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米须为玉米的花柱及柱
头， 中医认为本品味甘性平， 具
有利尿消肿、 利胆退黄、 止血的
功效， 临床应用相当广泛。

治肾性水肿 玉米须、 冬瓜
皮各 30 克 ， 水煎 ， 分 3 次服 。
以愈为度。

治肝硬化腹水 玉米须 45
克 ， 马鞭草 、 半边莲各 15 克 ，
水煎， 分 2 次服， 连服 3-6 剂。

治妇女妊娠水肿、 特发性水
肿 玉米须 50 克， 大枣 5 枚， 开
水冲泡， 代茶饮， 每日 1 剂。

治黄疸型肝炎 玉米须 50

克， 茵陈 30 克， 栀子 20 克， 开
水冲泡， 代茶饮。 每日 1 剂， 7
天为 1 个疗程。

治鼻衄、 齿衄、 尿血 玉米须
50 克， 生地 20 克， 白茅根 10 克，
开水冲泡， 代茶饮， 每日 1 剂。

治急性膀胱炎 玉米须 30-50
克， 车前草 20-30 克， 加水煎取
300 毫升， 每日 1 剂， 分 2 次温
服。

治胆囊炎 玉米须 30 克， 茵
陈 20 克， 蒲公英 10 克， 加水煎
取 300 毫升， 分 2 次温服。

江西省彭泽县中医院 刘国应

������脓疱疮， 又称传染性脓痂疹， 好
发于颜面、 四肢等暴露部位， 属中医
“黄水疮”、 “脓窝疮” 范畴， 多为夏
秋季节暑湿邪毒侵袭， 气机不畅， 疏
泄障碍， 熏蒸皮肤所为， 当以清热解
毒、 祛暑利湿为治。

暑湿蕴结型 主要表现为脓疱密
集， 色黄， 周围有红晕， 糜烂面鲜
红， 伴口干、 大便干、 小便黄、 舌
红、 苔黄腻、 脉濡滑数。 治当清热祛
暑 、 利湿解毒 ， 方用清暑汤———连
翘、 天花粉、 赤芍、 金银花、 车前
草、 泽泻、 黄连、 山栀各 10 克， 甘
草、 生大黄各 5 克， 土茯苓、 滑石各
20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脾虚湿蕴型 主要表现为脓疱稀
疏， 色淡白或淡黄， 糜烂面淡红， 伴
食纳少、 大便溏薄、 舌淡苔腻、 脉濡
细。 治当健脾渗湿， 方用参苓白术散
加味———党参、 茯苓、 白术、 桔梗、
山药、 薏苡仁、 莲子、 扁豆、 猪苓、
槟榔、 麦芽各 10 克， 炙甘草、 砂仁
各 5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在辨证施治基础上， 配合下列中
药外治方， 效果更好。 （1） 黄柏、
黄芩各 30 克， 凡士林 20 克， 将二药
研细后用凡士林调匀， 外敷患处， 每
日 3 次； （2） 大黄、 黄连、 蒲公英
各 10 克， 酒精 100 毫升。 将上药研
细， 入酒精密封浸泡 3-5 日， 用时
以棉签蘸药液外涂患处， 每日 3-5
次。 可清热解毒， 利湿止痒。 （3）
金银花 30 克， 甘草 5 克， 水煎 20 分
钟后取药液外搽患处， 每日数次。

湖北省远安县中医院
主任医师 胡献国

本是同根生 功效各不同（30）

������茯苓与茯苓皮均来源于多孔
菌科植物茯苓， 其干燥菌核为茯
苓， 其外皮为茯苓皮。

茯苓
茯苓又称云苓、 茯灵， 晋朝

葛洪在他的 《神仙传 》 中就有
“老松精气化为茯苓” 的说法， 因
其功效广泛， 不分四季， 能与各
种药物配伍， 故又称为 “四时神
药”。 其性平， 味甘淡， 具有利水
渗湿、 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之功
效， 常用于治疗小便不利、 水肿
胀满 、 痰饮咳逆 、 淋浊 、 惊悸 、
健忘等症。

用于小便不利 、 水湿停滞 ，
不论寒热， 均可配伍应用。 偏于
寒湿者， 可与桂枝、 白术等配伍；
偏于湿热者， 可与猪苓、 泽泻等

配伍 ； 属脾气虚者 ， 可与党参 、
黄芪 、 白术等配伍 ； 属虚寒者 ，
还可配附子、 白术等同用。 用于
脾虚泄泻， 常与党参、 白术、 山
药等配伍； 用于心悸、 失眠等症，
常与人参、 远志、 酸枣仁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从人工
培养的茯苓菌丝体中提取茯苓多
糖， 具有明显抗肿瘤活性； 所含
的茯苓聚糖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 保肝护肝， 并有增强心脏收
缩、 加快心率和镇静的作用。

茯苓皮
茯苓皮性平味甘淡， 具有利

水、 消肿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水
肿肤胀， 为 “利水要药”。 《本草
纲目》 记载： “（茯苓皮） 主水肿
肤胀， 开水道， 开腠理。” 《医林

纂要》 亦载其： “行皮肤之水。”
《中国医学大辞典》 中称： “茯苓
皮行水而不耗气， 胜似大腹皮。”

茯苓皮入药多煎汤内服， 常
用量为 9-15 克 ， 亦可入丸 、 散
剂 。 与生姜皮 、 桑白皮 、 陈皮 、
大腹皮合用即为著名的 “五皮
饮 ”， 有行气化湿 、 利水消肿之
效， 可用于全身水肿、 胸腹胀满、
小便不利、 妊娠水肿等症的治疗。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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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家药方

出汗多伤阴上火

炎热的夏季虽已渐渐远去， 但是由
于夏季出汗较多， 阴液受损， 如果秋季
不注意滋阴， 更容易被燥邪所伤， 按涌
泉穴可有效滋阴降火。 《黄帝内经》 指
出 “肾出于涌泉， 涌泉者足心”， 就是
说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 涌出灌溉周
身四肢各处。 涌泉穴位于脚掌前部 1/3
处， 这个穴位对于滋阴降火很有意义，
可以缓解上火引起的口干、 眩晕、 焦躁
等。 方法是用拇指按揉该穴 20-30 次，
尤以晨起和睡前按摩效果较好。

冷热不均情绪化

室内外闷热难耐最易使人情绪化，
这个时候不妨按按极泉穴， 可以起到宽胸
宁神、 调和气血的作用。 极泉穴位于腋窝
顶点，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腋窝处淋巴组
织非常丰富， 经常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 提高免疫力， 按摩极泉穴可以很好地

缓解燥热引起的情绪不稳。 具体方法如
下： 双臂交叉于胸前， 双手适度地按摩捏
拿对侧腋窝极泉穴， 每次约 3分钟， 然后
用右手拍打左腋下 30-50次， 再用左手拍
打右腋下 30-50次， 反复操作 5遍。

湿热困脾影响消化

中医认为一年不止四季， 而是 “五
季”， 分别是春 、 夏 、 长夏 、 秋 、 冬 ，
而长夏正是夏末秋初， 此时的气候特征
是湿热较盛， 一旦湿热困脾， 就会影响
脾胃运化功能， 出现脘腹胀满、 头身困
重、 纳呆、 胸闷、 大便稀溏等不适， 此
时， 可按按阴陵泉。 阴陵泉位于小腿内
侧， 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处， 属足
太阴脾经， 善助脾胃运化， 专利水液输
布， 利水除湿， 调理三焦。 具体方法：
用拇指顺时针按揉 2 分钟， 再逆时针按
揉 2 分钟。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戴奇斌

������方一 硼砂、 芒硝、 明
矾各 6 克， 冰片 3 克。 先
以温水洗净头部， 再将上
药溶于 1500 毫升的温热水
中洗搓头皮， 洗后自然风
干， 每周 2 次。

方二 桑白皮 30 克 ，
五倍子 15 克 ， 青葙子 60
克， 加水 2000 毫升， 煎煮
15 分钟， 待温后洗头， 每
次 20 分钟， 每周 2 次。 此
方具有祛脂、 乌发、 护发
之功效， 适用于脂溢性脱
发及脂溢性皮炎。

������生地、 玄参各 30 克，
女贞子 20 克， 用沸水冲泡
后代茶饮， 每日 1 剂。 此
方具有滋阴凉血之功效 ，
对阴虚血热所致之手掌脱
皮疗效颇佳。

������冰片 2 克， 蜗牛一把。
先把蜗牛洗净， 捣碎， 放
入一干净碗内， 再加入冰
片， 搅匀。 片刻后会有清
水渗出， 用消毒的棉球蘸
渗出的水涂于痔核上， 有
止血 、 止痛 、 消肿之效 ，
轻者 1 次可愈， 重者 3 天
可愈。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郭旭光 献方

初秋防燥 莫忘“三泉”

茯苓与茯苓皮

阴
陵
泉

极泉

涌泉
�������初秋季节的气候给人们带来了一丝凉意， 同时也让人们感受到了燥意，
如何做好防燥工作， 中医专家提醒， 这时不妨常按我们身上的“三泉”
———涌泉、 极泉和阴陵泉。

出汗多伤阴上火

炎热的夏季虽已渐渐远去， 但是由
于夏季出汗较多， 阴液受损， 如果秋季
不注意滋阴， 更容易被燥邪所伤， 按涌
泉穴可有效滋阴降火。 《黄帝内经》 指
出 “肾出于涌泉， 涌泉者足心”， 就是
说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 涌出灌溉周
身四肢各处。 涌泉穴位于脚掌前部 1/3
处， 这个穴位对于滋阴降火很有意义，
可以缓解上火引起的口干、 眩晕、 焦躁
等。 方法是用拇指按揉该穴 20-30 次，
尤以晨起和睡前按摩效果较好。

冷热不均情绪化

室内外闷热难耐最易使人情绪化，
这个时候不妨按按极泉穴， 可以起到宽胸
宁神、 调和气血的作用。 极泉穴位于腋窝
顶点，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腋窝处淋巴组
织非常丰富， 经常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 提高免疫力， 按摩极泉穴可以很好地

缓解燥热引起的情绪不稳。 具体方法如
下： 双臂交叉于胸前， 双手适度地按摩捏
拿对侧腋窝极泉穴， 每次约 3分钟， 然后
用右手拍打左腋下 30-50次， 再用左手拍
打右腋下 30-50次， 反复操作 5遍。

湿热困脾影响消化

中医认为一年不止四季， 而是 “五
季”， 分别是春 、 夏 、 长夏 、 秋 、 冬 ，
而长夏正是夏末秋初， 此时的气候特征
是湿热较盛， 一旦湿热困脾， 就会影响
脾胃运化功能， 出现脘腹胀满、 头身困
重、 纳呆、 胸闷、 大便稀溏等不适， 此
时， 可按按阴陵泉。 阴陵泉位于小腿内
侧， 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处， 属足
太阴脾经， 善助脾胃运化， 专利水液输
布， 利水除湿， 调理三焦。 具体方法：
用拇指顺时针按揉 2 分钟， 再逆时针按
揉 2 分钟。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戴奇斌

玉米须消水肿

茯苓

茯苓皮

������茯苓与茯苓皮均来源于多孔
菌科植物茯苓， 其干燥菌核为茯
苓， 其外皮为茯苓皮。

茯苓
茯苓又称云苓、 茯灵， 晋朝

葛洪在他的 《神仙传 》 中就有
“老松精气化为茯苓” 的说法， 因
其功效广泛， 不分四季， 能与各
种药物配伍， 故又称为 “四时神
药”。 其性平， 味甘淡， 具有利水
渗湿、 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之功
效， 常用于治疗小便不利、 水肿
胀满 、 痰饮咳逆 、 淋浊 、 惊悸 、
健忘等症。

用于小便不利 、 水湿停滞 ，
不论寒热， 均可配伍应用。 偏于
寒湿者， 可与桂枝、 白术等配伍；
偏于湿热者， 可与猪苓、 泽泻等

配伍 ； 属脾气虚者 ， 可与党参 、
黄芪 、 白术等配伍 ； 属虚寒者 ，
还可配附子、 白术等同用。 用于
脾虚泄泻， 常与党参、 白术、 山
药等配伍； 用于心悸、 失眠等症，
常与人参、 远志、 酸枣仁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从人工
培养的茯苓菌丝体中提取茯苓多
糖， 具有明显抗肿瘤活性； 所含
的茯苓聚糖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 保肝护肝， 并有增强心脏收
缩、 加快心率和镇静的作用。

茯苓皮
茯苓皮性平味甘淡， 具有利

水、 消肿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水
肿肤胀， 为 “利水要药”。 《本草
纲目》 记载： “（茯苓皮） 主水肿
肤胀， 开水道， 开腠理。” 《医林

纂要》 亦载其： “行皮肤之水。”
《中国医学大辞典》 中称： “茯苓
皮行水而不耗气， 胜似大腹皮。”

茯苓皮入药多煎汤内服， 常
用量为 9-15 克 ， 亦可入丸 、 散
剂 。 与生姜皮 、 桑白皮 、 陈皮 、
大腹皮合用即为著名的 “五皮
饮 ”， 有行气化湿 、 利水消肿之
效， 可用于全身水肿、 胸腹胀满、
小便不利、 妊娠水肿等症的治疗。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冰

������茯苓与茯苓皮均来源于多孔
菌科植物茯苓， 其干燥菌核为茯
苓， 其外皮为茯苓皮。

茯苓
茯苓又称云苓、 茯灵， 晋朝

葛洪在他的 《神仙传 》 中就有
“老松精气化为茯苓” 的说法， 因
其功效广泛， 不分四季， 能与各
种药物配伍， 故又称为 “四时神
药”。 其性平， 味甘淡， 具有利水
渗湿、 益脾和胃、 宁心安神之功
效， 常用于治疗小便不利、 水肿
胀满 、 痰饮咳逆 、 淋浊 、 惊悸 、
健忘等症。

用于小便不利 、 水湿停滞 ，
不论寒热， 均可配伍应用。 偏于
寒湿者， 可与桂枝、 白术等配伍；
偏于湿热者， 可与猪苓、 泽泻等

配伍 ； 属脾气虚者 ， 可与党参 、
黄芪 、 白术等配伍 ； 属虚寒者 ，
还可配附子、 白术等同用。 用于
脾虚泄泻， 常与党参、 白术、 山
药等配伍； 用于心悸、 失眠等症，
常与人参、 远志、 酸枣仁等配伍。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从人工
培养的茯苓菌丝体中提取茯苓多
糖， 具有明显抗肿瘤活性； 所含
的茯苓聚糖能增强机体的免疫功
能， 保肝护肝， 并有增强心脏收
缩、 加快心率和镇静的作用。

茯苓皮
茯苓皮性平味甘淡， 具有利

水、 消肿的功效， 常用于治疗水
肿肤胀， 为 “利水要药”。 《本草
纲目》 记载： “（茯苓皮） 主水肿
肤胀， 开水道， 开腠理。” 《医林

纂要》 亦载其： “行皮肤之水。”
《中国医学大辞典》 中称： “茯苓
皮行水而不耗气， 胜似大腹皮。”

茯苓皮入药多煎汤内服， 常
用量为 9-15 克 ， 亦可入丸 、 散
剂 。 与生姜皮 、 桑白皮 、 陈皮 、
大腹皮合用即为著名的 “五皮
饮 ”， 有行气化湿 、 利水消肿之
效， 可用于全身水肿、 胸腹胀满、
小便不利、 妊娠水肿等症的治疗。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冰

内服外敷
治脓疱疮

出汗多伤阴上火

炎热的夏季虽已渐渐远去， 但是由
于夏季出汗较多， 阴液受损， 如果秋季
不注意滋阴， 更容易被燥邪所伤， 按涌
泉穴可有效滋阴降火。 《黄帝内经》 指
出 “肾出于涌泉， 涌泉者足心”， 就是
说肾经之气犹如源泉之水， 涌出灌溉周
身四肢各处。 涌泉穴位于脚掌前部 1/3
处， 这个穴位对于滋阴降火很有意义，
可以缓解上火引起的口干、 眩晕、 焦躁
等。 方法是用拇指按揉该穴 20-30 次，
尤以晨起和睡前按摩效果较好。

冷热不均情绪化

室内外闷热难耐最易使人情绪化，
这个时候不妨按按极泉穴， 可以起到宽胸
宁神、 调和气血的作用。 极泉穴位于腋窝
顶点， 从现代医学角度讲， 腋窝处淋巴组
织非常丰富， 经常按摩可以促进血液循
环、 提高免疫力， 按摩极泉穴可以很好地

缓解燥热引起的情绪不稳。 具体方法如
下： 双臂交叉于胸前， 双手适度地按摩捏
拿对侧腋窝极泉穴， 每次约 3分钟， 然后
用右手拍打左腋下 30-50次， 再用左手拍
打右腋下 30-50次， 反复操作 5遍。

湿热困脾影响消化

中医认为一年不止四季， 而是 “五
季”， 分别是春 、 夏 、 长夏 、 秋 、 冬 ，
而长夏正是夏末秋初， 此时的气候特征
是湿热较盛， 一旦湿热困脾， 就会影响
脾胃运化功能， 出现脘腹胀满、 头身困
重、 纳呆、 胸闷、 大便稀溏等不适， 此
时， 可按按阴陵泉。 阴陵泉位于小腿内
侧， 胫骨内侧髁后下方的凹陷处， 属足
太阴脾经， 善助脾胃运化， 专利水液输
布， 利水除湿， 调理三焦。 具体方法：
用拇指顺时针按揉 2 分钟， 再逆时针按
揉 2 分钟。

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副主任中医师 戴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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