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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
派创立于清朝末年。据《新安县
志》记载：“卢昭，孝廉方正，宣统
时附生。”卢昭为孟州市卢氏温阳
通脉学术流派的创立者。

据 1933 年的《济源关阳卢氏
族谱》记载，卢昭为唐代诗人卢
仝的第42代嫡孙，世居河南省新
安县仓头乡盐仓村，御封湖北荆
门知州。卢昭出任前，赴老家辞
亲 告 祖 时 ，不 料 突 发“ 关 祠 之
变”，因老师涉及官司，卢昭以师
生大义为重，代师受过，弃官未
任。因此，他继承父辈“耕读传
家、儒医兼修”的传统，秉承“不
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信条，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卢昭一方
面继承家学经验，一方面精读

《黄帝内经》《伤寒论》等中医经
典，并跟师实践，很快声名鹊起，
求诊者甚多。

在多年的临床实践中，卢昭
形成了以温中祛寒、通络回阳为

治则，温补心阳、温补脾
阳、温补肾阳为方法的温
阳通脉学术思想。

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
派通过第二代传承人卢作宾、第
三代传承人卢敬业、第四代传承
人卢海涛、第五代传承人卢晓峰
的传承，使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
日渐丰富和完善。

其中，第二代传承人卢作斌，
幼承家学，先是熟读《医学三字
经》《药性赋》《汤头歌诀》《濒湖脉
学》等中医启蒙书籍，继而在父亲
卢昭的指导下，系统学习《伤寒
论》《金匮要略》《妇人良方大全》

《女科百问》《陈素庵妇科补解》等
中医著作，且侍诊多年，熟稔中药
炮制。

卢作斌的医学理论素养扎
实，临证经验丰富，擅长在温阳通
脉学术思想指导下，使用附子、干
姜、吴茱萸、当归、黄芪、白术、香
附、川芎、丁香、续断、牡丹皮、茯
苓等药物，以化瘀通经、温经散
寒、温阳止痛等法，治疗闭经、崩
漏、不孕、痛经等妇科疾病及中医
内科杂症。

第三代传承人卢敬业，精通
《伤寒论》，1957 年在洛阳地区举

办的首届中医进修班学习期间，
与中医名家一起授课，主讲《伤
寒论》。卢敬业善用桂附理中汤
治疗阳虚阴寒、血脉不通之证，
他无数次力挽狂澜，使危重症患
者起死回生。卢敬业撰有《妇科
临证录》等著作。

第四代传承人卢海涛，幼受
庭训，继承家学。卢海涛先后两
次赴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进修学习，拜师
于关幼波、王为兰、吉良晨等多位
中医泰斗门下，尽得真传。他擅
长在温阳通脉学术思想指导下，
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肝胃疾病。
卢海涛善用桂附理中汤治疗阳虚
阴寒证，用温阳通痹汤治疗胸痹
证，疗效显著。

卢海涛先后发表学术论文42
篇，撰有《卢氏临证验案选粹》《卢
昭传奇》等著作。他曾获得“焦作
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
作指导老师”“河南省农村优秀中
医”“全国农村基层优秀中医”等
荣誉。

第五代传承人卢晓峰，幼承

家学，毕业于河南中医学院（现河
南中医药大学），现在孟州市中医
院工作，主任医师。

卢晓峰擅长在温阳通脉学术
思想指导下，治疗风湿和类风湿
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等骨
关节疾病、脑血管疾病，以及眩
晕、头痛等疾病。卢晓峰曾获得
焦作市五一劳动奖章、首届“焦作
最美医生”、焦作市中青年名中医
等荣誉。

总之，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
学术流派的学术思想以临证诊
病，阴阳为纲，治病疗疾，注重扶
阳，宗师仲景，推崇经方，回阳救
逆，重用附子为核心内容，临床疗
效显著。例如，该学术流派传承
人擅用桂枝甘草汤加减温补心
阳，主治发汗过多、心下悸之伤阳
证；以甘草干姜汤加减温补脾阳，
主治脾胃阳虚、手足不温、口不
渴、烦躁吐逆之证；以附子汤加减
培扶元阳、温补脾肾、祛寒止痛，
主治腰背恶寒、手足厥冷、骨节疼
痛等证。

同时，该学术流派在以温阳

通脉法治疗相关疾病时，认为附
子为热药极品，能培补元阳，推崇
在治疗阳虚诸症（如畏寒怯冷、精
神不振、四肢不温、恶食生冷、夜
尿频多、小便清长、五更泄泻、大
便溏薄等症）时，结合经方加减，
重用附子回阳救逆。

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
流派于 2022 年 12 月被评为河南
省首批优质中医学术流派，这是
对历代传承人多年来辛勤努力
和卓越成就的肯定，不仅提升了
学术流派在河南省乃至全国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还为祖国中医
药事业的传承和发展注入了新
的动力。

展望未来，卢晓峰表示将继
续秉承家族的医学传统，不断探
索和创新中医药治疗疾病的方法
和理论，为更多的患者提供更加
优质的医疗服务。同时，他还将
加强与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和学术
流派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中医
药事业的繁荣发展。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
孟州市中医院）

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

温阳通脉 儒医济世
□霍国栋 卢昊霖

孟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由卢昭创立于清朝末年。该学术流派以卢昭创立的卢氏“本仁堂”药铺
为依托，历经130余载、5代人的传承，形成了“在温阳通脉思想指导下，集理、法、方、药为一体，诊治特长显
著，临证特点突出”的中医学术流派。该学术流派传承人在治疗胸痹心痛、风寒湿痹、骨痹及妇科疑难杂症
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是河南中医学术流派的典型代表之一。1997年，因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孟
州市卢氏温阳通脉学术流派传承人搬迁至河南省孟州市市区，继续以医为业、悬壶济世。

■■杏杏林撷萃林撷萃

香椿，又叫山椿、虎目
树、虎眼、大眼桐、椿花、香
椿头、香椿芽，原产于我
国，分布于长江南北地
区。香椿为楝科落叶乔
木，雌雄异株，树体高大。
香椿除了可以食用外，还
是园林绿化的优选树种。

香椿是早春上市的树
生蔬菜。早春的香椿不仅
无丝，还有浓郁的香味。

食用与药用价值
香椿含有丰富的营

养。每 100 克香椿中，含
蛋白质 9.8 克、钙 143 毫
克、维生素 C115 毫克、磷
135 毫克、胡萝卜素 1.36
毫克，以及铁和 B 族维生
素等营养物质。

中医认为，香椿味苦，
性平，无毒，有开胃爽神、
祛风除湿、止血利气、消火
解毒的功效，故民间有“常
食香椿芽不染病”的说
法。现代医学及临床经验
也表明，香椿能保肝、利
肺、健脾、补血、舒筋。香
椿煎剂对肺炎球菌、伤寒
杆菌、痢疾杆菌等有抑制
作用。用鲜香椿芽、蒜瓣、
盐捣烂外敷，对治疗疮痛
肿毒有较好的疗效。还有
人用香椿煮水服用，治疗
高热、头晕等疾病。

推荐食谱
香椿炒鸡蛋 材料：香

椿 250 克，鸡蛋 5 枚，盐适
量。做法：将香椿洗净，焯
水后捞出切碎；鸡蛋打入
碗内搅匀；油锅烧热，倒入
鸡蛋液炒成块，再放入香
椿炒匀，加入适量盐，翻炒
均匀即可。功效：滋阴润
燥，适用于虚劳吐血、目
赤、营养不良、白秃等症
状。健康人食之可增强抗病能力。

香椿拌豆腐 材料：豆腐500克，香椿50
克，盐、味精、麻油适量。做法：豆腐切成块，
放锅中加清水煮沸，沥水后装入盘中；将香
椿洗净，稍微焯水后切成碎末放入碗内，加
入适量盐、味精、麻油，拌匀后浇在豆腐上，
最后用筷子拌匀。功效：润肤明目、益气和
中、生津润燥，适用于心烦口渴、胃脘痞满、
目赤、口舌生疮等症状。

拌香椿 材料：香椿 250 克，盐、麻油适
量。做法：将香椿洗净，焯水后捞出切碎放
盘内，加入适量盐、麻油拌匀即可。功效：清
利湿热、宽肠通便，适用于尿黄、咳嗽痰多、
脘腹胀满、大便干结等症状。

注意事项
香椿以谷雨节气前食用为佳，应吃

“早”、吃鲜、吃嫩；谷雨节气后，其纤维老化，
口感乏味，营养价值也会大大降低。另外，
香椿含有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质，含量与香椿
的老嫩程度呈正比。也就是说，越嫩的香椿
所含亚硝酸盐的量越少。因此，我们应尽量
吃香椿的头茬，既鲜嫩可口，又保证健康。

（作者为全国名老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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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起居：“夜卧早起”
《黄帝内经》提出，春季养生应

“夜卧早起”。清明时节，阳气开始
旺盛。因此，人们要顺应这一规律，
及时调整作息时间。

中医认为，在一天中，大自然和
人体的阳气从早晨开始生发，早起
有利于保养阳气。因此，人们应在
7时以前起床；起床后，积极进行户
外活动，使体内阳气运转起来，会感
到精神饱满。人们如果经常熬夜晚
起，极易伤肝并阻碍阳气生发，导致
内火滋生、免疫力下降，出现头昏、
心悸、咽干、目眩等“春困”现象。特
别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更要注意
这一点。

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人们可
以进行午休，在11时~13时小憩30
分钟~1小时。

清明时节，雨水较多。因此，
人们在生活中还要注意避湿气、
护阳气。居室应每天中午开窗通
风，被褥及衣服要保持干燥。人

们还应避免在潮湿的地方久留，
运动出汗后要及时洗净擦干，多
晒太阳等。

衣着：适当“春捂”
衣着上要遵循“春捂秋冻”之

说。虽然清明时节天气转暖，但是
昼夜温差较大。因此，穿衣服要根
据自己的身体素质和天气变化而
定，注意保暖，以固护阳气。

人们不要过早脱去棉衣，换装
时应遵循“下厚上薄”的原则，先把
上衣适当减掉一些，宁热勿冷；如果
减衣过早，很容易受凉，引发感冒、
扁桃体炎等疾病，小儿还容易诱发
呼吸道传染性疾病。慢性支气管
炎、肺气肿、高血压病、冠心病等疾
病患者，或有痛经史的女性，要尽量
使身体不寒不冻，以更好地抵御外
邪。

饮食：养肝祛火
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在《千金

方》中说：“春日宜省酸增甘。”意思
是说春季要少吃酸性食物，多吃甘

温补脾之品，其本意在于养肝。因
为酸入肝，多食酸会造成肝气过旺，
从而损伤脾胃，所以要多吃甘温补
脾及养肝之品。

人们要少吃酸性食物，如糖类、
奶类、牛肉、羊肉等；可适量摄入养
肝补脾食物，如山药、春笋、菠菜、红
枣、韭菜、荠菜、银耳、百合、粳米、芝
麻、糯米、鹌鹑、鹅肉等。尤其是春
季采摘的韭菜，不仅养肝健脾，还补
肾助阳。因春天易发过敏性疾病，
所以人们还应少吃虾、螃蟹等易过
敏的食物。

中医认为，春天阳气生发，很容
易上火。因此，在饮食方面要祛
火。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推崇品

“明前茶”，即饮用清明节前采摘加
工的新茶。他说：“茶苦而寒……使
人神思爽，不昏不睡，此茶之功也。”
饮茶有养肝清头目、化痰除烦渴等
功效，并提神醒脑，有助于消除“春
困”。人们可以选择绿茶、花茶等。

在江南地区，有清明节吃青团

的风俗。青团的主要材料是浆麦草
或艾叶。在北方地区，有吃野菜的
习惯，如茵陈、蒲公英、苎麻叶等。
其他地方还有吃艾饭、大葱蛋饼、馓
子等习俗。

这些风俗、习惯都有美好的寓
意，从保健的角度说，艾叶和野菜都
有独特香气和清苦味道，不仅能激
发食欲，还能祛火提神。此外，人们
可以选择银耳汤、百合绿豆汤、猫爪
草煲猪肉、川芎白芷炖鱼头等药膳
来滋养平补，还可以吃苹果、马蹄、
樱桃等水果，以滋阴降火。

人们应尽量少吃油腻、损阳气
的食物，也不宜过量摄入竹笋、咸
菜、鸡肉、鱼肉等“生发”食物，以免
助长肝火。

运动：柔和养阳
清明时节，春意正浓，游走在这

个时节，晒晒暖阳，看看鲜花，听听
鸟鸣，在惬意中愉悦身心。因此，
人们要动起来，不仅能养阳气、通
畅气血、提振精神，还能稳定情绪，

消除疲劳，改善心肺功能，增强抵
抗力。

人们应积极参加户外运动。运
动前可以喝一些温水等热饮，并且
最好在太阳升起后进行。人们适宜
选择柔和的锻炼方式，如健步走、慢
跑、打太极拳、练八段锦、做瑜伽
等。人们运动时，不能大汗淋漓，以
免损伤阳气；不宜参加竞赛性、负重
性的剧烈活动，以免情绪激动，诱发
高血压病、冠心病。

在我国古代，清明节有放风筝、
踏青、荡秋千等习俗。这些运动方
式随意柔和，既顺应自然，又健身强
体。

需要注意的是，外出运动时要
防过敏。清明时节，正值花粉传播
季节，也是浮尘、细菌、尘螨等活跃
期，最容易引发哮喘、鼻炎、荨麻疹、
皮炎等过敏性疾病。因此，外出时，
人们要佩戴口罩；回家后，要及时洗
脸，或用盐水洗鼻子。

情志：心情愉悦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是清明时节天气特点及情绪
变化的写照。清明节有祭祖扫墓的
习俗。这个特殊的日子往往使人在
怀念先人之时，牵动悲伤忧思的情
愫，从而产生负面情绪。

清明又是肝气生发时节，容易
肝阳亢盛、肝火妄动，使人情绪急
躁、心烦易怒。中医认为，忧思伤
脾，郁怒伤肝，过度的情绪波动极易
损伤身体，甚至诱发疾病。因此，人
们要保持心情舒畅，遇事心态平和；
要多与亲人或挚友沟通交流；可以
外出散心，丰富生活内容；悲伤时，
不必压抑，可适度宣泄。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辉县市中
医院）

清明时节话养生
□尚学瑞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岁时百问》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此时天空洁净
清朗，大地万物苏醒，太阳位于黄经15度，天气逐渐转暖，降水量逐渐增多，草长莺飞，百花绽放，杨柳泛青。古人将
清明分为三候：一候桐始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意思是此时梧桐花开，清香宜人；厌阳的田鼠躲回洞穴，
逐阳的鸟儿满天飞舞；天空不时飘下细雨，彩虹挂在天际。这些细致又充满智慧的物候现象，展现出一幅气清景明、
充满生机的美景。

清明节是踏青的好时节，也是保健养生的重要节点。中医理论认为，春季应于肝，“春夏养阳”。因此，春季养生
的重点是养肝、养阳气，人们要从生活的细节做起。 征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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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候，有一个江湖郎中外
出义诊时，遇到一位农夫。农夫
告诉他，最近自己皮肤如金色、四
肢无力、经常犯困、口吐黏液、眼
热红肿，导致无法劳作，自觉自己
命不久矣，恳请郎中救治他。郎
中一时也犯了难，因为此证属于
湿热过盛导致的黄疸，当下没有
合适的用于清热利湿、利胆退黄
的良药。

于是，郎中说等过些时日，如
果得到良药，便再次来此地对他
进行医治。几天后，郎中在睡梦
中，仿佛看到一位白发老者，告诉

他要想帮助农夫祛除身上的湿热
之毒，给他吃一种野菜就行，此物
生长于路旁、山坡、林下及草地
上，多处可见。白发老者说完，就
消失了。

郎中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
在山坡下睡着了，且发现四周长
着一些卷曲成团状，灰白色或灰
绿色，布满白色茸毛，绵软如绒
的植物，闻之气清香，尝之味微
苦。

郎中突然想起来他以前吃过
这种野菜，无毒、芳香，吃完之后
有利尿的功效。与做的梦联系在

一起后，郎中推理这种野菜既然
可以利尿，那就能解湿热之毒。
于是，他再次找到农夫，问其是否
愿意尝试使用这个药。农夫说：

“我们之前见过这种野菜，真的能
治病吗？”郎中说：“既然是无毒野
菜，您不妨试一试。”

郎中让农夫将这种野菜大剂
量煎汤内服，农夫回去开始尝试
服用。半个月后，农夫找到郎中
说：“真神奇，我服用此药 3 天之
后，小便量明显增多，且颜色呈金
黄色，皮肤上的金色慢慢消退，而
且身上也有劲儿了，眼睛也更加

明亮了。”
郎中见状，急忙将这种野菜

记录到医学杂记中。后来，郎中
经过观察，发现这种植物经冬不
死，春则因陈根而生，故名因陈或
茵陈。

茵陈具有清热利湿、利胆退
黄的功效，主治黄疸、小便不利、
湿疮瘙痒、传染性黄疸型肝炎等
疾病。《本草经疏》记载：“茵陈，
其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
通身发黄，小便不利及头热，皆
湿热在阳明、太阴所生病也。苦
寒能燥湿除热，湿热去，则诸症

自 退 矣 。 除 湿 散 热 结 之 要 药
也。”

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茵陈
具有利胆、护肝、解热、抗炎、降血
脂、降血压、扩张冠状动脉等作
用。茵陈既可以煎汤内服，又可
以与粳米煮粥食用等。

需要注意的是，对茵陈过敏
的人禁止食用茵陈，以免出现恶
心、腹痛、腹泻等症状。茵陈性微
寒，脾虚泄泻和低血压患者不宜
服用，以免加重病情。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

茵 陈
□周 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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