染瘟疫丧生。邳
彤从小爱好中医，精读《黄帝内
经》，但面对瘟疫，却一时想不出
良策。

邳彤走了一村又一村，走到
哪里，药方就开到哪里。药方调
整了一次又一次，都不见效果，邳
彤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这天早
晨，邳彤在空荡的街道上漫步，思
索着治疗瘟疫的药物，从村东头
走到村西头后，突然感到街道非
常安静，这里似乎没有发生瘟疫，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邳彤路过一户院子，院内一
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正端着草喂
牛。这一户竟人畜平安，邳彤走
到门前问：“老人家，您多大岁数
啦？”老人说：“不瞒您，我今年已
经70岁了。”邳彤又问：“您家里有
几口人？”老人回答：“祖孙三代，
共13口人。”邳彤又道：“家人都干
什么营生？”老人说：“这一片闹瘟
疫，我不让他们出门，他们都在屋

里待着呢！”
过了一会儿，邳彤又试探着

问：“老人家，你们这里似乎没有
瘟疫。”老人说：“是呀，我们这半
条街，家家平安、户户健壮。”“敢
问老人家，你们吃的饭和村东头
的人一样吗？”“一个村住着，当然
一样。”“那喝的水呢？”“全村就一
口井，家家户户喝的都是这口井
的水。”邳彤又问：“我能看看您家
吃什么饭吗？”“行。”老人随即从
屋里端出一盆饽饽来，邳彤看了
看，确实和村东头村民的一模一
样，既然饮食相同、饮水同源，为
什么这里没人感染瘟疫呢？

邳彤百思不得其解，走到水
缸前低头一看，水缸里似乎泡着
什么东西，便问老人：“这水缸里
泡的是什么？”老人说：“我们都叫
它贯众，是地里长的一种野菜。”

“那你们为什么把它泡在水缸里
呢？”“当年一位老人骑着独轮车

路过这里，正赶上我家老祖宗发
热，老人说泡这种草就能治病。
于是，老祖宗的后人就刨了这种
草泡在水缸里。老祖宗喝了缸里
的水，病就好了，从此流传下来。”
邳彤听到这里，恍然大悟，原来贯
众水抗瘟疫。

邳彤急忙回到驿馆，动员全
体村民挖贯众，再泡贯众水喝。
村民喝了贯众水，果然病好了。
从此，安国就流传出“家家水缸泡
贯众”的习惯。

贯众味苦，性微寒，归肝经、
脾经，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血、
杀虫的功效，主治风热感冒、温毒
发斑、血热出血、虫疾。此外，贯
众还可用于治疗烧烫伤及妇人带
下等病证。需要注意的是，阴虚
内热及脾胃虚寒者不宜使用贯
众，孕妇慎用贯众。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三附属医院）

■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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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子为睡莲科植物莲的干燥
成熟种子，别名藕实、水芝丹等。
莲子老少皆宜，深受人们喜爱。
从古到今，莲子作为一种重要的
药食两用食品，广泛应用于传统
点心、养生保健药膳、医药等领
域。

中医认为，莲子性平，味甘、
涩，入心经、脾经、肾经，具有清心
安神、补中醒脾、益肾涩精的功
效。古籍中也有不少关于莲子的
记载，《冯氏锦囊秘录》曰：“（莲
子）补中养神清心，禁精泄，清火
通血脉，聪耳目，健脾胃，止泻痢，
禁崩带，心肾相交，精固神悦。”由
此可见，莲子有多种保健或治疗
功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食
之令人心欢，止渴去热，补中养
神，益气力，除百病。”

在临床中，莲子作为一味中
药，常用于治疗失眠、虚泻、遗精、
心悸、久痢、淋浊、腰痛、妇人带下
等病证。日常适量服用莲子，能
够延年益寿、强身健体。另外，在
常用方剂参苓白术散中，也有莲

子的身影。《本草纲目》称莲子为
“脾之果”。莲子健脾益气，脾虚
泄泻者可以将莲子去心后食用。

《随息居饮食谱》说：“（莲子）
可磨以和粉作糕，或同米煮为粥
饭，健脾益肾，颇著奇勋。”莲子的
食疗方式除了作糕或粥饭外，日
常还能用于制作点心、炖汤、菜肴
等。莲子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
品。研究人员发现，莲子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维生素、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以及黄酮类、生物碱
等成分，具有抗衰老、降血糖、抗

氧化、抗肿瘤等作用。
莲子虽然好，但是也有需要

注意的地方。《本草害利》记载：
“莲子性涩，大便燥者勿服。生食
过多，微动气胀。”指出便秘患者
慎吃莲子，而且生食过多会引起
腹胀。此外，莲子心较苦寒，脾胃
虚寒、虚弱者忌食用。

笔者介绍两款莲子食疗方：
莲子粥 材料：莲子 20 克~30

克，粳米 50 克，白糖适量。做法：
莲子去心和皮，粳米洗净；锅内加
入适量清水，放入莲子和粳米，待
粥成时加入适量白糖拌匀即可。
功效：清心安神、补脾止泻。

莲子茯苓糕 材料：莲子 150
克~200 克，粳米 100 克，糯米 100
克，茯苓100克，白糖适量。做法：
将莲子、粳米、糯米、茯苓研成粉，
加入适量白糖拌匀，倒入适量温
水捏成糕状；最后放在锅里蒸 25
分钟~30分钟即可。功效：利水渗
湿、固精止带。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医学院
博士研究生）

药食同源话莲子
□黄鸿昊 文/图 制图：李歌

传承国粹 有法可依
□黄新生

本版药方需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

笔者在工作中发现，有些患者
对用中药治疗疾病心存疑虑。因
此，笔者针对这些疑惑，不揣浅陋，
做简要解释。

劳动创造了人类，同时也创造
了医药，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
们的祖先运用草根、树皮治疗疾
病。古代医学家反复验证每味中
药，一点儿一点儿地积累经验，再逐
渐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的一门医学。

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寻
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难
免会误食一些有毒的植物，导致呕
吐、腹痛、泄泻，甚至昏迷或死亡等
中毒症状。通过漫长的经验积累过
程，祖先发现因偶然吃某些植物使
有毒植物所致的呕吐、腹痛、泄泻等
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经过不计
其数的口尝身受，又经口耳相传，逐
渐积累分辨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从
而了解了不少植物学知识，这就是
人类生活的早期对中草药的发现历
程。

进入氏族社会，人类发明了弓
箭，生活来源以狩猎和捕鱼为主。
人类觅食多种动物，发现一些动物
的肉或骨对一些疾病有治疗作用，
从此发现了动物药。到氏族社会后期，随着种植业、
饲养业的发展，人类发现了更多的药材，用药知识也
不断丰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因此，中药是我
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由于
它来源于实践，所以每味药的功效都不是臆想出来
的。

《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全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
十毒。”从中可知，每味中药的发现，是经验积累和艰
苦实践得出来的，中药起源于人类对生产劳动的真实
写照。

到夏商周时代，人工酿酒与汤液的应用，对中药学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酒字在甲骨文中已出
现，酒不仅是一种饮品，还能通血脉，为后世加工炮制
中药时的常用辅料之一。《辞海》记载：“汤液由中药加
水煎煮而成，可取汁饮服的液体制剂。”也就是现代人
所说的汤药。夏商周时代，人类已经发明了陶制器皿，
并广泛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陶制器皿的出现，促进了
中药汤剂的发展。当今传统的煎药工具，还是以砂锅、
瓦罐为佳。

随着文字的创造和使用，药物知识由口耳相传转
变为文字记载。文字传播为媒介，使中药知识广泛传
播。东汉许慎编著《说文解字》说：“药，治病草。”说明
当时以植物类药材相对较多，明确了中药是治病武
器。

东汉末年，《神农本草经》问世，它是现存最早的中
药学著作，亦是本草学的奠基之作，被称为中医四大经
典著作之一。《神农本草经》在总结了东汉以前的药物
学成就的基础上，为现代中药学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
基础。

要说中药为什么能治病，现只能用某味中药的药
性、功效来阐述。得知中药药性、功效来源于2000多年
前，人类亲身用中药治疗疾病的体验，是从实践中摸索
出来的药性、功效。比如大黄，是一味泻下药，性寒，味
苦，具有泻下攻积、清热泻火、凉血解毒、逐瘀通经的功
效。

历代医学家运用中药不断积累经验，最初只是用
单味药治病，在实践中逐渐发现几味药配合应用的疗
效优于单味药，后来才慢慢形成了方剂。历代医学家
不断努力与总结，完善了中药理论体系。

中药学虽然起源于远古时代，但是应与时俱进，只
有发展才有生命力。

（作者供职于淇县中医院，系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
专家传承工作室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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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气养生》《读书时间》《读名著·品中医》《养生
堂》《中药传说》《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
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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