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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痛一年四季都会发生，其发病率
较高，老年患者较多。中医认为，腰痛是
指腰部因感受外邪、劳伤或者肾虚而引
起气血运行失调、脉络拘急、腰府失养所
致的以腰部一侧或两侧疼痛为主要表
现的疾病。相对于西医来说，中医有较
好的保守治疗方法。

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颈肩
腰腿痛科主任、河南省省级名中医薛爱
荣称，中医认为肾主骨，肝主筋，脾为后
天之本，能够对骨质疏松症有改善及调
治作用的天然食材，均对脾、肾、肝有调
补作用。

枸杞归肝、肾、肺经，具有滋补肝肾、
益精明目等功效，用于虚劳精亏、腰膝酸
痛、眩晕耳鸣等。

桑葚归心、肝、肾经，具有养血舒筋
脉、润肠通腑气等功效，用于阴血不足、
头晕目眩、耳鸣心悸、烦躁失眠、腰膝酸
软、须发早白等。

鱼类和豆腐中含有大量的钙。卤
水豆腐又叫北豆腐、老豆腐，每 100 克
含钙量 138 毫克左右；石膏豆腐也叫
南豆腐、嫩豆腐，每 100 克含钙量 116
毫克左右。鱼类每 100 克含钙量 50 毫
克~150 毫克。鱼的脂肪多为不饱和
脂肪酸，适量食用，还能有益于心血
管健康。

薛爱荣推荐食疗方两则：
桑葚枸杞豆腐粥

食材：桑葚30克，枸杞30克，大米80
克，嫩豆腐200克，白糖10克。

做法：取桑葚、枸杞、大米、豆腐加水
适量并放入白糖，文火煎煮成粥。

枸杞鲤鱼汤
食材：鲤鱼1条，葱段20克，姜片20克，油15毫升，盐3

克，生抽25毫升，料酒25毫升，枸杞10克，花椒3克，鸡精适
量。

做法：1.鲤鱼打斜刀或切大块；2.锅中放食用油，倒入葱
段、姜片，大火爆香；3.倒入鲤鱼翻炒，然后放生抽、料酒、鸡
精、花椒、枸杞；4.加入清水 1 升大火煮沸，转小火炖 20 分
钟。

薛爱荣提醒，老年人腰痛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既要多休
息又要适当运动，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慢一点，不要骤然起
身，避免扭伤腰部；适当补钙、晒太阳也可以减缓腰椎、脊椎
的退行性病变，缓解腰痛。另外，湿气重的人、大便不成形
或大便黏腻的人不适合应用上述食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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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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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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时间》《我与中医》《养生堂》《中药传说》
《杏林撷萃》《中医典故》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联系电话：（0371）85966391
联系人：杨小玉
投稿邮箱：54322357@qq.com

广告

生产许可证编号 20160047号
产品注册证编号 豫械注准 20162260056
国家项目收费编号 红外线治疗 340100001 隔物灸法（隔姜灸）440000002

艾灸（艾箱灸）440000001 督灸 440000007

集红外集红外、、灸疗灸疗、、姜药疗姜药疗、、任督疗为一体任督疗为一体

中国原创康复医疗器械中国原创康复医疗器械

广告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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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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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名著 品中医

记得在初学中医之时，我只
知感叹中医学习的繁重和典籍的
浩瀚，直到跟随河南中医药大学
针灸学院教授王光安在门诊侍
诊，才对大道至简有了切身的体
会和认识。

守正笃实 久久为功

“有医术，有医道，术可暂行
一时，道则流芳千古”。深谙于
此，在门诊上，王老师对于初学中
医的我们，很少具体教授看病的
技术，而是让我们不停地、反复地
学写病历。王老师教导我们，一
份完整的、高品质的病历，体现的
是这名同学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和
专业素养，还没走稳当不要急着
学跑。一份完整的病历可以让老
师几乎不用重复诊察就能制定治
疗方案，尤其是复诊病历的书写，
体现的是同学们对于整个疾病诊
疗过程中细节的把握程度。多观
察、多聆听、多思考，可以锻炼我
们的观察、总结的能力。在我们

“交作业”、发现问题的时候，王老
师再指出知识点所在，让我们学
会从基础做起。

扎根经典 知行合一

在学习针灸的过程中，王老
师总是强调“浇树浇根，学医学
经”，一再强调学习经典的重要
性。门诊给患者扎针的时候，王
老师常常将《黄帝内经·灵枢·终
始》的“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
者高取之，病在头者取之足，病在
腰者取之腘”挂在嘴边，取穴多在
身体远端，比如说针刺中渚穴、后
溪穴治疗颈、肩、腰、膝、踝等各部

位的疼痛。王老师常常念叨“三
百六十穴名不虚设”，从穴名上对
一些穴位的作用进行拓展。

为了验证自己所学，有一年
去商水县进行暑期社会实践时，
王老师一针养老穴通治各种疾
病 ，最 后 被 同 学 们 称 为“ 王 养
老”。对于针刺的疗效，王老师经
常用《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
原》的“为刺之要，气至而有效。
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
天”来进行印证。风吹乌云立即
散，这是自然现象。中医讲究道
法自然，所以每次针刺之后，王老
师都会问患者：“刚来的时候病情
十分的话，现在还有几分？”以此
来初步验证针刺的效果。

在门诊上，经常有全国各地
慕名前来求医的患者。看完病
后，王老师的医嘱常常是“注意少
熬夜”“熬夜之后注意补觉”“饮食
要规律”“根据不同季节喝不同种
类的茶”，告诫患者着眼于小处，
不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更不
要将健康寄托在医生或者药物上
面。

诊病疗心 道法自然

治病不治心，累死老医生。
有的患者对自己的疾病治愈几乎
不抱什么希望，只是因为别人推
荐才抱着一丝希望来治疗。遇到
这样的患者，王老师就会对患者
说：“人总是要有梦想的，万一实
现了呢？”然后三下五除二几针下
去就把症状消除或者去掉一大
半，再问患者：“现在感觉咋样？”
得到肯定答复后继续来一句：“要
不要我再把病给你找回来？”患者

不仅树立起了信心，自己也会忍
俊不禁。长此以往，门诊上整个
氛围都是其乐融融的。患者都
说王老师的门诊是最不像门诊
的门诊，因为这里更像一个温馨
的家。

在门诊上，王老师要求我们
服装整洁，举止端庄，言语亲切，
但不失专业，尤其强调要充满正
能量。王老师常说，患者千辛万
苦地来看病，一定是在很多地方
求诊过之后才来的，肯定不是简
单的病，所以，我们首先要让患者
看到希望，即使我们不会治疗，那
也是我们医生个人能力有限，不
代表医学无能。天外有天，人外
有人，让患者有希望才是第一位
的。

有一次，因为门诊患者量过
大，王老师体力不支，稍微发愣了
一下，结果患者非常惊慌地问道：

“大夫，我的病是不是看不好了？”
王老师很惊奇地问：“你怎么会这
么想呢？”患者说：“我从未见过你
看病时发愣啊！”王老师赶紧道
歉，说明情况。后来，王老师经常
用这个例子来督促我们锻炼身
体，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
础。

四诊合参 辨病求因

“望、闻、问、切”是中医基本
功，王老师尤其看重望诊，并且不
忘四诊合参。

有一次，一位女性患者进门
刚坐下，王老师一看她面目青筋
密布，便一语中的：你应该脾气不
好吧？然后细致观察患者的指
甲，发现竖纹明显，开始询问患者

月经是否正常。得到患者“一切
正常”的答复后，王老师说：“不
可能！”然后从月经周期、量、颜
色、质地、自我感觉等方面对患
者的月经异常情况作出了推测，
患者当时就觉得王老师似乎有
神奇的超能力。王老师淡淡地
说了句：“是你自己的外在体征
出卖了自己。”他接着一边号脉
一边将患者的失眠、偏头痛、消
化不良等问题都一一给诊断了
出来。

王老师常说：“龙生九种，各
有不同，万般不同，终究是龙。
人的疾病千千万，终究是人体
对致病原因的不同反应而已。
我们的医疗目的，就是为了维
护人体这个机器的正常健康运
转，以至于长期运转。”临证过
程中，王老师对于病因的诊察
十分重视，从病因出发，存异求
同；从根本出发，达到治病求本
的目的。

门诊上治病之余，针对现代
人熬夜多、睡眠不足的情况，王老
师 很 喜 欢 推 荐 大 家 喝“ 蜂 蜜
醋”。这是王老师根据四气五味
的原理独创的饮料，根据患者的
体质和口感喜好，用蜂蜜和老陈
醋充分搅拌均匀，然后睡前温开
水冲服；针对脑力劳动者活动
少，整天坐在办公桌前工作，胃
肠功能难免低下，王老师着力推
荐大家睡前用“推腹法”来改善睡
眠；针对大家看手机、电脑时间长
容易颈椎、腰椎出现疾病的情况，
王老师推荐大家“靠墙立”；针对
患者不喜欢喝药的情况，王老师
推荐大家喝茶，寒湿重的喝黑茶，

肝火重的喝绿茶、白茶，脾胃虚寒
的喝红茶……这样既能帮大家解
决实际问题，也能从源头上预防
疾病，充分体验了中医“治未病”
的精神。

扶正而祛邪 治本以解标

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无涯！
王老师常说，我们每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疾病是无穷的，我们不
可能把各个疾病都研究一遍，却
可以把人体调整到最佳状态，这
样不仅能为治愈疾病创造一个好
的前提条件，而且能促进许多疾
病自愈。

在门诊上，我们经常能碰到
一些肿瘤患者前来求治，也都是
朋友推荐的。王老师常常用“蘑
菇理论”来比喻肿瘤的发病。一
根木头，在正常环境下不会长蘑
菇，一旦放在阴暗潮湿或者温暖
潮湿的环境中，没多久就会长出
蘑菇；这个蘑菇能不能吃，怎么长
出来的我可能不知道，但是我知
道，一旦这个木头放到干燥通风
的环境里，蘑菇就不会再生长
了。按照这个理论，老师治愈了
许多肿瘤患者。王老师常常很无
奈地自嘲说：“我是一个不懂肿瘤
的肿瘤大夫。”

患者治愈后来致谢时，王老
师总是淡淡地说：“这是我应该
做的！”患者走后，王老师则会教
育我们：医生就是给人看病的，看
好了是应该的，这是我们的本分，
人家来感谢我们那是患者的情
分；面对别人的情分，我们不要忘
了自己的本分。
（作者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研究生）

大道至简 知行合一
□赵若琳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司马徽再荐名士，刘
玄德三顾草庐”中写道，刘备二顾茅庐而归，正值
风雪又大，回望卧龙冈，悒怏不已。后人有诗单道
刘玄德风雪访孔明。诗曰：“一天风雪访贤良，不
遇空回意感伤。冻合溪桥山石滑，寒侵鞍马路途
长。当头片片梨花落，扑面纷纷柳絮狂。回首停
鞭遥望处，烂银堆满卧龙冈。”这里的雪为常用中
药。

中医认为，雪水性味淡、寒，入脾、肺经，具有
清热解毒、生津止渴之功效，适用于天行时气、瘟
热、癫狂、酒醉烦渴、消渴等。如果常用雪水洗澡，
可以增强皮肤的抵抗力，促进血液循环，减少疾
病。

研究表明，雪水为什么有奇妙的保健作用？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雪水中所含的重水成分比普
通水少25％，而重水成分对生物的新陈代谢有抑
制作用。有关研究表明，每天饮1杯~2杯雪水，可
使血中胆固醇含量显著降低，能防治高脂血症、高
黏血症及动脉硬化症。

《采珍集》记载：“梅花粥，绿萼花瓣，雪水煮
粥，解热毒。”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肥
甘厚味，毒热内生，常用梅花与雪水煮粥，可养
颜排毒，清热解毒，排出体内代谢废物，有益健
康。

夏季天气炎热，暑湿侵袭，暑湿交阻，熏蒸肌肤，闭阻毛窍，容
易形成小儿暑痱。《本草纲目》认为：“腊雪水，甘，冷，无毒，解一切
毒……抹痱尤良”，故外用治疗小儿暑痱疗效甚佳。方法是取腊月
里刚下的洁净雪装入小玻璃瓶内，密封贮存，使其自然溶化，夏季用
双层纱布过滤取汁即可使用，有条件者，也可放入冰箱中贮存。局
部常规消毒后，用棉签蘸雪水外涂患处，连擦数遍，每天数次，连续
２天~３天即可获愈。本法取材方便，副作用少，疗效可靠，可在临
床上应用。

由此可见，雪水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甘甜良药。遗憾的是，这
些年由于大气污染比较严重，雪水里杂质较多，故收集新雪饮用时，
必须清除其中杂质方可。

（作者供职于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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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最早的中医杂志是不
定期刊发的，名叫《吴医汇讲》，
由清代名医唐大烈主编。唐
大烈是江苏苏州人，字立三，
号笠山，曾任典狱官，并为狱
中犯人看病。他晚年仿效康
熙年间过绎之所撰《吴中医
案》一书，将江浙地区 40 余名
医家的文章约百篇汇集起来
陆续刊发，成为一种具有杂志
性质的医书。

《吴医汇讲》的主要内容包
括医学论述、专题评论、验方交
流以及考证、笔记、书评等。唐
大烈在《吴医汇讲》序中说明，

《吴医汇讲》不限卷数，以便等
候陆续而来的稿件，大家可以
随时增订。关于《吴医汇讲》的
编辑过程，我们可以在最后一

期《吴医汇讲》的附识中看到，
大意是说各种送来的稿件先由
主编（即唐大烈）详细审阅，主
编再与几位朋友商讨一下，最
后几经审阅，方定稿送去印
刷。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唐
大烈是杂志主编，他与几个朋
友组成了类似现在杂志编委会
的机构，对于保证刊物的质量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刊发《吴医汇讲》的宗
旨，唐大烈写道，主要刊登有独
特见解的文章，并要具有一定
学术价值；又说，即使有不同的
见解，只要有意义，《吴医汇讲》
就会一并刊登出来，以利于学
术水平的提高。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惠民
县胡集镇郑家村卫生室）

牡丹皮是牡丹
的根皮。牡丹，花大
形美，色彩艳丽，雍
容华贵，风姿飘逸，
冠盖群芳，是富贵的
象征，素有“花中之
王”的美誉。唐代刘
禹锡有诗曰：“庭前
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蕖净少情。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
城。”故牡丹又有“国色天香”之
称。

牡丹不仅可以作为花卉观
赏，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根部
的皮又是一味常用中药。说起牡
丹皮，还有一段传说故事呢！

相传，古时候，在苏州虎丘山
一带有一位织绸缎的高手，名叫
刘春。随便哪种花鸟鱼虫，只要
她看一会，就能织出来。她所织
出来的花花草草，就像刚摘下来
一样，活灵活现。

有一年，府台老爷要为女儿
办嫁妆，听说刘春心灵手巧，就让
刘春一个月内织出20余条带牡丹
的真丝嵌金绸缎来。刘春心想，
自己从未见过牡丹，如何去织这
真丝嵌金绸缎？半个月过去了，
刘春愁得脸色蜡黄、日渐消瘦；一
天半夜，她突然口吐鲜血，晕倒在
织布机上。这时，一位美丽的姑
娘飘然而至，顺手将一瓶药液倒
入刘春的口中。片刻工夫，刘春
就苏醒了。姑娘轻声说道：“我是
牡丹仙子，因抗拒朝廷要让百花
在严冬开放的旨意，从京城逃了

出来。”说完，姑娘用手向窗外一
指，院内立刻出现一朵朵怒放的
牡丹花。刘春望着院内盛开的牡
丹花，立即飞梭织起真丝嵌金绸
缎来，一朵朵娇艳的牡丹花织出
来了。

府差见带有一朵朵牡丹花的
真丝嵌金绸缎织好了，拿起来便
飞快地送往京城州府，刚进府门，
那真丝嵌金绸缎上的牡丹花就全
部枯萎了，黯然无光。这可把府
台老爷气坏了，他派人去捉拿刘
春，但刘春早已和牡丹仙子离去，
只留下了那个药瓶，里面装有根
皮样子的东西，后来人们才认出
那根皮正是牡丹皮。

牡丹皮为毛茛科植物牡丹的
干燥根皮，主产于安徽、山东、河
南等地，秋季采挖根部，除去细根
和泥沙，剥取根皮，晒干，生用或
酒炙用。

《神农本草经》记载：“（牡丹
皮）主寒热，中风瘛疭、痉、惊痫邪
气，祛症坚瘀血留舍肠胃，安五
脏，疗痈疮。”中医认为，牡丹皮
味苦、辛，性微寒，归心、肝、肾
经，具有清热凉血、活血祛瘀的
功效。

牡丹皮若清热凉
血宜生用，活血祛瘀
宜酒炙用；若治疗迫
血妄行所致发斑、吐
血、衄血，牡丹皮可与
生地、水牛角丝、赤芍
等配伍；若治疗血热
吐衄，牡丹皮可与茜

草根、大蓟、大黄等配伍；若治疗
阴虚血热吐衄，牡丹皮可与栀子、
生地等配伍；若治疗血滞经闭、痛
经，牡丹皮可与川芎、桃仁、桂枝
等配伍；若治疗跌打伤痛，牡丹皮
可与红花、乳香、没药等配伍；若
治疗火毒炽盛、痈肿疮毒，牡丹皮
可与白芷、甘草、大黄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牡丹皮
含有牡丹酚、牡丹酚苷、牡丹酚原
苷、芍药苷、苯甲酰芍药苷、植物
甾醇、苯甲酸、蔗糖、葡萄糖等。
牡丹皮所含的牡丹酚及其以外的
糖苷类成分均有抗炎作用；牡丹
皮的甲醇提取物有抑制血小板作
用；牡丹酚有镇静、降温、解热、镇
痛、解痉等中枢抑制作用及抗动
脉粥样硬化、利尿、抗溃疡、促使
动物子宫内膜充血等作用；牡丹
皮能显著降低心排出量，其乙醇
提取物、水煎液能增加冠脉血流
量，有降低血压作用；牡丹酚及芍
药苷、苯甲酰芍药苷、苯甲酰氧化
芍药苷等均有抗血小板凝聚作
用；牡丹皮水煎剂对痢疾杆菌、伤
寒杆菌等多种致病性皮肤真菌均
有抑制作用。

（作者供职于郑州广安中医院）

最早的中医杂志——

《吴医汇讲》
□郑玉平

■中药传说

牡牡 丹丹 皮皮
□□李爱军李爱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