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楂是食药两用的佳品， 它维生
素含量很高， 与红枣和猕猴桃齐名，
胡萝卜素和钙的含量也较高。 经常食
用能增强食欲， 还能扩张血管、 增加
冠脉血流量，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故
山楂又有 “长寿果” 的美誉， 但山楂
经炮制后功效各不相同。

生山楂 性微温， 味酸甘， 有消
食导滞、 活血化瘀的功效， 对多食积
滞、 胃脘胀满、 泻痢腹痛、 瘀血经闭、
产后瘀阻、 胸痹心痛、 疝气疼痛、 高
脂血等症均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与丹
参配伍， 可用于治疗因气滞血瘀所致
的胸痹心痛、 心悸、 头痛眩晕、 脘腹
刺痛等症； 与桂皮同煎， 加适量红糖
服用， 可辅助治疗胃脘腹痛； 与炒麦
芽同煎入红糖适量温服， 治小儿食积。

炒山楂 即将生山楂炒至颜色加
深， 经炒制后的山楂活血化瘀作用减
弱， 其主要作用是消食导滞， 特别对
消肉食积滞方面作用明显。

焦山楂 即将山楂炒至外表焦褐
色， 内部焦黄色即成。 焦山楂亦有消
食导滞的作用， 与焦神曲、 焦麦芽同
用， 称为 “焦三仙”， 健脾和胃、 消
食化积之功倍增。 不论是吃面食积
滞， 还是肉食积滞， 用焦三仙煎汤内
服均可获得满意的疗效。 焦山楂还善
于治疗伴有积食的泻痢， 治疗孩子食
积伴泻痢时， 多选用焦山楂。

山楂炭 即将山楂炒至表面焦黑
色， 内部焦褐色即成。 山楂炭有止
血、 凉血之功， 可治疗妇女产后瘀
血、 恶露不尽有积滞者。

天津副主任中药师 韩德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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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本草（19）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之

������当归益气补血， 用小火慢慢
熬着， 整个屋子里都会弥漫着香
气。 当归的香， 微苦， 但熨帖，
难怪 《红楼梦 》 中宝玉曾说 ，
“药香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
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 就只
少药香， 如今恰好全了。”

当归有 “应当归来 ” 的意
思， 正如唐诗所云： “胡麻好种
无人种， 正是归时又不归。” 民
间还有一则谜语 ： “五月底 ，
六月初 ， 佳人买纸糊窗户 ， 丈
夫出门三年整 ， 寄来书信一字
无 。” 这首小曲儿一般的谜语 ，
谜底便是四种中药 ： 半夏 、 防
风、 当归、 白芷。 其中 “丈夫出
门三年整 ” 一句 ， 打的就是当
归， 意为丈夫出门已三年， 应当
赶快归来。

当归为伞形科植物当归的
根 ， 气味芳香浓厚 ， 味甜 、 微
苦， 略有麻舌感， 有补血活血、
调经止痛、 润肠通便等功效。 全
当归补血活血， 当归身补血， 当
归尾活血 。 《本草纲目 》 曾记
载： “当归调血， 为女人要药，
有思夫之意 ， 故有当归之名 。”
此外， 当归还有另一种意义， 即
宋代陈承 《本草别说》 云： “使
气血各有所归。 恐当归之名， 必
因此出也。” 两种说法均通， 后
者尤为贴切。

因 “当归” 这个名字有思乡
思家之意， 因此诗词中也是用得
颇多。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写了

一首 《满庭芳 》： “云母屏开 ，
珍珠帘闭， 防风吹散沉香。 离情
抑郁， 金缕织流黄 ， 柏影桂枝
交映 ， 从容起 ， 弄水银塘 。 连
翘 首 ， 惊 过 半 夏 ， 凉 透 薄 荷
裳 。 一钩藤上月 ， 寻常山夜 ，
梦宿沙场 。 早已轻粉黛 ， 独活
空房 。 欲续断弦未得， 乌头白，
最苦参商。 当归也！ 茱萸熟， 地
老菊花荒。”

词中巧借二十四味中药名，
细致生动地刻画出了一位思念丈
夫的贵族妇女形象， 她身在精致
华贵的闺房之中， 而心中尽是缠
绵悱恻的相思之意。 词中用了云
母、 珍珠、 防风、 沉香、 郁金、
当归、 茱萸等 25 味中药的药名。

明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的
曾孙顾贞观所作的 《续断令 》
为一首藏头词： “断红兼雨梦，
当归身世 ， 等闲蕉鹿 。 角枕凉
生冰簟滑 ， 石鼎声中幽独 。 活
火泉甘松涛嫩 ， 乳香候 ， 龙团
熟。 地偏丛桂枝阴， 又吐丛菊。
花时约过柴桑 。 白衣寒蚤 ， 休
负深杯绿 。 青镜流光 ， 看逝水
银汉 ， 漂残落木 。 瓜蔓连钱 ，
草虫吟细 ， 辛苦惊髀肉 。 从容
乌兔， 丝丝短发难续。” 这首词
又可称为药名词 ， 他将当归 、
鹿角 、 滑石 、 独活 、 甘松 、 乳
香、 熟地、 桂枝、 菊花等 15 味
药名嵌入词中 ， 读来只觉心思
机巧， 恰到好处。

湖南中医药大学 张觅

本草诗·当归 赵瑾叔
治血当归一物精， 去瘀还可令新生。
淋漓弗住头堪主， 积滞难消尾为行。
中取有功能补养， 全收无处不和平。
去芦酒浸处修治， 泄泻相投势欲倾。

胡麻好种无人种
正是归时又不归

������大椎穴是督脉的主要穴位， 又
名百劳、 上杼、 大槌， 位于第七颈
椎棘突下 ， 是常用的养生保健要
穴。 平时只要运用一些简便易行的
方法作用于大椎穴， 就能治疗多种
疾病。

感冒、 咳嗽 大椎穴是治疗肺
系疾病的特效穴， 尤其适用于各型
感冒。 普通感冒可在大椎穴拔罐治
疗 ， 留罐 15~20 分钟 ； 发热明显
者， 可先用三棱针在大椎穴点刺放
血 2~3 滴后再行拔罐； 体虚者可单
用艾灸大椎穴灸 20~30 分钟。

颈椎病、 落枕 将四指并拢放
于颈后， 用力反复按摩大椎穴 20～

30 次， 至局部发热为佳， 两侧交替
进行， 每日 2~3 次， 在按揉后头颈
部可适当活动或用热毛巾敷在大椎
穴， 以提升体内的氧气， 疏通颈椎
经脉， 使得气血畅通； 落枕或肩颈
不适时， 可在大椎处涂些红花油，
然后拔罐并留罐 10 分钟。

高热、 痤疮 大椎穴具有显著
的泻热功效， 高热或因内热引起的
痤疮都可以通过大椎穴放血的方法
来进行治疗。 方法： 用食指和拇指
将大椎穴处的皮肤提起， 用消毒后
的三棱针迅速在提起的皮肤上刺几
针， 并用手指挤出 4~5 滴血， 即可
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椎 - 基底动脉供血不足 用梅
花针在大椎穴轻叩 2 分钟， 以局部
皮肤潮红或稍有渗血为宜， 次日以
艾条温灸大椎穴数分钟 ， 如此交
替， 14 天为 1 个疗程， 能振奋督脉
之气， 使阳气上达清窍以养神， 布
达四肢以养筋， 增加脑血流量， 改
善血管壁弹性。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主任技师 谢小兵

������取吴茱萸、 胆星、 大
黄按 4∶1∶2 的比例研碎
后混合， 每晚睡前用醋调
成糊状 ， 贴于患儿足心 ，
外用纱布、 胶带固定， 12
小时换药一次。

������生半夏 15 克， 斑蝥 5
克， 用 200 毫升白酒浸泡
1 周后备用。 用时先洗净
患处， 再用棉签沾药水涂
患处， 每日 2~3 次， 注意
不要涂到健康的皮肤上。

������轻 粉 、 海 螵 蛸 各 等
份 ， 研末后混合 。 用时
先洗净汗斑处 ， 再用上
述药粉涂擦 ， 坚持用药
有一定疗效。

主治医师 胡佑志献方

������痛经是女性常见病， 临床
上除了热敷止痛， 还可以试试
中药外治。

塞耳法 大蒜捣烂取汁， 用
消毒干棉球蘸蒜汁后塞入耳中，
疗效明显， 一次即可见效， 适
用于痛甚者。

热敷法 取麦麸 250~500
克， 加食醋 50 毫升， 炒热后用
纱布包裹外敷腹痛处， 对于腹
部冷痛、 痛连腰骶、 经血暗红
者疗效佳。

泡脚法 取蒲黄、 五灵脂、
香附、 延胡索、 当归各 20 克，
赤芍 15 克 ， 没药 、 桃仁各 10
克， 加水 250 毫升， 煮沸 15 分
钟。 先趁热熏双脚， 待温度适
宜时浸泡双脚， 每次 20 分钟，
每天早晚各 1 次。 经前 3 天左
右开始用药， 连用 3~5 剂， 连
续用 3 个月经周期。

敷脐法 艾叶 10 份， 公丁
香、 乳香、 没药、 五灵脂、 青
盐各 1 份， 研细末后装入布袋，
敷于脐部， 外用胶布固定， 每
袋药可用一个月经周期， 连用
3 个月经周期， 治少女痛经。

取嚏法 药用皂荚 3 份， 冰
片 1 份， 共研细末， 痛经者嗅
之有效。

马宝山

痛经外治五法

用好大椎穴
治病也简单

大
椎
穴

山楂经炮制
功效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