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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杏林撷萃

六味地黄丸是中医临床常用的一味中成药，
其功效是滋阴补肾。六味地黄丸方剂最先见于

《小儿药证直诀》一书，由北宋时期的儿科医生钱
乙在当时的京城汴梁（今开封）首创。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钱乙接到朝廷的
圣旨，让他到京城为太子治病。钱乙以自己高超
的医术治好了太子的病。宋神宗大喜，重用并赏
赐钱乙，破格让钱乙进了医官院任职。医官院就
是后来的太医院。于是，钱乙誉满京城。当时，
太医院的太医们大多是名医的后代，世袭任职于
太医院。这些人的祖上是名医，但是传到他们这
一代，许多人已经成了胸无点墨的庸医。钱乙是
个赤脚医生的儿子，名不见经传，一下子进入太
医院，成了拿国家工资的公职人员，这很让太医
院里那些靠祖上的名气混饭吃的庸医们郁闷。
于是，太医们私下议论说，钱乙治好太子的病，不
过是巧合。还有人说，钱乙只会用土方，真正的
医经怕是懂得不多，去难为难为他。此后，经常
有太医来拜访并向钱乙讨教。其实，这是那些太
医们在试探钱乙的学问。

一天，一位太医带了几味药书中没有记载的药
材，问钱乙这些药的名字、产地、功效和用法等。钱
乙毫不犹豫，回答得头头是道。这位太医回去后翻
资料核对，发现钱乙说得非常正确。然而，那些太
医们依然不死心，想方设法要难为钱乙。

有一次，钱乙和他的学生阎孝忠正在为患者
诊病时，一位太医带了一个钱乙开的儿科方子，
问钱乙：“钱太医，按照张仲景《金匮要略》中的
八味肾气丸，这个方子应该有地黄、山药、山茱
萸、茯苓、泽泻、丹皮、附子、肉桂这 8 味中药才
对，可是你开的这个方子好像少开了两味药，只
有 6 味，你是不是把方子开错了？”钱乙一听，笑
了笑，说道：“我没有开错方子。张仲景的八味
肾气丸是给大人用的，我开的这个方子是给小
孩子用的。因为小孩子阳气足，我认为，可以减
去附子、肉桂这两味热性助火的药，制成六味地
黄丸，免得小孩子吃了过于暴热而流鼻血，这难
道不对吗？”那位太医听了钱乙的话后，羞愧满
面，连连说道：“钱太医用药灵活，酌情变通，我实
在是佩服！”

当时，站在钱乙身旁的学生阎孝忠听了老师
的这番话，赶紧拿笔记在纸上。后来，这个方子
就被写入了《小儿药证直诀》一书中。钱乙创制
的六味地黄丸就被流传下来，造福后人。现如
今，六味地黄丸依然被广泛应用；只是很少有人
知道，这功效显著的六味地黄丸，其实是在开封
这座古城里创制的。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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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之最

■读书时间

南宋年间，在峡州（今湖北
宜昌）隐居着一位品学兼优的处
士，此人姓郭名雍，字子和，号白
云先生。朝廷多次征召郭雍入
朝为官，都被他婉言谢绝。宋孝
宗知道郭雍贤德，赐号冲晦处
士，后又封为颐正先生，并且常
常在朝廷上称赞郭雍的好处，但
郭雍不为所动，他只在乡间认认
真真地做学问，踏踏实实地为患
者看病。

郭雍原本是河南洛阳人，北
宋灭亡后隐居峡州。郭雍家学
渊源，郭雍的父亲是著名理学家
程颐的弟子。郭雍从父亲那里
学到了很多学问，并且对《易经》
有独到的研究。郭雍喜欢为患
者治病，并且晚年专心研究医
书。他笃好仲景之书，研究日
深，因感于《伤寒论》已有残缺，
撰写《伤寒补亡论》20卷。

《伤寒补亡论》又名《仲景伤
寒补亡论》，原书 20 卷，其中卷
16在元代时散佚，现存19卷，系
郭雍针对当时《伤寒论》已经残
缺，采撷《黄帝内经》《难经》《脉
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肘
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类证
活人书》《伤寒总病论》诸论以及
庞安时、常器之、王仲弓等诸说，
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编撰而
成。全书先是总论与脉法，次为

六经证治，再次为治法、病证，治
法以“汗、吐、下、温、灸、刺、水、
火、可、不可”来分类。《伤寒补亡
论》主要从文献分析、补亡、拾遗
的角度研究《伤寒论》，是补亡研
究中的杰出代表。《伤寒补亡论》
既补仲景之缺略，又旁征博引，
以释其隐微奥义，同时进行发展
创新，大大丰富了《伤寒论》的内
容，为伤寒学说的研究开辟了新
途径。

一是创立“卫气不共荣气和
谐”论，对“太阳经证有汗无汗”
进行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对“太
阳经证有汗无汗”机理的阐发，
前医拘于表虚表实之旧论，论述
不详。《伤寒补亡论》认为：“营行
脉中，卫行脉外，亦以内外和谐
而后可行也。风邪之气，中浅则
中卫，中卫则卫强，卫强不与营
相属，其剽悍之气，随空隙而外
出，则为汗矣。故有汗者，卫气
遇毛孔而出者也。寒邪中深，
则涉卫中营，二气俱受病，无一
强一弱之证，寒邪营卫相结而
不行，则卫气无自而出，必用药
发 其 汗 ，然 后 邪 去 而 营 卫 复
通。故虽一经，有有汗无汗二
证，亦有桂枝解表麻黄发汗之
治法不同也。”郭雍结合《黄帝
内经》营卫之论，阐明了“卫气
不共荣气和谐”的理论。他既
发展了“太阳经证有汗无汗”的
病机，又使理法方药有机地联
系在一起，得出“有汗用桂枝，
无汗用麻黄”之法，使人阅后一
目了然。

二是倡立“毒气致厥”学说，
对寒厥和热厥提出独到见解。

在郭雍之前，对厥证的认识多停
留在“阴阳气不相顺接便为厥”
的层面上，认识比较片面。郭雍
在《素问·厥论》的理论基础上，
独辟蹊径，创立“毒气致厥”说，
认为伤寒之厥的病理重点为“毒
气扰经”。厥阴为阴极阳初生之
际，关键是阴阳之气顺接，一旦
邪气侵袭，阴阳失调即形成厥
证。郭雍将厥证分为寒厥和热
厥，寒厥的症状是手足厥冷，热
厥的症状是“手足如炭火炮烙，
或如入汤中是也”。郭雍分别
论述了产生寒厥和热厥的不同
病机，并且指出治疗上应随毒
气发展趋势因势利导。寒厥类
似于现代医学上的冷休克，热
厥类似于现代医学上的暖休
克，郭雍对厥证的分类、病机认
识以及治疗原则，竟然和现代
医学对感染性休克的认识有异
曲同工之妙。

三是创立“毒血相搏”致黄
疸说，对黄疸的产生原因认识更
加深刻。关于黄疸的认识，隋代
巢元方认为因身黄而动血，身黄
在先而血在后。后代医家继承
了巢氏观点，简单将瘀血当作
黄疸的病理产物，治以下法。
郭雍对巢元方的黄疸论提出质
疑，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黄
疸的黄色来自邪气所败之血，
依此创立了“毒血相搏”致黄疸
说。他强调黄疸的外感性和传
染性，认为邪气化为热毒通过
血脉传流，并败血郁结成黄，以
血脉为基础重构了黄疸病因病
机理论。显然，郭雍对黄疸的
认识与现代医学对黄疸的认识

更加接近，对黄疸的认识比巢元
方更加深刻。

四是创立“温病有三”论，奠
定明清温病学基础。在郭雍之
前，医家对温病的认识是局限在
伤寒的范围内的，认为温病多由
伏气所化。如《素问》中说：“冬
伤于寒，春必病温。今夫热病
者，皆伤寒之类也。”《伤寒论》
说：“（冬伤于寒）不即病者，寒毒
藏于肌肤，至存变为温病。”宋代
庞安时开始指出温病、瘟疫应该
有别于伤寒。《伤寒补亡论》做了
进一步发挥，提出存在一种“才
感即发”的温病，并将温病分为
3 类：医家论温病多误者，盖以
温为别一种病，不思冬伤于寒，
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
而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
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
者，亦谓之温。三者之温，自不
同也。这样就使温病由原来单
一的“伏气温病”的概念，转而发
展为对一类病证的总称，从而为
明清以后外感温热学说的形成
奠定了基础。

五是对发疹性疾病认识更
加科学，开创了我国传染病鉴别
诊断的先河。如对于发疹性疾
病，郭雍的描述就尤为精博。郭
雍说：“斑与疮及瘾疹，实是 3
种。伤寒热病发斑，谓之斑，其
形如丹砂小点，终不成疮，退即
消尽，不复有疮。温毒斑即成
疮，古人谓毒热疮也。舍是又安
得别有热毒一疮，后人谓豌豆
疮，以其形似之也。温毒疮数
种，豌豆疮则其毒之最者，其次
水泡麻子是也，再次麸疮子是

也，如麸片，不成疮，但退皮耳，
以其不成疮，故俗谓之麸疮。
又与瘾疹不同，瘾疹者，皮肤发
痒，搔之则瘾疹相连而出，终不
成疮，不结脓水，亦不退皮，忽
尔而生，复忽尔而消，亦名风尸
也。世人呼麸疮，或曰麸疹即
是。”由此可见，郭雍已能抓住
斑疹伤寒、天花、水痘、麻疹、
荨麻疹的主要特点进行鉴别。
这些鉴别诊断理论，开创了我
国传染病鉴别诊断学的先河，
即使在今天，仍不失其重要价
值。

此外，《伤寒补亡论》在其他
方面还有许多精到之处。如阐
述了“太阴无渴、少阴口渴”的原
因；分析了阴阳易的发病机理及
治疗；创立了传经之“常”“变”
论；治疗疾病讲究立足临床，注
重轻重缓急，注重“因时、因地、
因人”三因制宜；弥补了《伤寒
论》方剂不足的缺陷等。

《伤寒补亡论》是伤寒学派
的重要著作，促进了中医临床基
础学科的发展。后人认为其独
到见解往往超于各家之上，真可
谓名副其实。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卫生计
生委）

伤寒学派的重要著作——

《伤寒补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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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正是樱桃成熟时。樱桃
在密密麻麻的绿叶中伸出头来，
玲珑剔透，宛若点点繁星，又如
一颗颗闪烁的宝石，红如玛瑙，
黄如凝脂，禁不住让人想尝上几
颗。时下正是樱桃的盛产期，在
满足口福的同时，应知樱桃更是
一味上品的中药，具有很高的药
用价值。

调理脾胃 生津止渴
樱桃性温热，味甘，微酸，入

肝、脾经，具有温胃健脾的功效，
能补中益气，调和脾胃，主要用于
脾胃虚弱，胃寒积食，便溏腹泻，
脾胃阴伤，咽干口燥，肝肾阴虚。
能治很多虚症，大补元气。

补血养肝 美容养颜
樱桃富含较高的铁元素。铁

是合成人体血红蛋白的主要成
分，常食樱桃可满足人体对铁元

素的需求，促进红细胞的再生，既
可防治缺铁性贫血，又可增强体
质。同时，樱桃又能滋润皮肤，
用樱桃汁涂擦面部及皱纹处，能
使面部皮肤红润嫩白，去皱消
斑，对血虚所致的面色灰暗、黄
褐斑等也有一定的疗效。

安神益智 促进睡眠
褪黑素是松果体分泌的光信

号激素，在调节睡眠方面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樱桃富含褪黑素，
能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提 高 睡 眠 质
量。有研究表明，每天服用樱桃
汁后，睡眠质量有明显改善。常
吃樱桃可使大脑功能保持良好
状态，能阻止或延缓老年痴呆的
发生。

预防癌症 延年益寿
樱桃含有较高的花青素。花

青素可被人体完全吸收，是一种

很强的抗氧化剂，能够保护人体
免受自由基的损伤，花青素的抗
氧化性能比维生素E高50倍。研
究表明，花青素有抗变异作用，能
有效预防不同阶段癌变的发生，
还能够增强血管弹性，改善循
环，增进皮肤的光滑度，抑制炎
症和过敏，改善关节的柔韧性。
同时，樱桃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常吃樱桃能提高免
疫力，延年益寿。

虽然樱桃营养丰富，具有较
强的食疗功效，但吃樱桃也有不
少讲究。由于樱桃药性温热，多
食易上火，阴虚热盛之人应少吃
或不吃。樱桃含糖量高，加之助
热生湿，所以糖尿病患者也不易
多吃樱桃。

（作者供职于郑州警备区门
诊部）

山茱萸一词最早出现在《神
农本草经》中。在民间，有一段
关于山茱萸的传说。相传战国
时期，赵王有颈椎病，颈痛难
忍。一位姓朱的御医用一种干
果煎汤给赵王服用，很快解除了
赵王的病痛。赵王问朱御医用
了什么灵丹妙药。朱御医说是
山萸果，若坚持服用，不但可治
愈颈椎疼痛，还可安神健脑、清
热明目。赵王听后大喜，令人
广泛种植山萸。赵王为了表彰
朱御医的功绩，就将山萸更名
为山朱萸。后来，人们将山朱
萸写成现在的山茱萸，并逐渐
流传下来。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
茱萸的果肉，花为黄色，先从叶
开放；果实呈长椭圆形，由绿色
慢慢变红。去枝梗和果柄，用文
火烘焙，待冷后，取下果肉，再晒
干或用文火烘干。山茱萸的果
肉入药，可健胃、补肝肾、治贫
血、腰痛、神经及心脏衰弱等
症。其性味酸涩，入肝、肾经，
酸涩收敛，有滋肝补肾、固肾涩
精的作用，适用于肝肾不足所
致的腰膝酸软、遗精滑泄、眩晕
耳鸣之症。我国大部分地区均
有种植。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2016级针推本科三班学生）

牛初乳是一种特别的乳，特
别之处就在于它是健康母牛正
常分娩后 3 天内分泌的乳汁。
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时间限定，还
意味着牛初乳里面含有正常乳
所没有的免疫球蛋白、生长因
子、乳铁蛋白、乳过氧化物酶、溶
菌酶等生物活性因子，标志着牛
初乳营养的珍贵性和独特性。
牛初乳具有以下保健功能。

增强和调节免疫力
增强免疫力 牛初乳中含有

5 种免疫球蛋白、9 种免疫调节
因子，可强化机体免疫功能，抵
御外界病原微生物入侵。牛初
乳是富含免疫因子的天然食品，
其抗病能力主要来源于免疫球
蛋白，能够抵御致病物质的侵

害，相当于为身体健康加上一把
牢固的锁。

调节免疫力 免疫力不是越
强越好，免疫力过强易引发过敏
反应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牛初
乳富含富脯氨酸多肽，具有双向
免疫调节功能。牛初乳中的表
皮生长因子和转化生长因子有
助于修复自身免疫性疾病对细
胞、组织造成的破坏。

改善胃肠道功能
牛初乳可以影响胃肠道微

生物菌群分布。牛初乳中的IgG
（免疫球蛋白 G）可选择性地作
用于侵入肠道或肠道固有的病
原微生物，以此消彼长的方式促
进有益菌的生长，维持肠道菌群
平衡。

抑制细菌、病毒
多种胃肠道疾病均与细菌、

病毒有关。幽门螺杆菌是引起
慢性肠炎、胃炎、胃溃疡、十二指
肠溃疡等疾病的重要原因，而牛
初乳对幽门螺杆菌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同时，牛初乳富含的免
疫球蛋白可以成为抗体，而特异
性抗体正是摧毁病毒的生力军。

促进生长发育
牛初乳中含有多种促生长

因子，它们协同作用，可以促进
细胞有丝分裂，促进细胞间质及
上皮细胞增生、分化和修复。特
别是骨骼生长因子，有利于骨骼
生长发育，促进儿童生长发育。
牛初乳能提供丰富的维生素、蛋
白质、矿物质（特别是钙、磷）及

其他营养素，其天然配比均衡，
营养容易吸收，是很好的营养佳
品。

增长智力
促进儿童智力发育 牛初乳

含有牛磺酸、胆碱、磷脂、脑肽和
锌等物质，对脑系统发育和智力
增长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牛初
乳被誉为“开启智慧之门的金钥
匙”。

预防老年人记忆力衰退 研
究证明，老年人服用牛初乳后，
液化智能显著提高，尤其在增强
图样记忆力和瞬间记忆方面效
果明显。

改善衰老 牛初乳中的提取
物能提高老年人体内血清总
SOD（超氧化物歧化酶）活力与

Mn-SOD（锰超氧化物歧化酶）
活力，降低脂质过氧化物含量，
增强抗氧化能力，延缓衰老。牛
初乳提取物含有较高的牛磺酸、
维生素B、类胰岛素、生长因子、
纤维结合蛋白、乳铁蛋白等，并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适量的铁、
锌、铜等微量元素，多因素的协
同效应使牛初乳能改善衰老症
状。

正是这些珍贵而独特的保
健功能，让牛初乳获得“大自然
中的白金食品”“天然抗病食物”
等赞誉，更使牛初乳成为新世纪
健康生活的守护者！

泓纯牛初乳，品质优良，值
得信赖！

（本报综合整理）

神奇的牛初乳神奇的牛初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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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一词，系中药的统称，也是我国历史
上中药著作（包括图谱之类）所通用的名称。
自唐代苏敬主纂的《新修本草》开始，中国的
本草学著作便开创了一个宏大的药用博物学
的图像系统。以后的《图经本草》《证类本草》

《本草纲目》《救荒本草》无不是这个系统的新
成员，但这都只是黑白世界。据推断，《唐本
草》有可能是彩绘本草，可惜因年代久远未能
存世。

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彩绘地方本草图
谱是南宋画家王介公元 1220 年撰绘而成的

《履巉岩本草》。
王介，字圣与，号默庵，宋代琅琊（今山东

胶南市琅琊台）人。庆元间（公元1195~1200
年）任内阁太尉，晚年徙居临安（今杭州市）皇
城郊外慈云岭西。他工丹青，善绘人物山水，
兼通医药。王介虽然在画界渺然无闻，却不
安于寂寞，善于扬长避短，另辟蹊径选择本草
图谱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晚年，王介充分
利用其绘画技巧，取其住地慈云岭之草可药
者，绘其图形，参以单方，编绘成书。山中有
堂，号“履巉岩”，因以名书。《履巉岩本草》收
录药物206味，实存202味，残脱4味，每药1
图，先图后文，未加分类。

王介为了避开自己医药知识不足的短
处，在文字部分只记述了性味、功效、单方
及别名，没有对植物形态进行任何描述，
却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对药图的绘制之
中。他将马远、夏珪“截取式”的山水画
法首创性地应用于本草图谱的绘制中，
大胆截取局部来表现全体，使得《履巉岩
本草》有相当一部分药图精美绝伦，尤其
是花比较大的植物，描绘更精。书中虽
无植物形态记载，但不少药图对于考证南
宋的药物基源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
了我国药用图像系统的彩色世界。以后
的《本草品汇精要》“虽亦色彩兼施，然自
郐以下矣”（赵燏黄语）。当今的美术界人
士也对王介给予很高的评价。尽管书中
仍存在诸如图文不符、名实不符等问题，
但对一名画家著述的地方性本草书是不
能苛求的。遗憾的是，流传下来的并非南
宋原本，乃明抄绘本。

（作者供职于湖南省洞口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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