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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食同源

蒲公英为菊科蒲公英属草本
植物，研究历史已有数千年之
久。唐代《新修本草》记载：“叶似
苦苣，花黄，断有白汁，人皆啖
之，主妇人乳痈肿。”

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
丁，夏季至秋季花开时采收，不仅
可以食用，还可以作为中药材治
疗疾病。食用蒲公英时，可在幼
苗期分批采摘外层大叶。蒲公英
入药时，可在晚秋时节采挖带根
的全草，去泥、晒干以备药用。

那么，蒲公英的名字是怎么
来的呢？相传，在很早以前，河南
洛阳有一位小姐叫公英，她不仅

长得貌若天仙，还聪明贤
惠。一天，公英患了乳疮，
红肿疼痛、奇痒难忍，找了
一位游医治疗。游医看公
英长得漂亮，顿生邪恶念
头 ，趁 诊 病 之 机 调 戏 公
英。公英用手打了他2个
耳光。

游医因邪念未得，就
到处造谣，说公英作风不

正、伤风败俗。公英听到谣言后
十分气愤，为洗清冤屈，投河自
尽。

这时，一位老渔翁正好在河
边打鱼，救了公英。老渔翁得知
公英投河的原因后，便让自己的
女儿蒲英去山上采一种草药，煎
水为公英清洗患处；同时，又将一
部分药捣烂后敷在患处。数天
后，公英的乳疮竟然好了。

后来，公英便将这种药栽种
在自家的房前屋后，待有人需要
时，就将此药送给他们。公英为
感谢老渔翁的救命之恩，便将这
种药起名为蒲公英。

性味功效

蒲公英味苦、甘，性寒，归肝
经、胃经，具有解毒消痈、清利湿
热的功效。蒲公英可以抑菌、解
毒、泄热，对于肺痈、肠痈、乳痈及
其他疮痈肿毒均有较好的疗效。
尤其是治疗乳痈，蒲公英被称为

“乳痈要药”。《本草经疏》言：“蒲
公英味甘平，其性无毒。当是入
肝入胃，解热凉血之要药。乳痈
属肝经，妇人经行后，肝经主事，
故主妇人乳痈肿乳毒。”

药食养生

疔痈热毒——蒲公英粥
材料：蒲公英40克~60克，粳

米50克~100克。
做法：取蒲公英带根全草，洗

净，切碎，煎取药汁，去渣，与粳米
煮成粥即可。

功效：清热解毒、消痈散结。
本品适用于急性乳腺炎、乳肿痛、
急性扁桃体炎、疔疮热毒、尿路感
染、传染性肝炎、胆囊炎、上呼吸

道感染、急性结膜炎等。蒲公英
可以治疗热毒壅盛所致的疔痈之
毒，又具有清利湿热的功效；归肝
经，故可以治疗肝炎、胆囊炎。蒲
公英与粳米同煮，可以顾护胃气，
防止蒲公英苦寒之性伤及脾胃。

肝炎——茵陈蒲公英汤
材料：茵陈100克，蒲公英50

克，白糖30克。
做法：茵陈、蒲公英加水500

毫升，煎取400毫升，加白糖30克
搅匀。

功效：清热解毒、利胆退黄。
茵陈可以利胆退黄，蒲公英可以
清热解毒、清利湿热。茵陈和蒲
公英均有苦寒之性，以白糖之甘
缓和苦寒之性，以免损伤脾胃。
本品适合急性黄疸型肝炎且发热
的患者服用。

乳腺炎——蒲公英金银花粥
材料：蒲公英 60 克，金银花

30克，粳米50克~100克。
做法：先煎蒲公英、金银花，

去渣取汁，再与粳米煮成粥即可。
功效：清热解毒。本品适用

于乳腺炎、扁桃体炎、胆囊炎、结
膜炎等。蒲公英为治疗乳痈要
药，并且内含成分有较强的抑菌
作用；金银花为清热解毒药，具有
广谱抗菌作用。两者与粳米煮
粥，既养胃又治病，可谓一举两
得。

注意事项

蒲公英性寒。因此，阳虚外
寒或脾胃比较虚弱者不能服用蒲
公英。

蒲公英有缓泻的作用。因
此，慢性肠炎患者不能服用蒲公
英。

如果蒲公英的用量过大，就
会引起恶心、呕吐、腹部不适等症
状。

长期大量服用蒲公英，会导
致肾小管变窄、上皮细胞肿胀等
现象。蒲公英含有多糖，可以降
血压。因此，蒲公英不适合低血
压患者服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金
庚中医康复医院）

■杏林夜话

漫谈柴胡
□毛德西

植物的生长寿命是一个很
有意思的话题。有的是多年生
植物，多数遵循春生、夏长、秋
收、冬藏的规律；有的是一年生
植物，有的只生长半年或几个
月。

我们今天要谈的中药柴胡，
有自己独特的生长规律：第一
年，主要长叶和根；第二年，开花
结果；种植 2 年~3 年，采收根部
入药。它既耐寒又耐旱，生命力
之强令人称道；不仅能自然繁
殖，还可以通过扦插栽培。

南北柴胡 差异明显

柴胡最早以“茈胡”为名收
录，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释名
道：“茈字有柴、紫二音，茈胡之
茈音柴……”柴胡的根细长而
直，表面为黑褐色，质地坚韧，干
燥后形如枯柴；茎直立，分枝少，
上部纤细，下部木质化明显，整
体观感“柴质化”。

“胡”字与柴胡生长的地域
有关，我国古代将北方称为“胡

地”。因此，古医书所记
载的“茈胡”是我们现在
所说的北柴胡。

南柴胡的质地较轻，疏泄之
力强而偏燥，故南方有“柴胡劫
肝阴”之说，认为其燥性过大，实
则是误用了南柴胡，并非北柴
胡。

由于地域不同，人们的体质
各异，即使是同一种北柴胡，在
我国南北地区的用量也是不一
样的。有一次，我与一位东北
朋友一起会诊一位围绝经期的
患者，她有点儿抑郁，这位东北
朋友竟然为患者开了30克的柴
胡。

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东北朋
友怎么用这么大剂量的柴胡，不
怕伤肝吗？东北朋友竟然说不
会的，在东北经常这么大剂量地
用柴胡。河南医生用柴胡疏肝
时，用量多在10克左右。

到了南方，柴胡的用量越来
越小，这与体质、地域、气候、饮
食习俗及医者的知识传承有着
密切关系。

柴胡是伞形科的，而银柴胡
是石竹科的。有些人误将后者
认作柴胡。因为其产地在银州，
所以叫银柴胡。其实，它不是柴
胡，而是另一种药用植物。

银柴胡出自《本草纲目》，别
名土参，性寒，功能为凉血清热，
主治内伤发热。

“推陈致新”《本经》上品

柴胡质地坚实、气味清苦。
一般认为，柴胡具备三种功效：
升清阳气、疏达气机、清热解
表。

在临证时，柴胡的剂量不
同，功效各异。通常5克以内的
柴胡，常用于升清阳气；10 克左
右的柴胡，能起到疏达气机的作
用；若要清热解表，则需要用 15
克~30 克的柴胡，甚至更多。当
然，不论发挥哪种作用，用量大
时还要考虑患者的体质。

书上说，柴胡的功效是升举
阳气、疏肝解郁、解表清热，简
单地说就是“清、解、升”。但书
上没有说柴胡能“推陈致新”，
这一点儿是缺憾。要谈药物的
功效，还是要回头去看《神农本
草经》（简称《本经》）。

《本经》将柴胡列为上品，
说它“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
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久
服轻身、明目、益精”。这一段

文字容易理解：“主心腹，去肠
胃中结气”，表明柴胡是调理消
化道气机的良药，对胃、小肠气
滞均有疗效；标明“推陈致新”
这4个字，是对柴胡作用的最高
评价。

这里说“久服轻身、明目、益
精”，不是说柴胡是补药，而是说
药效的结果，是祛邪，是调和，是
解郁，通过祛邪而扶正，其结果
就是“轻身、明目、益精”。

只有“推陈”才能“致新”，这
说明柴胡是祛邪药，是解郁药，
也可以说是疏解肝胆药。从另
一个方面说明，解郁是治疗许多
疾病的前提。郁解了，气血才能
通畅，才能达到“轻身、明目、益
精”之境地，这就是“致新”。在

《本经》中出现“推陈致新”这 4
个字的仅有3味药，那就是柴胡、
大黄、硝石。

柴胡与人体气机紧密相关，
人体外部的营卫之气和内部的
胃肠之气皆属气机范畴，不宜将
其视为治疗半表半里证的药
物。在表证、里证治疗方面，柴
胡同样能发挥作用。如此理解，
方能尽显柴胡调和之妙。

外感内伤 配伍要妙

柴胡可解表退热，主治外感
发热；对于内伤发热，只要配伍
得当，也会有好的疗效。例如，
柴胡配伍甘草。柴胡与甘草是
小柴胡汤的主要药物。有人认
为，甘草在小柴胡汤中无足轻
重、可有可无，其实不是这样
的。在《伤寒论》中，小柴胡汤加
减，可以去掉黄芩（腹中痛）、半
夏（胸中烦而不呕）、人参（渴）、
大枣（胁下硬）、生姜（咳者去掉
生姜、人参、大枣），而不能去掉
的则是柴胡与甘草。因此，有人
用柴胡甘草合剂治疗慢性肝炎，
取得一定疗效。

柴胡为疏肝理气的要药，而
甘草可解毒、缓解肝郁、和中。
柴胡与甘草配伍，常用于治疗慢
性肝胆疾病。我非常喜爱用经
方，并且尊崇经方的配伍规律。
遇到肝胆疾病时，很快就会在脑
海里浮现出柴胡与甘草的配伍，
随手写出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本文由全国名中医
毛德西讲述，文字由廉万
营、王举静整理）

酸枣仁粥

材料：酸枣仁 10 克~
15克，粳米100克。

做法：将酸枣仁洗净，
研磨成粉或稍微捣碎；粳
米洗净，浸泡约 30 分钟；
将酸枣仁与粳米放入锅
中，加入约800毫升清水；
先用大火煮沸，随后转小
火慢炖，直至粳米完全熟
烂。

食用时间：晚餐后 1
小时~2小时或睡前1小时
食用。

功效：养心安神、敛汗
生津。

在烹饪过程中，需要
不时搅拌。人们可以根据
个人口味，在粥快熟时加
入少量冰糖或蜂蜜调味。

此外，酸枣仁粥的烹
饪方法可以根据个人需求
进行调整。对于消化功能
较弱的人群，可以延长烹
饪时间，使粥更加细腻、易
消化；对于需要补充营养
的人群，可以在粥中加入
少量红枣、莲子或桂圆，以
增强滋补效果。

在食用酸枣仁粥时，
还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一
是避免过量食用，每日一
碗即可，过量摄入可能导
致胃肠道不适；二是体质
偏寒者应在粥中加入少量
生姜，以中和酸枣仁的寒
性；三是长期失眠者应结
合其他治疗方法，如酸枣
仁茶或酸枣仁枕头，以获
得更好的治疗效果。

酸枣仁枕头

做法：将酸枣仁洗净后晾干，装入透气性
良好的棉质或亚麻枕套中，填充量以松软适中
为宜（通常使用约500克酸枣仁）。

功效：安神助眠、补中益气。
枕头的尺寸可以根据个人习惯调整，一般

为40厘米~60厘米。
使用酸枣仁枕头时，应将其置于床头，确

保头部与枕头充分接触。酸枣仁的香气会通
过呼吸进入人体，作用于神经系统，帮助人们
放松身心，促进睡眠。

此外，酸枣仁枕头的硬度和高度可以根据
个人需求调整，以确保颈椎的自然曲度，避免
因枕头不适导致睡眠问题。

为了延长酸枣仁枕头的使用寿命，应定期
晾晒以保持其干燥和香气。通常每半个月晾
晒1次，避免阳光直射，以免破坏酸枣仁的有
效成分。若枕头使用时间较长，酸枣仁的香气
减弱，可以适当更换部分酸枣仁，以保持功效。

酸枣仁枕头不仅经济实惠，还比较安全，
适合人们长期使用。

此外，特殊人群使用酸枣仁枕头时需要格
外谨慎。例如，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及老年
人，在使用酸枣仁枕头前应咨询医生，确保安
全性和适用性。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小
小
酸
枣
仁

养
神
有
良
效

□
马
丹
丹

高
晶
晶

餐桌上的中药之二十五

蒲 公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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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堂

传说很久以前，在广西一
个偏远的村庄里，村民们不仅
生活困苦，还常被病痛折磨，其
中患腰痛、腿痛、腹胀、浮肿等
疾病的人很多。由于村里缺医
少药，不少人因病重或失治而
丢了性命。

村里有一个孤儿叫陈五，
他不忍心看乡亲们遭受痛苦，
便跋山涉水去森林里采药。虽
然他采来的野草都没什么效
果，但是他不灰心。

有一次，陈五采药时不慎
跌落在一个山坡下，顿时昏了
过去。醒来后，陈五感到浑身
疼痛，动弹不得，并且闻到了一
股鸡屎样的臭味。

陈五仔细一看，发现自己
躺在一片藤草中。这些藤草有
扁圆而长长的茎和薄皮样的
叶，开着筒状的白花和紫花，
结着圆球样的果，就是气味奇
臭。陈五抓一把藤草搓着、闻
着 ，又 随 手 敷 在 身 上 痛 的 地
方。

说来奇怪，不到半天时间，
陈五的伤痛竟然奇迹般地好了
许多，胳膊和腿也能动了。陈
五站起来，心想这种藤草说不
定能治乡亲们的病，于是就采
了很多藤草拿回村里。

结果，乡亲们用了这种藤
草的效果很好。乡亲们都说这
种藤草救了全村人的命，但不

知道这种藤草叫什么名字。于
是，乡亲们问陈五。陈五随口
答：“鸡屎藤。”于是，这个名字
流传了下来。后来，为避“屎”
字之粗俗，渐渐写成了“鸡矢
藤”，更显文雅和规范。

鸡矢藤为茜草科植物鸡矢
藤或毛鸡矢藤的地上部分及
根，别名臭藤、牛皮冻等，主要
分布在我国南方各地，入药载
于清代《生草药性备要》。

鸡矢藤味甘、苦，性微寒，
归脾经、胃经、肝经、肺经，具有
消食健胃、化痰止咳、清热解
毒、消肿止痛、祛风除湿等功
效，常用来治疗饮食积滞、小儿
疳积、热痰咳嗽、热毒泻痢、咽

喉肿痛、痈疮疖肿、水火烫伤、
瘰疬、肠痈、无名肿毒、中暑、失
眠及胃痛、胆绞痛、痛经、风湿
疼痛等证，水煎内服。

鸡矢藤外用（煎水外洗或
鲜品捣敷），可以治疗跌打损
伤、毒蛇咬伤、湿疹、神经性皮
炎、皮肤瘙痒等，是一味用途广
泛的中药。

药理学研究结果表明，鸡
矢藤有镇痛、抗惊厥、镇静、降
压、解毒、抗菌、抗病毒、增强子
宫收缩力等作用；特别是用其
成分制成的注射剂，镇痛作用
明显而持久，并可用于局部麻
醉。

鸡矢藤的食疗功效也很了

得。《生草药性备要》记载：“其
头治新内伤，煲肉食，补虚益
肾，除火补血……其叶擂米加
糖食，止痢。”《本草纲目拾遗》
云：“中暑者以（鸡矢藤）根、叶
作粉食之。”由此可见，很早就
有鸡矢藤制成的药膳。

现代，鸡矢藤还有炒、蒸、
煮 等 吃 法 ，鲜 品 食 之 疗 效 更
佳。在广西北海、合浦，以及广
东吴川等地，至今还有“三月三
吃鸡矢藤”的习俗。他们做成
鸡矢藤面、鸡矢藤糍粑等，认为
吃了鸡矢藤能消灾迎福，带来
平安和吉祥。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辉县
市中医院）

■中药传说

酸枣仁味甘，性平，
为鼠李科植物酸枣的种
子，秋季果实成熟时采
收，具有养肝宁心、安神
敛汗等功效，主治虚烦不
眠、惊悸怔忡、烦渴虚汗
等。

鸡矢藤的由来
□尚学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