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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芷，为伞形科植物白芷或
杭白芷的干燥根。早于《神农本
草经》成书的《五十二病方》（公
元前168年），已明确提出白芷治
痈。

相传北宋初年，一位富商的
女儿每次经期都腹痛剧烈，而致
形体日益衰弱。于是，富商带女
儿前往京城寻找名医。刚到汴
梁，富商的女儿经期正好到来，
腹痛难忍。碰巧，他们遇到一位
采药老人。老人仔细询问病情
后，从药篓中取出一束白芷交给
他们，叮嘱他们洗净水煎后服
用。

富商按法煎制，富商的女儿

服一次药后，腹痛缓解了很多；
服两次药后，腹痛停止；又服几
次药，次月行经安然无恙。从
此，女性月经腹痛，可煎服白芷
的方法便在民间广为使用。

性味功效

白芷，味辛，性温，归肺经、
胃经，具有祛风解表、散寒止痛、
燥湿止带、消肿排脓等功效。祛
风解表、散寒止痛，是指白芷入
肺经，具有解热、镇痛、抗炎的作
用，可用于风寒引起的前额痛、
眉棱骨痛、鼻塞或鼻炎等。白芷
温燥，善治女性寒湿带下，症见
带下量多、色白清稀等。

消肿排脓，是指白芷的抗菌
作用。白芷煎剂对大肠杆菌、痢
疾杆菌、变形杆菌等病菌均有抑
制作用，故可用于细菌感染引起
的疮疡肿痛、急（慢）性肠炎，以

及痔疮、肛瘘等。白芷治疮疡初
起能消散，溃后能排脓，为外科
常用的辅助药品。

药食养生

风寒感冒——白芷荆芥茶
材料：白芷30克，荆芥穗、茶

叶各3克。
做法：将白芷、荆芥穗研为

细末；用沸水冲茶叶后，放入白
芷、荆芥穗末。

用法：白芷、荆芥穗末每次6
克，取茶汤饮用，每天2次。

功效：祛风散寒、解表止
痛。白芷辛温，具有祛风散寒，
通窍止痛的功效。荆芥不仅能
发汗解表，还有祛风的功效，主
要治疗感冒、发热、头痛、身痛等
症状。二者合用研为细末，服用
时用沸水冲茶叶，可以增强散寒
解表的作用，适用于风寒感冒初

起，恶寒发热，鼻塞，流清涕，头
痛，齿痛等症状。

面部色斑——八白散
材料：丁香、白僵蚕、白牵

牛、蒺藜、白及各100克，白芷33
克，白附子、茯苓各16克，蛋清、
蜂蜜和黄瓜汁适量。

做法：将丁香、白僵蚕、白牵
牛、蒺藜、白及、白芷、白附子、茯
苓磨成粉，每次取 5 克~10 克加
入适量蛋清、蜂蜜和黄瓜汁调
匀。

用法：涂抹于脸上，约15分
钟后用清水冲洗干净。

功效：美白祛斑、保湿补
水。《本草纲目》谓白芷“长肌肤，
润泽颜色，可作面脂”。白芷具
有润泽肌肤、增白等功效，肌肤
不润、气色不佳。脸上有黑斑或
痤疮、粉刺的女性长期使用此美
白方，可以促使肌肤润泽、白皙。

头痛——川芎白芷鱼头汤
材料：鱼头1个，白芷10克，

川芎6克，生姜3片。
做法：鱼头去鳃、洗净，对半

切开，沥干水；将鱼头放入油锅
中煎至微黄盛出；将鱼头、白芷、
川芎、姜片一同放入炖锅内，加
适量开水小火炖2小时。

用法：加入适量调味品即可
食用。

功效：发散风寒、祛风止
痛。中医自古就有“头痛不离川
芎”之说。川芎走而不守，可以
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用于治疗
头风头痛、风湿痹痛等证。白芷
芳香，性温，味辛，有祛风除湿、
活血止痛等功效。鱼头补虚散
寒。川芎白芷鱼头汤，具有散寒
解表、行气开郁、通络止痛、补气
健脑的功效，可用于外感风寒引
起的头痛、偏头痛、头风，以及用
脑过度引起的头痛、眩晕，尤适
用于外感风寒后头痛绵延不愈
者。

注意事项

白芷辛香温燥，阴虚血热者
忌服。《本草经疏》记载：“呕吐因
于火者禁用，漏下赤白阴虚火炽
血热所致者勿用。痈疽已溃，宜
渐减去。”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漯河市
郾城区中医院）

餐桌上的中药之九

白 芷
□刘婉歌

■药食同源

本版图片均由李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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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名著·品中医》《读书时间》《养生堂》《中药传说》
《杏林撷萃》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人：李歌
投稿邮箱：
258504310@qq.com
邮编：450046
地址：郑州市金水东路与博学路交叉口东南角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8楼医药卫生报社编辑部

征 稿

冬
季
进
补
要
多
样

养
阴
水
果
细
端
详

□
毛
德
西

梨

梨是冬季养阴的首选水
果。梨有滋阴润肺、生津止咳、
滋养胃肠等功效，可以缓解肺热
咳嗽、小儿风热、咽喉干痛、口燥
而渴、大便燥结等症状。另外，
梨还有降血压、清热、镇静的作
用。因此，头晕头痛、耳鸣如蝉
者经常吃梨，可以缓解症状。需
要注意的是，梨性寒凉，脾胃虚
寒的人或经常便溏的人不宜多
吃梨。

甘蔗

甘蔗是冬季的主要水果
之一。甘蔗含较多的水分，含铁
量在众多水果中名列前茅。甘
蔗具有滋阴清热、补充糖分的作
用。因此，低血糖、大便干结、小
便不利、心烦口渴、反胃呕吐，以
及肺燥咳嗽、气喘等人群比较适
合吃甘蔗。但是，脾胃虚寒的人
或经常胃脘疼痛的人不宜多吃
甘蔗。

柚子

柚子有“天然水果罐头”之
称。柚子秋季成熟，皮厚耐藏，
不仅营养价值很高，还有健胃理
气、化痰散结、润肺清肠、补血健
脾等功效。此外，柚子还可以促
进伤口愈合，对败血症有良好的
辅助疗效。冬季天气干燥，容易
上火，柚子可以帮助人们清火，
抑制口腔溃疡。但是，脾虚的人
吃柚子容易发生腹泻。

苹果

苹果有“水果之王”的美
誉。苹果的形、质、色、味、香俱
佳。俗话说：“一天一苹果，疾病
远离我。”苹果不仅有润肺健胃、
生津止渴、止泻消食、顺气醒酒
等功效，还有预防癌症的特殊作
用。苹果宜在饭前 1 小时或饭
后 2 小时食用。饭后立即吃苹
果，容易发生胀气和便秘。

柿子

柿子生长在北方，10 月成
熟。柿子香甜可口、营养丰富，

具有涩肠润肺、止血和胃的功效。柿子不仅可以治
疗痔疮出血、大便秘结，还可以预防血管硬化。但
是，慢性胃炎、消化不良等胃功能低下者不宜食用柿
子。

（作者系全国名中医，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冬季是进补的季节，依据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理，冬
季养阴非常重要。

水果在养阴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作用。水果不仅含有丰
富的维生素、水分、矿物质，还
含有果糖、果胶等营养成分。
冬季天气寒冷、干燥，人容易上
火，经常会感到鼻腔、咽部及皮
肤干燥，甚至有“火辣辣”的感
觉。人们每天吃一点儿水果，
不仅能滋阴润燥、祛除火毒，还
能补充营养、振奋精神，预防传
染病。

那么，冬季适合吃哪些水
果呢？这些水果有哪些作用
呢？下面就谈谈这些问题。

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
一个极为动荡的时期。统治
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
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

一时间战火纷飞，百姓
为躲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
离失所者难以计数，生活苦
不堪言。张仲景目睹了这一
现状，他心如刀绞，深感苍生
的痛苦与无助。为解万民于
水深火热之中，张仲景潜心
苦读，学百家之长，广泛收集
药方，集思广益，著成《伤寒
杂病论》。

张仲景才识过人，好学善
思，不仅研制了很多新的剂
型，还记载了很多有效的方
剂。《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如
同寒夜里的一束烛光，给予百
姓生的希望。从此，涅阳县的
百姓有了健康的依靠，张仲景
开的药方简便有效，深受百姓
信任。长此以往，张仲景成了
百姓心目中的“神医”，他的医
术能治疑难杂症。百姓生病
找他，生活中有苦恼也愿意向
他倾诉。

相传冬至前的一个早上，
暖洋洋的太阳普照大地，忙碌
的人们终于有了闲暇时间，便
三 五 成 群 地 在 阳 光 下“ 晒
暖”。习惯在屋里看书、诊病
的张仲景，送患者出门时，一
下子被这冬日的晴空吸引。
给患者抓完药后，张仲景从屋
里搬了一个小椅子，坐在门前

晒太阳，坐下后发现
在堂屋（农村四合院
坐北朝南的正房）东

墙外站着一群姑娘。看到张
仲景出来后，她们围在一起窃
窃私语。经了解才知道，她们
都是涅阳县的姑娘，来找张仲
景想“变美”的。

一个姑娘说：“张大夫，您
能治百病，我们身体不适能得
到及时治疗。在生活中，您也
给我们了很多药食两用的保
健方。但是身体健康了，我们
还想……”姑娘红着脸，欲言
又止。张仲景关切地问：“你
们还想什么？”“我们还想变得
越来越美丽。”一个姑娘郑重
其事地回答。

“您给我们开了温经汤。
温经汤既可以治病，又可以美
容，但是用起来不方便，想让
您再给我们开一个简便的方
子。”另一个姑娘也打开了话
匣子。

张仲景听了她们的话，若
有所思地说：“我明白了。你
们给我一些时间想想。”“好！”
大家齐声答道，满怀期待地离
去了。

姑娘们走后，张仲景也无

心晒太阳了，便回屋开始研制
可以美容的方子。

张仲景结合家乡冬季天
气干燥、寒冷，使人的皮肤变
得脆弱，再加上经常室外劳
作，容易受到外部湿寒之邪的
侵害，干燥的皮肤可能会瘙
痒、脱皮等，甚至会出现皲裂，
尤其是在手部、足部和嘴唇。
这些不适，可能会引起红肿、
疼痛和病毒感染，影响百姓正
常生活。

同时，张仲景针对霜降后
树叶的营养成分和形状，在众
多落叶中选了具有无异味和
药用功效的柿子叶。冬季，大
多数百姓家里都有猪油。猪
油具有很好的润肤作用，容易
凝固成型，方便保存使用。因
此，张仲景就地取材，经过反
复论证，研制出了可以润肤美
容的“柿美膏”。

几天后，那群姑娘又来找
张仲景。张仲景把新研制的

“柿美膏”的制作方法告诉了
她们。

做法：将霜打后柿子叶洗

净，晒干，研成粉末，过筛；柿
子叶粉末和猪油按1∶4的比例
搅拌成糊状；将混合物过滤，
去除残渣后倒入容器中，待自
然凝固后即可使用。

用法：每次取绿豆大小，
均匀地涂在脸上，不需要特殊
的手法。

姑娘们听后如获珍宝，纷
纷对张仲景表达谢意，随后回
家制作起来。

姑娘使用“柿美膏”一个
多月后，效果很明显，不仅润
肤美容、祛斑祛皱，还简便易
行。

乡亲们按照张仲景的方
法，配制“柿美膏”。冬天，手
部、足部和嘴唇不再皲裂了；
春天、秋天，不怕风吹雨打了；
夏天，不怕日晒刺激了。村里
的人都健康美丽，引得其他村
的人羡慕不已，纷纷来讨要变
美的“秘方”。受张仲景医者
仁心、悬壶济世思想的影响，
乡亲们毫无保留地把制作、使
用“柿美膏”的经验传授给来
访的人。

就这样，“涅阳县‘柿美
膏’，仲景让我们变美好”的谚
语在涅阳县周围传开了。这
就是现代人所说的古人最早
用的护肤品。

相传，唐朝时期的御医张
文仲，在张仲景“柿美膏”配方
的基础上进行加减，为武则天
配制了外用美容良方，让武则
天年轻时貌美如花，年老时风
韵犹存，美丽一生。

明末清初，随着西方医学
的传入，美容产品由原来的纯
植物、动物为原料，开始不断
地加入各种化学成分。“柿美
膏”显得黯然无光。

但是长期使用后，人们发
现化学物质对人的皮肤产生
刺激和副作用。今天，人们又
开始重新思考，用现代科学审
视“柿美膏”，感受医圣张仲景
的智慧。

猪油所含的脂肪和人体
很接近，皮肤非常容易吸收，
有助于滋润皮肤。同时，猪油
具有养护毛囊的功效，可以让
粗大的毛孔收缩起来，让肌肤
更紧致。柿子叶富含鞣酸，具
有杀菌止痒的作用。柿子叶
还含有维生素 C、乳酸、类黄
酮、蛋白质和氨基酸，可以消
炎活血、淡化色斑，延缓肌肤
衰老，促进细胞代谢。这两样
东西搭配在一起，具有良好的
美白效果，是润肤美容的佳
品。

（作者供职于河南
省邓州市中医药发展
服务中心）

医圣故里“柿美膏”的由来
□丁自力 丁 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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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在广西的一个
村庄里，有一位采药老人。他
每天不辞辛苦，跋山涉水采来
草药，为百姓免费治病。方圆
百里的百姓只要有个小病大
灾都要找他。老人会根据患
者的情况辨证施治，大多能见
效。因此，百姓都很拥戴他。

有一次，一个村民得了一
种皮肤病，腰背部长了一簇簇
的水疱，疼痛难忍。采药老人
看了，认出这是缠腰火丹（带
状疱疹），便上山采药。可是，
他找遍深山老林，采了几种草

药让患者服用后都没效果，一
时间困惑不已。他相信大山
中肯定有治这种病的草药。
于是，老人不灰心，天天上山
观察、采挖草药。

有一次，老人坐在山林里
的一块大青石上休息，无意中
发现石头上有许多小坑。老
人抬头一看，石头边长着几棵
小草，枝叶茂盛。老人仔细端
详，小草茎呈方柱形，有绿色
的大叶片和蓝紫色的花。他
思忖这是由于下雨时，小草上
的雨水滴在石头上，天长日久

形成的。
于是，老人采了一些小草

回家，给患者煎汤服用，并捣
烂敷在患处，结果很快见效。
经过多次试验，老人还发现这
种小草不仅能治疗缠腰火丹，
还对腹胀、水肿、瘰疬等也效
果很好。

从此，老人把这种小草命
名为“石见穿”，寓意疗效犹如

“水滴石穿”般奇特。
石见穿为唇形科植物紫

参的全草，入药载于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云其“主骨痛，大

风，痈肿”。历代医学家对石
见穿的功效也有记载。石见
穿有“小丹参”“紫参”“月下
红”等别名，分布在我国华东、
湖北、四川、广西、广东、湖南
等地，夏秋季节采收。

石见穿味苦、辛，性平，入
肝经，具有活血化瘀、清热解
毒、消肿止痛等功效，可用于
治疗噎膈、痰喘、痈肿、瘰疬、
跌打损伤，以及痛经、赤白带
下等证，现代也用于治疗急
（慢）性肝炎、乳腺炎、带状疱
疹、淋巴结核、风湿性关节炎

等疾病。
近年来，药理研究结果表

明，石见穿富含多糖、甾醇类、
多酚类等化学物质。其中，多
糖是抗肿瘤的活性因子。因
此，现临床将它作为常用的抗
肿瘤中药，与白花蛇舌草、半
枝莲等药配伍，广泛用于治疗
肺癌、肝癌、胃癌、肠癌、食管
癌等多种恶性肿瘤。

本品用法可内服煎汤，亦
可绞汁或捣敷外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辉县
市中医院）

■中药传说

石 见 穿
□尚学瑞

爱美是人的天性，人类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开始了对美的追求。化妆、美容成了很
多人的时尚追求，特别是年轻的女性。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医学美容应运而生。为此人们不禁要问：“古人有没有美容、化妆品？医圣张仲景有
没有美容方？”笔者经过查阅资料，深入民间走访，了解到《金匮要略》中确实有一个既
可以治病又可以美容的温经汤。

温经汤，被誉为张仲景送给女性的礼物。原因是该方不仅可以治疗妇科病，还有
美容养颜的作用。虽然很多人熟知温经汤，但是使用起来不方便。在医圣故里（河南
省邓州市），流传着一个家家可做的美容方——“柿美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