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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内经》 有云 “春夏
养阳， 秋冬养阴”， 因此， 夏
季要重养阳， 不要过分损伤阳
气。 然而， 很多人为了避暑，
不仅久居空调房 ， 还会喝冷
饮， 这个时候就会引起外湿入
侵， 以致损伤阳气。 其中， 有
三种体质的人群最容易出现阴
阳失衡， 需及时调理。

气虚体质 夏天是气虚体
质最受煎熬的时候。 因为高温
湿热的天气常多见， 气虚体质
的人， 肺、 脾、 肾这三个脏腑
功能不足的话， 就会出现湿热
不能完全通过汗液排出， 这样
呼吸就不舒畅 ， 脾胃运化艰
难。

调理： 夏天不要过于贪
凉， 也不要总是呆在空调房，
因为这样做对气虚体质的人会
非常不利。 夏天空调的凉气属
于不正之气， 气虚者要避风邪。

湿热体质 湿热体质的人
多是又湿又热， 身体内部环境

不清洁 ， 肝胆和脾胃功能不
佳， 从而导致排泄不畅。

调理： 湿热体质的人在夏
季要注意劳逸结合， 不要过于
劳累。 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中
午最好休息 10~20分钟。 可适
当增加些运动量， 让多余的水
分从身体里排出。 饮食上应吃
点“苦”， 如苦瓜， 不宜吃肥
腻的食物。

阳虚体质 人体运行不息
的津液、 血脉遇寒则凝， 遇温
则行。 所以， 阳气不足容易使
人精神不振、 消沉， 而且容易
筋骨关节疼痛。 火力不足、 畏
寒怕冷的人 ， 多数是阳虚体
质。

调理： 对于阳虚者来说，
晚睡要有一个度， 最好在晚上
十一点前就上床睡觉， 以养阳
气。 阳气盛， 易于新陈代谢，
可使我们的身体气机畅通， 宣
泄自如。

广西医科大学博士 吕若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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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 中国文人豪士多好饮美
酒， 酒后作诗留下佳作者不胜枚举， 因
酒误事伤身者亦不在少数。 而我国宋朝
大文学家苏东坡常豪饮美酒作诗作词却
很少沉醉。 据 《苏东坡集》 记载， 苏东
坡掌握一味极好的解酒药———枳椇子。
民间素有“园中生枳椇， 家中无醉人”
和“千杯不醉枳椇子” 的说法。

枳椇子， 为鼠李科植物枳椇带有肉
质果柄的果实或种子。 10～11 月果实成
熟时采收， 将果实连果柄一并摘下， 晒
干。 或碾碎果壳， 筛出种子， 晒干。 其
果实形似鸡爪， 又称拐枣， 味甜如蜜，
可作水果食。 枳椇子善治“醉酒， 烦
热， 口渴， 二便不利”。 尤其因解酒效
果好而深受关注。 那么枳椇子是如何解
酒的呢？ 该品甘、 酸， 善入肝、 脾， 能
够上清胸膈之热， 入于肝胆之中， 把停
留的酒热毒浊通过三焦水道、 膀胱导引
而下， 既利水消肿， 又利水解毒， 使酒
中毒浊通过稀释排出体外而达到解酒之
功。 此外， 用枳椇子治疗酒精性肝病特
别是肝硬化腹水， 疗效亦佳。

现代研究表明， 枳椇子的解酒作用
机理主要体现在加快乙醇代谢、 增加乙
醇脱氢酶活性、 缩短醒酒时间以及抑制
乙醇诱导的肌松作用。

枳椇子虽能解酒毒， 但真正要减少
饮酒引起的伤害要靠自身的自控力， 做
到适度饮酒，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湘西自治州民族中医院药剂科
主管中药师 吴一振

治咽喉干痒方
天花粉 12 克 ， 沙参 、 玉竹 、

麦冬各 10 克 ， 白扁豆 、 地骨皮 、
浙贝母、 桑叶各 8 克， 甘草、 杏仁
各 6 克 。 加水 1000 毫升 ， 煎煮 ，
取药液 400 毫升， 分 2 次早晚服，
每日 1 剂， 连服 3~5 剂。

治湿热腹泻方
白芍 15 克， 黄芩、 当归各 12

克， 槟榔、 木香、 甘草、 大黄各 6
克， 黄连、 延胡索各 4 克， 肉桂 3
克。 水煎， 滤取药液， 分 3 次饭后
温服 ， 每日 1 剂 ， 连续服用 3~5
剂。 可清热燥湿， 调气和血。
四川省彭州市通济镇姚家村卫生所

主治医师 胡佑志 献方

������急性胃肠炎， 属中医呕吐、
腹痛 、 泄泻 、 霍乱 、 绞肠痧 、
脱证等病证范畴， 主要是由于
脾胃功能障碍和胃肠功能失调，
中医辨证分为以下三型。

胃 肠 湿 热 型

主症： 起病急骤， 恶心频
繁， 呕吐吞酸， 腹痛阵作， 泻
下急迫， 便行不爽， 便色黄褐
而臭， 口渴欲饮， 心烦， 尿短
赤少， 苔黄腻， 脉濡数或滑数。

治则： 清热化湿， 理气和胃。
方药： 葛根芩连汤加减 。

葛根 20 克 ， 黄芩 、 黄连各 15
克， 生甘草、 茯苓、 荷花各 10
克 ， 金银花 、 车前子 （包煎 ）
各 12 克 ， 白扁豆 9 克 。 水煎
服， 每日 1 剂。

加减： 腹痛甚者， 加白芍、
木香理气缓中； 呕吐甚者， 先
吞服玉枢丹以辟浊止呕； 夹食
滞者， 加神曲、 麦芽、 山楂等
消滞品。

寒 湿 阻 滞 型

主症： 呕吐清水， 恶心，
腹泻如水， 腹痛肠鸣并伴有胃
寒发热， 颈项或全身关节酸痛，
苔薄白或白腻， 脉濡。

治则： 疏邪化浊， 散寒除湿。
方药： 藿香正气散加减 ：

大腹皮、 白芷、 紫苏、 半夏曲
各 9 克 ， 白术 、 陈皮 、 厚朴 、
桔梗各 10 克， 藿香 15 克， 炙
甘草 6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加减： 恶寒发热者加荆芥、
防风； 头身疼痛者加羌活、 独
活 ； 如有宿滞伴胸闷腹胀者 ，
去白术， 加神曲、 鸡内金消食
导滞。 如大便呈粘液脓血者可
用 ： 葛根 9 克 ， 黄芩 、 黄柏 、
苦参各 6 克 ， 杭勺 15~20 克 ，

川朴、 半夏各 6 克。 水煎服。

食 滞 胃 肠 型

主症： 恶心厌食， 得食欲
甚， 吐后发快， 腹痛， 泻下秽
臭， 急迫不爽， 泻后痛减， 苔
厚腻， 脉滑实。

治则： 消食化滞， 和胃降逆。
方药： 保和丸加减： 焦山

楂 15 克， 神曲、 茯苓各 10 克，
陈皮、 连翘、 炒莱菔子各 6 克。
水煎服， 每日 1 剂。

加减： 食滞甚而化热， 大
便泻而不爽者 ， 可因势利导 ，
用枳实导滞丸之类； 若胃中积
热呕吐者， 可加竹茹、 代赭石
之类。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夏天， 若不注意降温、 保
持体内水分， 很容易使人体耗
气伤津， 出现发热、 口渴、 自
汗、 疲乏犯困、 不思饮食、 胸
满身重、 大便溏薄等中暑兼有
气虚的表现。

针对这种病症， 中药有个
名方———清暑益气汤。 该方由
黄芪、 麦冬、 白术、 葛根、 升
麻、 黄柏等中药组成， 具有益
气生津、 清祛湿的作用。 时下
的中成药清暑益气丸多采用这
个方子。

清暑益气丸不单用于中
暑， 还能治疗口腔溃疡。 中医
认为口腔溃疡多是由湿热蕴
郁、 循经上逆或火热上炎， 发
于口唇所致。 热必伤阴， 清暑
益气丸一方面能养阴生津， 另
一方面能益气托疮， 促进口腔
溃疡愈合。

江苏省连云港市中医院
李春银

解酒良药枳 子
急性胃肠炎 中医三型辨治

耗气伤津
吃清暑益气丸

贪凉饮冷易伤阳
三种体质尤需调理

�������夏季， 是急性胃肠炎的高
发季节， 不洁饮食或暴饮暴食
是其发病的主要因素， 常见症
状有恶心、 呕吐、 腹痛、 拉肚
子、 发热等。

�������编者按： 目前正值盛夏， 气温高， 空气湿度大， 易引发神疲乏力、
口渴、 多汗不适及胃肠道等季节性疾病， 为帮助大家更好地度夏， 防范
多发病， 特组织刊发一组相关稿件， 敬请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