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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演义》第十四回“曹孟德移驾
幸许都 吕奉先乘夜袭徐郡”中写道：曹
操与众谋士商议迁都之事。侍中太史
令王立对献帝说：“天命有去就，五行不
常盛。代火者土也。代汉而有天下者，
当在魏。”荀彧说：“汉以火德王，而明公
乃土命也。许都属土，到彼必兴。火能
生土，土能旺木。”这里的五行即木、火、
土、金、水5种物质，五行学说是中医基
础理论之一。

中医五行学说以“天人相应”为指
导思想，以五行为中心，以空间结构的
五方、时间结构的五季、人体结构的五
脏为基本框架，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
和现象，以及人体的生理病理现象，按
其属性进行归纳，即凡具有生发、柔和
特性者属于木；具有阳热、上炎特性者
属于火；具有长养、化育特性者统属于
土；具有清静、收杀特性者统属于金；
具有寒冷、滋润、就下、闭藏特性者统
属于水。将人体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
的事物和现象联系起来，形成了联系
人体内外环境的五行结构系统，用以
说明人体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统一
性。

五行学说在中医学领域中的应用，
主要是运用五行的特性来分析和归纳
人体的形体结构及功能，以及外界环境各种要素的五行
属性；运用五行的“生克制化”规律来阐述人体五脏系统
之间的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以及人与外界环境的
相互关系；用五行的胜复、乘侮规律来说明疾病的发生
发展的规律和自然界五运六气的变化规律，而且还有指
导临床诊断、治疗和养生康复的实际意义。五行学说的
应用，加强了中医学关于人体以及人与外界环境是一个
统一整体的论证，使中医学所采用的整体系统方法进一
步系统化。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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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广告

霜降过后，即将迎来冬天的
第一个节气——立冬。随着天
气的一天天变冷，中医门诊最近
接诊了很多前来看病的老人和
年轻的女性患者，说得最多的就
是感觉自己皮肤干燥、手脚冰
冷。

郑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
医科主任、主任中医师李伯群
说，这是因为随着温度的降低，
寒邪入体，导致体内气血凝滞
不畅而致。中医理论认为“天
人相应”，冬天是封藏的季节，
也是进补的好时节。冬季阴气
极盛，阳气潜伏，饮食宜有营
养，人们可以根据自身的身体状
况进补，多煲汤，可多吃羊肉、牛
肉、葱、姜、蒜、韭菜、辣椒、八角、

鸡、鸽、鲤鱼、鲫鱼、龙眼肉、荔
枝、花生、胡萝卜、红糖等温补之
品，来补充身体之阳气，防止阳
气散发。

李伯群在此给大家推荐一
款当归生姜羊肉汤，可以改善手
脚冰凉的症状。医圣张仲景在

《金匮要略》中记载：“寒疝腹中
痛，及胁痛里急者，当归生姜羊
肉汤主之。”方中以生姜温中散
寒，当归、羊肉养血补虚。

当归生姜羊肉汤选用肥瘦
相间的羊肉500克，锅中加清水，
放入羊肉，大火煮开，撇去浮沫；
加入适量盐，生姜片5片，八角5
枚，肉桂5克，当归12克，葱3段，
小火炖至肉烂；可以喝汤，吃肉，
每周2~3次。

羊肉
性味：甘，温，无毒。
归经：入脾、肾经。
功效：补体虚，祛寒冷，温补

气血；益肾气，补形衰，开胃健
身。临床上用于体虚乏力，畏寒
身冷，腰酸肢困，消瘦纳呆，阳痿
早泄，妇女月经迟少，痛经等。

八角
性味：辛，温。
归经：入肝、肾、脾、胃经。
功效：温阳散寒，理气止痛。

临床上用于寒疝腹痛，肾虚腰
痛，胃寒呕吐，脘腹冷痛。

肉桂
性味：辛，甘，性大热。
归经：入肾、肝、脾、心经。
功效：补火助阳，引火归原，

散寒止痛，温通经脉。临床上用
于阳痿宫冷，腰膝冷痛，肾虚作
喘，虚阳上浮，眩晕目赤，心腹冷
痛，虚寒吐泻，寒疝腹痛，痛经经
闭。

当归
性味：辛，甘，性温。
归经：入肝、脾、心经。
功效：补血活血，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临床上用于血虚萎
黄，眩晕心悸，月经不调，经闭痛
经，虚寒腹痛，风湿痹痛，跌扑损
伤，痈疽疮疡，肠燥便秘。酒当
归活血通经。

李伯群提醒，当归生姜羊肉
汤属热性，主要用于体虚、畏寒、
气血不足之人，大热、阴虚火旺
之人不宜食用。

霜降后，喝当归生姜羊肉汤暖手脚
本报记者 朱晓娟

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班
（面向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
根据2019年新版《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评价》《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服务能力评价》加强中医药要求，特开办中医外治实用技术培训
班，所传授技术简单易学，学即能用。

培训对象：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诊所医生。每单位
限两人。培训费每人200元（含食宿费150元，资料费50元）。

主讲人：伦西全（1964年出生，1984年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百
度搜索“伦西全”可了解详情）

主办单位：安阳市正本中药外治研究所
联系人：王红伟（0372）2588505 18623828505（微信同号）
地址：河南省安阳市 来函来电即寄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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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霜降为二十四节气之一，从
每年的阳历10月23日，当太阳到
达黄经 210 度时开始。天气渐
寒始于霜降，霜降是秋季的最
后一个节气，是反映气温变化
的节气，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
意味着即将进入冬天。霜降不
是表示“降霜”，而是表示天气
渐冷；冻则有霜，大地因冷冻或
将会产生初霜的现象。霜降节
气后，深秋景象明显，冷空气频
繁来袭。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
“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
矣。”每当霜降时，我国南方地
区就进入了秋收秋种的大忙季
节，而黄河流域一般 多 出 现 初
霜。民间常有“霜降无霜，主来
岁饥荒”，在我国云南更有“霜降
无霜，碓头无糠”的说法。从中
不难看出，人们在长期的劳动实
践中总结了气候对生活的影响，
以及人们在不同的季节该如何
使自身这一有机的整体适应自
然界的变化，从而使人与自然
界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动态平衡从中医养生学
的角度看，不外乎两点：其一，指

机体自身各部分间的正常生理功
能的平衡；其二，指机体功能与自
然界物质交换过程中的相对平
衡。而协调平衡是中医养生学的
重要理论之一。我国古代的五行
学认为，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由
木、火、土、金、水这5种基本物质
之间的运动变化而生成。在这 5
种物质之间存在着相生相克的

“生克制化”关系，由此维持着自
然界的生态平衡和人体生理的协
调平衡。

霜降之时乃深秋之季，在五
行中属金，五时中（春、夏、长夏、
秋、冬）为秋，在人体五脏中（肝、
心、脾、肺、肾）属肺，根据中医养
生学的观点，在四季五补（春要升
补、夏要清补、长夏要淡补、秋要
平补、冬要温补）的相互关系上，
则应以平补为原则，在饮食进补
中当以食物的性味、归经加以区
别。

俗语有“寒露不算冷，霜降变
了天”的说法。进入这个节气后，
温度稳步下降，早晚温差大，天气
开始真正转冷。这样的天气特点
可诱发多种慢性疾病，有以下疾
病的患者要注意预防。

高血压病
天气变化引起的冷刺激会使

交感神经兴奋，毛细血管收缩，引
起血压增高，进而导致心脑血管
疾病复发。

专家提示：一、早晚要适度增
减衣物，防止受凉；二、适当增加
体力活动，定时休息，防止过度疲
劳；三、有高血压病史的人要经常
测量血压，及时调整药量；四、应
注意饮食结构，少食多餐，吃低盐
食物，不抽烟、不喝酒，多吃新鲜
水果和蔬菜。

有冠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老
年人最好随身携带硝酸甘油、速
效救心丸等药物，以备发病时及
早服药。

关节炎
受寒受凉是关节炎的重要诱

因之一，特别是风寒湿痹型关节
炎患者的疼痛、肿胀症状以及关
节僵硬症状都会随着气温下降而
加重，个别病情稳定的患者因此
还易复发。

专家提示：有关节炎、腰椎和
颈椎疾病的患者，天气转冷时一
定要注意保暖，骑车族可以通过
佩戴护膝、护肘来防止关节受

凉；多晒太阳，并适当进行一些
功能性锻炼，有助于关节的健
康。

血管病
气温降低，一些不爱活动的

老年人会出现腿痛、肿胀，多数
人会以为是受凉了，其实这可能
是 老 年 人 下 肢 血 管 疾 病 的 表
现。尤其是下肢动脉硬化闭塞
和下肢深静脉血栓等，因其症状
与关节炎相似，很容易被患者误
认为是关节炎发作。伴有疼痛、
发凉或间歇性跛行等症状时，最
好去医院骨科和普外科检查一
下。

专家提示：这两种血管病都
可能导致下肢氧供应不足、疼痛、
下肢冰凉、颜色改变、感觉减退、
溃疡或坏疽等。患者做下肢血管
彩超、核磁共振等检查，可以确
诊。

脑出血
研究显示，气温若降低到零

下5摄氏度，每百万人的卒中病死
人数每天将达到4.8人，而在17摄
氏度时的死亡人数为 3.2 人。原
因是寒冷刺激会使血管猛然收
缩，血压升高，使原本脆弱的脑血

管破裂而引起脑出血，寒冷易使
血液黏度增高而致脑血栓。

专家提示：平时患有高血压
病、高血脂、高血糖的中老年人，
在冷天一定要注意保暖，及时增
加衣被和保暖设施，睡前宜用热
水泡脚。

一旦出现胸闷、头昏、嗜睡及
一侧肢体麻木症状，患者应高度
重视，及时去医院就诊。

肛肠病
天气转冷后，生活在东北地

区的北方人都有喜食辛辣的习
惯，不少男性还喜欢喝点白酒
暖身，如果没有节制，很容易引
发 内 痔 出 血 或 肛 裂 等 肛 肠 疾
病。

专家提示：饮食要有节制，减
少高蛋白、高脂肪和刺激性食物
的摄入，尤其不要喝太多的烈性
酒；保持良好、乐观的心态，加强
日常规律的体育运动。

患者身体一旦出现不适要及
时就诊，千万不要认为出点儿血
没关系，只要“扛一扛”就好了，以
免加重病情，延误治疗。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惠民县
胡集镇郑家村卫生室）

金银花始见于李时珍的《本草
纲目》，在“忍冬”项下提及，因近代
文献沿用已久，现已公认为该药材
的正名，并收入《中国药典》。

传说很早以前，在浙江西部的
一个山村里，有一对善良的农民夫
妇，生了一对活泼可爱的孪生女
儿，大的取名金花，小的取名银
花。姐妹俩长得非常像，性格爱好
相同，平日形影不离。

姐妹俩长到18岁时，上门求亲
的人便接踵而至，可是姐妹俩谁也
不愿出嫁，生怕从此各分东西。
她俩还共同发誓：“生愿同床，死
愿同葬。”谁料好景不长，祸从天
降。一天，金花突然浑身发热，
遍体红斑，病势凶猛，急得父母
赶紧向亲友借钱，请医生诊治。
医生说金花得了“热毒病”，无法
医治，银花听后哭得死去活来。
金 花 叫 她 赶 快 离 开 ，免 得 被 传
染。银花哭着对姐姐说：“我不
怕传染，我和你一定要生同床，死
同葬。”几天后，银花果然也发病卧

床不起。她俩对爹妈说：“这是天意，我们死后，定要变成一棵
能治‘热毒病’的草药，好来救治患这种病的人……”说到这里，
姐妹俩同时合眼离世。她俩死后，爹妈含泪把姐妹俩合葬在一
起。

第二年春夏之交，姐妹俩的坟上竟然长出了一棵绿叶小
藤，渐渐茁壮成长……3年过去了，藤蔓茂盛粗壮，夏天开出先
白后黄、黄白相间的花朵。人们采花入药，用来医治“热毒病”，
果然有神效。从此，人们便把这种花称为金银花。

金银花之名的由来，是因为金银花初开花之时，花是纯白
色的，以后逐渐变黄。由于有的花先开，有的花后开，于是在每
一株上既有许多新开的白花，又有许多后来变黄的黄花，黄的
犹如金，白的好像银，所以称为金银花。

金银花在我国分布很广，辽宁、陕西、湖南、湖北、云南、贵
州以及江浙等地均有分布，有些是金银花的代用品种，如华南
忍冬、灰毡毛忍冬等。野生金银花主要产于湖北、四川、陕西等
地，多生于山坡、林间及路旁。人工栽培的金银花主要产于山
东、河南等地，河南产的被称为“南银花”“密银花”，山东产的被
称为“东银花”“济银花”。

由于有神奇的防病、治病功能，金银花成为一种常见的中
药材，被用来预防、治疗多种疾病；特别是一些恶性传染性疾
病，且屡建奇功，为世人所熟知。关于药用部位，明代以后，医
家才逐渐发现金银花的花蕾作用要远大于其茎、叶，《得配本
草》中记述：“金银花，藤、叶皆可用，花尤佳。”在现代医药典籍
中，仍有金银花和忍冬藤两种药物，但都是在金银花条目下附
录忍冬藤。

金银花性寒，味甘，入肺、胃经，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主
治温病发热、热毒血痢、痈疡、肿毒、瘰疬、痔漏等。忍冬藤性
寒，味甘，入心、肺经，具有清热、解毒、通络的功效，主治温
病发热、热毒血痢、传染性肝炎、痈肿、疮毒和筋骨疼痛等。
由此可见，金银花和忍冬藤在对症上存在差别，并不能相互
替代。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金银花含有挥发油、木犀草素、绿原
酸、异绿原酸、番木鳖苷、肌醇等，其主要抗菌成分是绿原酸与
异绿原酸，能调节体温中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对葡萄球菌、
溶血性链球菌、痢疾杆菌、伤寒杆菌、肺炎链球菌等有较强的抑
制作用。

（作者供职于江苏省徐州市单集镇郭庄门诊部）

刘禹锡（772~842），字梦德，河
南洛阳人，为我国唐代著名诗人。
历代文人史家评价刘禹锡时，总是
偏重他的文学成就。事实上，刘禹
锡不仅在诗文方面有非凡的造诣，
而且对医药学也有深入研究，并为
后世留下了一本有影响的方药专
著——《传信方》。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
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
晴却有晴”。这首耳熟能详、缠绵
多情又极具山野民歌风格的《竹枝
词》，想必都知道是唐代文学家刘
禹锡的名作。但是提到“生疾不必
太忧心，三治七养谨而慎。不遵医
嘱祸临头，谨于摄养病难存”这首
对医养之道、中医“治未病”的思想
阐述得如此深刻的诗作，你知道它
的作者是谁吗？这是刘禹锡在其
专著《传信方》中的诗。

刘禹锡，唐代著名文学家、哲
学家，诗文俱佳，涉猎题材广泛，与
柳宗元并称“刘柳”，与韦应物、白
居易合称“三杰”，并与白居易合称

“刘白”，有《陋室铭》《竹枝词》《杨
柳枝词》《乌衣巷》等名篇。这是我
们所熟知的，却不知这位被称为

“诗豪”的文学大家，还是一位优秀
的医生。

刘禹锡属于典型的“久病成
医”，他自幼体弱多病，深感医药
学对健体强身、济世救人的重要
性，于是边学诗边修医。经过 30
多年的研读和临证，刘禹锡的医
术日益高超，不仅“其术足以自
卫”，而且族人门生有病，他开处
方用药后，患者服之痊愈。他集
平素所得方药，并经观察实践，
编著《传信方》两卷，流传甚广。

《传信方》搜集方剂几十个，大多
来源于民间验方，或者是经过亲
身检验的常用良方。《传信方》当
时不仅在国内受到普遍重视，而
且 在 国 外 广 泛 流 传 ，如 日 本 的

《医心方》、朝鲜的《东医宝鉴》，
都收录了《传信方》中许多行之
有效的方剂。

可惜《传信方》自元代以后即
逐渐散佚，其验方佚文多在《本草
图经》《医心方》《苏沈良方》《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普济方》《本草纲
目》等古代医籍中。

在刘禹锡的诗文中，有不少
与医药学相关的篇章。如他被贬
夔州期间所著的《鉴药》一文，从
人与药性、素质及自然界的关系，
展现了刘禹锡反对“循往以御变”
的思想变化与“过当则伤和”的

“度”的思想，这也正是中医哲学
的核心。

在全唐诗中，还收录了刘禹锡
的一首《赠眼医婆罗门僧》，诗曰：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
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
成 碧 ，羞 日 不 禁 风 。 师 有 金 篦
术，如何为发蒙。”诗人中年患白
内障，求医于一位擅长眼科的印
度医僧，故作此五言律诗以赠医
僧。婆罗门僧指古印度婆罗门种
姓的僧人。该诗前几句交代作者
眼疾的病因、症状和痛苦，后两
句写出了医僧的先进医术和作者
迫切的愿望。诗中的金篦术是指
古代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金
篦即用来剖剥或刮除眼球晶体表
面白膜或白翳的手术工具。最后
一句意思为：请为我治疗眼疾，
拨 开 云 翳 ，使 我 的 眼 睛 恢 复 正
常。

刘禹锡的这首诗，不经意间
反映了古代中外医学技术交流的
一个侧面，彰显了古代“丝绸之
路”的悠久历史，同时也印证了
构 建“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和“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伟 大 意
义。

（山东省 刘琪瑞）

承建医用洁净工程：手术室、产房、ICU（重症监护
室）、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供应室空气净化工
程。

承建医用防辐射、介入手术室与医用气体（氧气、
负压）工程。

资质：装饰一级，机电二级，电子智能化二级，
二类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二类经营备案。

河南中博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寇经理 13283848688
地址：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西三环路2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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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时节，应注意哪些疾病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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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甫谧（215~282），东汉时
安定郡朝那县（今甘肃灵台）
人，初取名静，后改谧，字士安。

年轻时，皇甫谧拜乡里著
名的学者席坦为师；数年以后，
他已经成为一个远近闻名的学
者。

皇甫谧认为，不求名利才
会无损于生命；不追求富贵，才
能获得深厚的道行。因此，尽
管郡守曾请皇甫谧出仕，举荐
他为孝廉，相国也征召他去做
官，他都拒绝了。他甘心一生
研究经典册籍，为将知识传播
给他人而著书立说，为后世立
言。

皇甫谧 40 岁时，不幸得
了风证，半身麻木，右腿肌肉
萎缩，服寒食散后又药物中
毒，身发热，寒冬时尚须袒露
身体、服食冰雪，夏天则更烦
闷不堪，并伴有咳嗽、喘、浮
肿和四肢酸重，时刻处于病
危之中。疾病的折磨考验了
他的意志，求生的欲望又促
使他研读医学典籍，而针灸

治疗风证的效果使他对针灸
学更感兴趣，于是他广泛研
读针灸文献，终于成了一位
针灸大家。

当时医学经典著作颇多，
但 经 络 胞 穴 并 不 统 一 。 于
是，他对当时风行的《黄帝针
经》《黄帝内经·素问》《明堂
孔穴针灸治要》进行了比较
研究，“使事类相从，删其浮
词，除其重，论其精要”，著成

《黄 帝 三 部 针 灸 甲 乙 经》10
卷，又称《针灸甲乙经》，简称

《甲乙经》，约完成于公元 259
年，南北朝时改为 12 卷本；原
书以天干编次，主论医学理
论和针灸之法，故以《针灸甲
乙经》命名。

《针灸甲乙经》是现存最早
而较完整的针灸学著作，前部
分阐明脏腑、经络、脑穴、诊法
病；后部分论述各病证及针灸
法，是中国晋代以前针灸学成
就的总结性文献。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中医典故

针灸大家皇甫谧
□安济生

刘禹锡与《传信方》
■杏林撷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