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天， 丽丽睡了个懒觉， 起床

后肚子饿， 见家里无人， 便四处找吃

的， 发现家里有生白果， 就抓了一把

放在微波炉里转了两分钟， 觉得好吃，

一口气吃了 30 多颗。 到了傍晚， 丽丽

突然出现肚子疼， 伴恶心呕吐、 抽搐。

经医院诊断为白果中毒。

专家点评 白果是银杏的俗称， 其

性味甘、 苦、 涩、 平， 具有润肺定喘、

涩精止带的功用， 是进补的佳品， 但

因其有小毒， 食用时应慎重。

古代医药书籍中曾记载： “稍食

则可， 再食令人气壅， 多食令人颅胀昏闷， 昔

有服此过多而胀闷欲死者。” 又说： “小儿多

食， 昏霍发惊。 昔有饥者， 以白果代饭食饱，

次日皆死。” 据现代医学研究， 白果中有一种

类似鹰碱的物质， 将它的溶液注入实验动物

内， 动物可出现抽搐， 最后可因延髓麻痹而死

亡。 目前医药界认为， 儿童生吃 7-15 枚， 即

可引起中毒， 炒熟后毒性降低， 但一次食入量

也不能过多。 5 岁以下的幼儿应禁吃白果。 一

般最好不要长期服用。

山东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 王海亭

秋冬季节， 气候干燥，不

少人为嘴唇干裂所困扰。这里

推荐一款内服外涂方。

内服方 生地、元参、金银

花、连翘各 20 克，麦冬、天冬、

花粉、沙参、桔梗、白竹各 15

克，射干 10 克，百合 30 克，甘

草 6 克。 水煎服，每日 1 剂。

外涂方 五倍子 20 克炒

黄研细末，用香油调糊涂抹患

处，每日 1-2次。轻者 1-2次，

重者 3-4次可愈。

山东莱州市慢性病防治院

主治医师 郭旭光献方

■友情提示

本版文章所列方药请

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岐黄传奇

■千家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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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个鸡蛋打在碗里，

把一块大枣大小的鲜姜， 用

刀切碎， 放在鸡蛋中， 取一

小碗凉水， 一点一点倒入，

边倒边搅， 搅匀后放在蒸锅

里蒸几分钟， 成鸡蛋羹即可

食用。 可治咳喘。 每晚吃 1

次， 1个星期见效。

河北主治医师马宝山献方

玉米须性甘平， 有利水

消肿、 泄热降压、 平肝利胆、

解毒止血等功用。 下面介绍

数方：

1、 治营养不良性水肿

可用玉米须 60 克煎水代茶

饮。

2、 治肾炎水肿 可用玉

米须 60 克， 加白茅根 30 克，

冬瓜皮、 赤小豆各 50 克水煎

饮用。

3、 治小便短赤疼痛 可

用玉米须 60 克， 车前草、 石

苇各 15克水煎服。

4、 治肝硬化腹水 可用

玉米须 100克， 加半边莲、 马

鞭草和丹参各 20克水煎服。

5、 治慢性肾炎或肾病综

合征 可用玉米须 60 克， 玉

米、 白茅根各 20 克， 西瓜皮

30克， 水煎服。

吉林执业中医师杨相国献方

据 《沈括笔谈》 记载， 有一个

名叫刘易的处士， 隐居在王屋山多

年， 饱览了大自然的风光， 又目睹

过自然界里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的

许多无情的事物。

有一天，刘易在野外闲坐，观赏

蜘蛛刚刚织好的一面新网。 那只大蜘

蛛正稳居网的中央休息。突然，一只大

黄蜂从天而降，直向蛛网中央扑下来。

巧得很，不偏不斜，它恰好撞在蜘蛛的

脊背上。蜘蛛先是不知所措，等它回过

神来， 便与这位“不速之客” 抓打起

来。大黄蜂倚仗它的冲撞优势，紧紧抓

住蜘蛛的脊背， 狠狠地将毒针插进蜘

蛛的肚子。 蜘蛛中毒了，坠落在地。 它

整个肚子胀起来，肢体无力，艰难地爬

行在草丛中。 而大黄蜂却振翅高飞不

知去向了。

蜘蛛垂头丧气， 漫无目的地向

前爬行着。 猛地， 一棵芋头的梗子

碰在它的头上。 它气急败坏， 狠狠

地咬向芋头梗， 芋梗被咬破， 鲜液

流到了伤口上， 蜘蛛一丝不动地趴

在那里， 似乎感到很舒服。 它的大

肚子开始消肿了， 伤口也在愈合。

刘易好奇而又仔细地观看了这

件事的全过程， 由此他想： 芋汁或

许有解除蜂毒的功能。 后来， 他用

这个方法给被蜂蜇伤的人治疗。 结

果却有效验。

这则故事被 《本草纲目》 所引

用。 李时珍在书中写道： “芋， 治

蛇虫咬， 并痈肿毒痛； 梗， 擦蜂蜇

尤良； 汁， 除蜘蛛伤。”

心力衰竭是中老年临床常见多发

病， 强心甙类药物为常用药， 但有不少

副作用， 临床观察发现， 采用中草药治

疗老年性慢性心力衰竭有明显疗效， 现

介绍如下：

人参 有大补元气、 补益脾肺、 生

津止渴、 安神定志之功。 药理研究表

明， 人参能增强心肌收缩力， 其作用特

点与强心甙相同。

黄芪 有补气升阳、 固表止汗、 利

水消肿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黄芪有增

强正常心脏收缩的作用， 对因中毒或疲

劳而衰竭的心脏作用更为明显； 能扩张

血管而有显著的降压和利尿作用。

何首乌 有滋养肝血、 补益肾精、

解毒通便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对

疲劳的心脏强心作用显著。 本品有泻下

作用， 对心衰伴便秘者尤为适宜。

灵芝 有养心安神、 补益气血、 止

咳平喘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能增

强中枢神经系统功能， 强心， 改善冠脉

血液循环， 增强心肌营养性血流量， 降

低心肌耗氧量及耗糖量， 增强心肌及机

体对缺氧的耐受力。

三七 有化淤止血、 活血定痛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能明显增加冠状动

脉血流量， 减少心肌耗氧， 减慢心率，

并能兴奋心肌而有强心作用。

丹参 有活血化淤、 养血安神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能扩张冠状动脉和

周围血管， 增加冠脉血流量； 减慢心

率， 改善心肌收缩力和微循环， 降低血

压。

生熟地 有滋阴补血之功。 药理研

究表明， 中等量的地黄流浸膏对蛙心有

显著强心作用， 对衰弱的心脏更为显

著， 并有利尿作用及轻微降血糖作用。

玉竹 有润肺滋阴、 生津养胃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有强心、 降压、 降

糖作用， 与党参合用， 能改善心肌缺

血。 临床观察发现， 以本品为主， 治疗

风湿性心脏病、 冠心病、 肺心病引起的

Ⅱ-Ⅲ度心力衰竭， 服药后在 5-10 天内

症状控制， 病情改善。

补固脂 有补肾助阳、 温脾止泻之

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可扩张冠状动

脉， 兴奋心脏， 增强心功能。

白术 有补气健脾、 燥湿利水、 固

表止汗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本品有明

显而持久的利尿作用， 从而使小便增

多， 心脏负担减轻。

青皮类 青皮类包括中药青皮、 陈

皮、 枳壳、 枳实等。 药理研究表明， 本

品有明显而持久的升压作用， 能改善微

循环， 利尿。

附片 有温肾助阳、 回阳救逆、 祛

寒止痛之功。 药理研究表明， 附子能兴

奋迷走神经中枢， 有强心作用。

五味子 有益气生津、 止咳平喘、

涩精止泄之功。 五味子能调节心血管系

统而改善血液循环； 对蛙心有强心作

用， 使心脏收缩有力， 舒张完全而显

著； 对呼吸有兴奋作用。

此外， 麻红花、 沙参、 益母草、 泽

兰、 仙鹤草、 白芷、 川芎、 泽泻、 茯

苓、 藿香、 党参、 西洋参、 郁金、 太子

参等也有强心利尿作用， 可根据病情辨

证选用。

湖北远安县中医院主任医师 胡献国

老年慢性心衰 多种中药可治

芋头梗疗蜂蜇

湖南 刘光泉

玉米须药用五方

鲜姜鸡蛋羹

治咳喘

治嘴唇干裂方

治疗冠心病的中成药有很多种， 但是

大致可分为活血化瘀药和芳香温通药两种

常用类型。活血化瘀药如当归、赤芍、川芎、

红花等，从现代药理角度来看，活血化瘀药

具有降低血粘度、抑制血小板聚集、防止血

栓形成甚至溶栓的作用，主要针对“血液”

起作用。

芳香温通药的代表药是麝香保心丸，

含有麝香、苏合香、肉桂、人参、蟾酥等，具

有保护血管内皮、阻遏动脉粥样硬化进展、

稳定血管斑块等作用，近年研究发现，麝香

保心丸能够促进缺血心性血管新生， 通俗

称为“药物搭桥”。

冠心病药物治疗的最终目的是消除冠

心病的病因， 冠心病的病因主要是动脉粥

样硬化。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与脂质代谢

障碍有密切关系的疾病， 常发生在大型动

脉，如主动脉、冠状动脉、脑动脉等重要部

位的血管。 动脉粥样硬化主要表现为血管

内膜产生斑块； 斑块发生炎症导致斑块破

裂、脱落；血管内膜纤维组织增生；血管壁

变脆、变硬，管腔变窄等等。因此，治疗冠心

病的主要目的就是软化、扩张冠状动脉，消

除斑块炎症，稳定斑块。

麝香保心丸由七味名贵中药材组成，

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结合现代药理研究研

发的治疗冠心病的中成药， 大量的药理学

研究已经逐步明确了其扩张冠状动脉、保

护血管内皮、抗炎、调节血脂、稳定斑块、促

进血管新生等作用，临床得以广泛应用。

芳香温通类中成药和活血化瘀类中成

药是治疗冠心病的两类主要中成药。 活血

化瘀和芳香温通

药特点各异，冠心

病患者到底该选择何种药物呢？ 如果主要

病因在“脉”，即动脉粥样硬化，芳香温通类

中成药具有很好疗效； 如果主要病因在

“血”，即血液流变学异常，可以选择活血化

瘀类中成药。

但活血化瘀类中成药不宜与阿斯匹林

联合用药， 因为过度活血化瘀容易诱发出

血性疾病。 或长时间服用阿司匹林的心脑

血管病的患者应慎用活血化瘀类药物。

近年来， 一些中成药如麝香保心丸物

质基础的阐明， 为中成药治疗冠心病提供

了科学的依据。我们有理由相信，中成药在

治疗冠心病等慢性病方面将会发挥愈来愈

重要的作用。

冠心病患者如何选择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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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外治阴囊湿疹

冰硼散 局部清洗后， 取冰硼散适量外涂

于患处， 每日 3-5次， 连续 3-5天。

双料喉风散 局部常规清洗后， 取双料喉

风散适量外喷于患处， 每日 3-5 次， 连续 3-5

天。

南通蛇药片 局部清洗后， 取南通蛇药片

5-10 粒研为细末， 用米醋调为稀糊状外敷于

患处， 每日换药 1次， 连续 5天。

藿香正气水 取藿香正气水适量， 用消毒

棉签蘸药液外搽患处， 每日 3-5 次， 连续 3-5

天。

青蛤散 先将患处消毒后， 将青蛤散涂抹

于患处， 每日 3-5次； 若皮损表现糜烂， 黄水

渗出者， 可将青蛤散与麻油适量调匀成糊状涂

抹于患处， 每日换药 1 次， 连续 5-7 天。

江西彭泽中医院主治医师 刘国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