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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体质差异，有的人怕冷，有
的人怕热，有的人胖，有的人瘦。
在日常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不
仅体型偏胖，还总感觉身体困乏、
没有精神、不愿活动、腹部胀满、
口中黏腻、吃饭不香、大便稀溏，
女性还常伴有白带量多，但各种
辅助检查都没有发现异常。这种
情况，从中医角度来说是湿气缠
身造成的。

中医认为，脾主运化，能够运
化水谷精微，是消化、吸收和排泄
的“总调度”，由于饮食不节、思虑
劳倦等因素损伤脾胃，导致脾失
健运、湿浊内生，出现湿气重的情
况。

身体困乏湿气重，祛除湿气
自轻松。调养湿气缠身引起的身
体不适，应在健脾祛湿上下功夫，
要注意日常生活调养，加强锻炼，
做到合理饮食。用饮食调理湿气
重，首选健脾祛湿的佳品——薏
苡仁。

性味功效
薏苡仁为禾本科植物薏苡的

干燥成熟种仁，是临床常用的中
药之一，也是人们常吃的食物，乃
药食两用之品。薏苡仁味甘、淡，
性凉，归脾经、胃经、肺经，被誉为

“禾本科植物之王”“生命健康之
禾”。

薏苡仁的营养价值很高。现
代研究结果表明，薏苡仁含有蛋
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粗纤维，
以及钙、磷、铁等。这些营养成分

的含量均超过大米，所含的蛋白
质远比米、面要高。

同时，薏苡仁还含有人体所
需的亮氨酸、精氨酸、赖氨酸、酪
氨酸等必需的氨基酸及矿物质，
所含的氨基酸比大米还容易被机
体吸收和利用。另外，薏苡仁的
重金属及有毒物质残留量极低，
是典型的“绿色食品”。

中医认为，薏苡仁具有健脾
渗湿、利水消肿、舒筋除痹等功
效，用于治疗脾虚泄泻、小便不
利、关节肿痛、肌肉酸重，以及水
肿、脚气等。

薏苡仁具有益气健脾、强身
健体的作用，能增强机体免疫
力。体质较弱、气虚出汗、脾胃不
和，以及体内湿气较重的亚健康
人群食用薏苡仁，能增强体质，改
善亚健康状态。

薏苡仁不仅是美白佳品，还
是纯天然的瘦身美容食品。薏苡
仁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具有抗氧

化的功效，在抑制有毒的脂类过
氧化物、稳定不饱和脂肪酸、维护
细胞膜完整和抗衰老等方面起着
重要作用。人们常吃薏苡仁，可
以保持皮肤光滑细腻，改善痤疮、
雀斑、老年斑、妊娠斑、蝴蝶斑
等。

薏苡仁能促进血液和水分的
新陈代谢，其油脂提取物薏苡仁
素、薏苡仁油、薏苡酯、三萜类化
合物等成分具有降脂减肥的作
用。因此，人们经常食用薏苡仁，
可以起到减肥作用。

另外，薏苡仁还有美发的作
用，可使头发光滑柔软，预防脱
发。因此，人们经常食用薏苡仁，
可以缓解脱发。

薏苡仁具有健脾祛湿的功
效，是治疗和调理湿气缠身的佳
品。在临床所用的健脾祛湿方
剂中，通常都少不了薏苡仁。调
理湿气缠身，最简单的吃法是将
薏苡仁与大米煮成粥，也可以制

成薏苡仁莲子粥、薏苡仁山药扁
豆粥，以及薏苡仁山楂红豆粥
等。

药食养生
薏苡仁莲子粥

材料：薏苡仁、莲子各 50 克，
大米100克。

做法：将薏苡仁、莲子、大米
洗净，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清
水，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煮至熟
烂即可。

用法：每日 2 次，分早晚温热
服食。

功效：健脾利湿、补气养血。
荷薏粥

材料：荷叶半张，佩兰 24 克，
大米 80 克，薏苡仁、白扁豆各 40
克。

做法：将薏苡仁、白扁豆、大
米洗净，一同放入锅中，加入适量
清水，大火煮沸后改用小火煮；在
米熟粥将成时，加入洗净、切碎的
荷叶及佩兰，搅匀后再煮一会儿

即可。
用法：每日 2 次，分早晚温热

服食。
功效：化湿去脂。

薏苡仁山药扁豆粥
材料：薏苡仁、白扁豆各 30

克，山药粉50克，大米100克，冰糖
适量。

做法：将薏苡仁、白扁豆、大
米洗净，与山药粉一同放入锅中，
加入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后改用
小火慢煮；在薏苡仁、白扁豆、大
米熟烂时，放入冰糖，搅拌均匀即
可。

用法：每日1次~2次，温热服
食。

功效：化湿和胃、理气健脾。
薏苡仁山楂红豆粥

材料：薏苡仁、干山楂、大米
各30克，红豆20克。

做法：将薏苡仁、红豆、干山
楂、大米洗净，一同放入锅中，加
入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后改用小
火，煮至薏苡仁、红豆熟烂即可。

用法：每日 2 次，分早晚温热
服食。

功效：健脾消食。
薏苡仁不仅营养丰富，还能

益气健脾、渗湿利水、强身健体，
以及美容养颜、降脂减肥、预防脱
发，增强机体免疫力，改善亚健康
状态，是调理湿气缠身的药食两
用佳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遂平县
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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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治疗痈疽的典范之作——

《卫济宝书》
□黄新生

辨证论治痈疽
一是阐述病因病机。《卫济

宝书》认为，脏腑功能失和是痈
疽发生的内因，四时之气不和是
痈疽发生的外因。“奈缘四时之
气或有乖失，故表窍不匀，三焦
壅塞，血涩肌表，致有五发痈疽
之患也。发者，五脏六腑不和之
所生。”该书详细论述了痈疽发
生的诱因和机制。“若喜怒无常，
饮食不节，阴阳不调，冷热相干，
于是脏气虚，则腠理开疏。腠理
开疏，则寒邪客于经络之间。寒
气既折，则荣卫稽留于脉。荣者
血也，卫者气也，血荣得寒则涩
不行，卫气从之，与寒邪相搏，故
壅遏不通；气者阳也，阳气蕴积
则生热，热则血涩，寒热不散，故
积聚为痈疽。”

二是分类描述临床表现和
治疗。《卫济宝书》将痈疽分为 5
种类型，并附图说明临床表现和
治疗方法。其中，“癌”与深部脓
肿之无头疽类似，瘭与疖类似，
疽与蜂窝织炎类似，痼与糖尿病
痈疽类似，痈与浅部脓肿之无头
疽类似。痈疽表现不同，治疗方
法也不同。比如癌的治疗：“宜
下大车螯散取之，然后服排脓败
毒托里内补等散。破后用麝香
膏贴之，五积丸散疏风和气，次
服余药。”

三是分阶段治疗。《卫济宝
书》确立了“内毒盛者，急攻其
内；外毒盛者，速泻其热”的治疗
原则。对于早期痈疽，可以先内
服药物，外敷药物，共同促进其
消散。如果出现体表腐肉成痈，
则外施针刀割去腐肉，并在局部
敷去腐生肌的药物，或内服托里
益气的药物，促进肌肉生长。若
发生在肌体深部的脓肿，则须切

开引流，然后内服外用托里排脓
的药物。书中强调辨证治疗的
重要性，批评了那些不进行辨
证、机械照搬古方、滥施针药者
的做法。

四是综合判断预后。通过
脉象和临床表现综合判断预后，
并 且 总 结 了 痈 疽 的“ 五 善 七
恶”。“饮食如常，一善也；实热而
大小便涩，二善也；内外病相应，
三善也；肌肉好恶分明，四善也；
用药如所料，五善也。发渴而
喘，精明眼角向鼻，大小便反滑，
一恶也；气绵绵而脉濡，与病相
反，二恶也；目中不了了，精明内
陷，三恶也；未溃肉黑以陷，四恶
也；已溃青黑，腐筋骨黑，五恶
也；发痰，六恶也；呕吐，七恶
也。”

首次提出“癌”的概念
《卫济宝书》第一次明确使

用“癌”字记录疾病。书中多次
提到“癌”字，并附有图说：“癌疾
初发者，却无头绪，只是肉热痛，
过一七或二七，忽然紫赤微肿，
渐不疼痛，迤逦软熟紫赤色，只
是不破。”

一种观点认为，该书中的

“癌”是痈疽的“五发”之一，属于
深部脓肿之无头疽，与现代医学
的癌症不是一个概念。“癌”字具
有恶性肿瘤之意义始于杨士瀛
的《仁斋直指方》，此书晚于《卫
济宝书》。

另一种观点认为，《卫济宝
书》记录了治疗癌症的外敷、外
洗、内服药物等多种方法，其记
载与现代医学对恶性肿瘤的认
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癌疾初
发者，却无头绪。”又指出40岁以
上患者预后不良，类似乳腺癌症
状。

虽然现在对《卫济宝书》记
载的“癌”有所争论，但是该书是
我国医学著作中最早“以癌论
病”的书籍，对研究中医外科疾
病分类具有积极意义。
较早记载脓气胸的诊断方法

在中国历史上，很多著名人
物多是“疽发背而死”，如秦汉时
期的谋士范增、唐代诗人孟浩
然、宋代名将宗泽、明代名将徐
达等。“疽发背”导致的死亡大多
与痈疽导致的脓气胸有关，《卫
济宝书》在论述发于背部的痈疽
时，较早记载了诊断脓气胸“发

背透膜”的方法。“疮已溃，须用
好厚纸作一合索捻子捻之。看
分数，如背上自肝俞穴以上，试
直入无偏斜，及一寸三分者为将
通，十全三四，过此不治。虽过
数而精神强者，须以竹膜一片可
敷疮口。密者，先择一净明室
中，以水湿疮口四旁，然后敷竹
膜，在静看其动，似气之拽，拽则
已通矣。非风非扇而与呼吸相
应,十死不治，无此者可疗。”这段
文字记载了诊断痈疽深浅和“发
背透膜”并判断预后的方法。

“发背透膜”即为疮肿穿透
胸壁形成脓气胸，这段记载比孙
思 邈 对 脓 气 胸 的 记 载 更 加 详
细。痈疽是古代外科常见病，

“发背透膜”是痈疽的凶险病证，
这种诊断方法对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有积极意义。

记载多种外治技术
一是记载了清创消毒术。

《卫济宝书》记载了用醋和盐消
毒开展外科清创手术，体现了我
国古代外科清创手术的消毒观
念和技术。此外，非手术治疗的
疮疡，普遍使用清热解毒中药煎
汤清洗患处，这些消毒方法对防

止创口感染十分有效。
二是记载了药酒麻醉法。

根据患者的酒量，用酒调配药物
进行麻醉，然后开展外科切开引
流术。《卫济宝书》肯定了酒在麻
醉中的作用，这是我国麻醉药物
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是记载了负压吸乳法治
疗乳痈。《卫济宝书》认识到乳痈
的发生与乳汁不畅有密切关系，
并创造性使用了拔火罐治疗乳
痈的吸乳法。这种方法与现代
吸乳器的原理相似，能够减少乳
汁淤积，达到防止化脓的目的。
书中还记载了灸法、薄贴、箍围、
贴敷、熏洗、溻渍等多种中医传
统治疗技术和方法，反映了宋代
中医外科治疗技术的发展水平
和成就。

四是记载了医疗器械的制
造和收藏。《卫济宝书》首次记载
了 手 术 器 械 的 制 造 和 收 藏 方
法。比如“打针法：用马衔铁于
甲子日，一日炼打阳针一枚如韭
叶，长三寸六分；丁酉日打阴针
一枚，长二寸四分；惊蛰日打雷
锋针一枚，长二寸四分；又打取
脓针一枚，如韭叶，长三寸六分；
打炼刀一枚，小钓一个。”这种选
择日期打造医疗器械的方法，可
能受到了当时盛行的“五运六
气”思想的影响。

《卫济宝书》对痈疽的病因
病机、诊断治疗有许多独到之
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四库全
书》评价说：“（《卫济宝书》）剖析
精微，深中奥妙，实非有所师授
者不能。其后胪列诸方，附以图
说，于药物之修制，针灸之利害，
抉摘无遗，多后来医流所未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武陟县
卫生健康委）

《卫济宝书》最早见于《宋史·艺文志》：“东轩居士《卫济宝书》一卷。”《卫济宝书·序言》记
载：“予家藏痈疽方论二十二篇，共为一帙。其方论精微，图证悉具，随病施效，可以传之无穷，
而为卫家济世之宝，故记之曰‘家传卫济宝书’。”该书是宋代辨证论治痈疽的专著，不仅包含了
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详细记录了治疗痈疽的方法和实践经验，图文并茂，文笔流畅，受到后世医
家的赞誉。

《卫济宝书》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1170）以前，原书已失传，现存版本系从《永乐大典》辑
出。现存《卫济宝书》分为上、下2卷，共1.3万余字。上卷论述痈疽证型，列“五发”（“癌”、瘭、
疽、痼、痈）图说、用药原则和内外治法，以及一些外科器械之使用和制造方法；下卷专言治法，
载方40余首，包括丸、散、膏、丹、汤、药饼、药捻等多种剂型，并附乳痈、软疖证治。该书虽然卷
帙不多，但是较好地体现了疡科辨证论治思想。

■读书时间

清晨的郑州街头，一碗热腾
腾的胡辣汤总能唤醒人们沉睡的
味蕾。这个发源于北宋时期的河
南名吃，以胡椒的辛辣为魂，配合
20 多种香辛料，在千年流转中形
成了独特的食疗体系。当我们重
新审视胡辣汤，会发现它不仅承
载着中原大地的饮食记忆，还暗
合着中医“药食同源”的养生智
慧，在辛辣与温补之间找到了平
衡点。

千年配方里的本草“密码”
胡辣汤的香料配伍堪称天然

药典，每味调料都对应着明确的
中医归经。君药胡椒归胃经、大
肠经，能温中散寒；臣药八角入肝
经、肾经，可祛寒止痛；佐使之品
肉桂补命门之火，肉豆蔻温脾止
泻。这种协同增效的食疗搭配，
与《黄帝内经》“君、臣、佐、使”的

配伍原则如出一辙。胡椒之辛、
陈皮之苦、肉桂之甘、丁香之香，
中医理论在胡辣汤中得到完美诠
释。

烹饪工艺中的养生玄机
在传统制作工艺中，香料需

要炒制激发药性。这种炮制工艺
与中药饮片的炮制原理相通，都
是通过改变物质形态增强疗效。
胡辣汤需要经历大火煮沸、小火
慢炖、静置陈化 3 个阶段，这与中
药煎煮的“先煎后下”技艺异曲同
工。

老汤的保存与续用，实际上
是微生物菌群的自然驯化过程。
现代研究人员证实，老汤中含有
大量乳酸菌和酵母菌，与中医“陈
久者良”的用药经验形成呼应。

胡辣汤的温度控制蕴含着中
医阴阳平衡之道。保持85摄氏度
恒温熬煮，既避免高温破坏食材
的营养成分，又确保有效成分充
分溶出。这种小火慢炖的做法，
恰似是中医强调的“缓补”理念。
研究人员发现，这种烹饪方式可
使汤中游离氨基酸的含量提升

40%。
因地制宜的养生理念

河南地处中原，胡辣汤的温
补特性与地域气候完美契合。晨
起食用胡辣汤，可以借助阳气升
发之势增强温补效果，佐以葱、香
菜等辛散之物，形成“补中有散”
的养生格局。

河南周口的胡辣汤，加入白
芷以祛湿，契合沙颍河流域的潮
湿气候；洛阳的胡辣汤偏重肉桂
用量，对应盆地气候的寒气较
重。这种不同地域的配方演变，

正是中医因地制宜养生理念的生
动体现。

从汴京御膳到百姓餐桌，胡
辣汤的千年传承史恰是中医食疗
文化的缩影。在香辛料的热烈交
响乐中，我们品味的不仅是中原
大地的烟火气息，还是中医养生
智慧。当现代科技与传统智慧相
遇，这碗浓汤正焕发新的生机，在
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继续书写

“药食同源”的当代篇章。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荥阳市

中医院）

一碗胡辣汤里的中医养生智慧
□孙东升

在中医药的神秘
殿堂中，山豆根以独
特的身姿占据一席之
地。山豆根是豆科植
物 越 南 槐 的 干 燥 根
茎，常隐匿于广西、贵
州等地的深山中。山
豆根的根茎呈现不规
则的结节状，根细长
且质地坚实，表面棕
黄至暗棕色，仿佛镌
刻着岁月与山林的密
码。

相传很久以前，
在广西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与世隔绝的壮
族村子。这里山清水
秀，乡亲们与大自然
和谐共生。然而，一
年盛夏，一场来势汹
汹的疫病打破了村子
的宁静。乡亲们纷纷
出现高热不退、咽喉
肿痛的症状，严重者
甚至呼吸困难、生命
垂危。村里的郎中心
急如焚，尝试了很多常用的草药，却都收效甚
微。恐惧如同阴霾，笼罩着整个村子。

村里有一个名字叫阿强的年轻猎手，他勇敢
坚毅，对大山了如指掌。看着乡亲们在病痛中苦
苦挣扎，阿强心中燃起一股坚定的信念：一定要
找到能治愈疫病的草药！于是，阿强毅然决然地
背着竹篓，手持长刀，踏入那片神秘而危险的深
山密林。

山中道路崎岖，虽然阿强的皮肤被荆棘划
破，但是他毫不退缩。阿强沿着蜿蜒的山路，仔
细寻找草药。一天，阿强来到一个幽静的山谷，
发现一种从未见过的植物。这种植物的根部洁
白如玉，形状如同豆子，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
奇异的光芒。阿强心中一动，直觉告诉他，这或
许就是拯救乡亲们的希望所在。

正当阿强准备采摘这种植物时，突然有一只
巨大的穿山甲从草丛中钻了出来。穿山甲盯着
阿强，似乎在守护这种植物。阿强心中一惊，但
很快冷静下来，对穿山甲轻声说：“穿山甲啊，乡
亲们正遭受疫病折磨，生命危在旦夕，我想带走
这些植物，希望你能理解。”穿山甲仿佛听懂了阿
强的话，让开了道路。

阿强感激地向穿山甲点点头，小心翼翼地
挖了一些植物，放入竹篓中。回到村子后，阿强
迅速将植物交给郎中。郎中按照经验，将它熬
制成汤药，发给患病的乡亲们。奇迹就这样发
生了，喝下汤药的患者病情逐渐好转，高热慢慢
退去，咽喉肿痛也减轻了许多。经过一段时间
的治疗，大家都恢复了健康，村子又恢复了生机
与活力。

为了纪念这种植物的神奇功效，乡亲们将这
种植物命名为“山豆根”。从那以后，山豆根的故
事流传开来。

山豆根味苦，性寒，略带小毒，归肺经、胃
经。山豆根宛如一位英勇的战士，在清热解毒、
利咽消肿、止痛等方面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在临
床中，咽喉肿痛、肺热咳嗽、牙龈肿痛、湿热黄疸
等症状，在它的攻势下常常退避三舍。

《广西本草选编》对山豆根的药用价值有明
确记载，现代医学研究更揭示它蕴含的苦参碱、
氧化苦参碱等有效成分。这些成分如同精密的
武器，具有抗菌、消炎、抗肿瘤等强大的药理活
性，为人类健康筑起坚固的防线。

需要注意的是，山豆根有毒，必须严格遵照
医嘱使用，不可随意用药或增减剂量。脾胃虚寒
者慎用山豆根，以免加重体内寒气，引发不适。
孕妇和哺乳期女性禁用山豆根，避免对胎儿或婴
儿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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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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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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
源》《杏林夜话》等栏目期待您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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