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么是身柱灸呢？ 《养生一
言草》 中记载： “小儿每月灸身
柱、 天枢， 可保无病。” 所以， 身
柱灸也就是 “灸身柱”。 现代研究
也认为， 艾灸身柱穴有调节内分
泌的功能， 能促进机体重要器官
和组织的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
谢， 从而增强机体免疫力， 达到
强身健体的目的。

在人体的背部第 3 胸椎棘突
下， 有一个穴位叫身柱， 接近肺
脏， 通于脑髓， 有全身支柱之意，
古人发现在小儿出生后不久灸这
个穴位， 可以预防消化系统、 呼
吸系统等多种疾病， 故 《日用灸
法 》 中说 ： “灸治癫狂 、 痨瘵 、
小儿惊痫， 疳气。 习俗称为身柱
灸， 小儿必灸者也。 出生 75 日后
灸之， 如若疳疮， 或患惊悸， 虽
75 日以内亦可灸之。”

身柱灸的具体方法、 时间因
孩子大小而定。 一般而言， 出生
75 天的小儿即可开始行身柱灸 ，
每次 5-10 分钟， 3 岁后小儿每次
灸 10-15 分钟， 隔日 1 次， 连续
治疗 10 次后改为每周 1 次， 渐改
为每月 1 次， 灸至 7 岁。

具体方法可采用艾条温和灸
或雀啄灸。 将点燃的艾条在距离

身柱穴 （第 3 胸椎棘突下 ） 2 厘
米的地方进行灸治， 以局部红热
舒适为度， 此为 “温和灸”； 若将
点燃的艾条在身柱穴一上一下忽
近忽远进行灸治， 形如雀啄， 此
为 “雀啄灸”。

治疗过程中， 因小儿不能准
确表达自己的感受， 因此， 医生
或家长应细心观察， 以小儿皮肤
红晕为度， 若局部皮肤只是淡红，
可将艾火距离稍近些， 如红晕色
深灼热， 应将艾火离远些， 以免
烫伤。 对于体质较弱， 易患感冒
的小儿， 可配风门穴 （第 2 胸椎
棘突下旁开 1.5 寸） 和大椎穴 （第
7 颈椎棘突下凹陷中）， 以宣通一
身之阳气， 加强卫外抗邪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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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柱灸
助小儿强身健体

�������对体弱多病的小儿而言，
想要增强体质， 除了要养 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坚持锻炼
外， 用中医保健方法“身柱
灸” 同样能帮助小儿强身健
体。 身柱灸治小儿病， 既简
单又实用， 按图取穴， 在家
就可完成。

������方一 青蒿、 薄荷、 荷叶、
藿香 、 香薷各 10 克 ， 北沙参
20 克 ， 生甘草 3 克 。 水煎 2
次， 将药液合并， 摇匀放凉后
分 2 次服用， 每日 1 剂。

方二 金 银 花 、 白 扁 豆
（炒） 各 10 克， 竹叶 6 克， 莲
子心 3 克， 鲜藕 5 片。 水煎 2
次， 将药液合并， 放凉后分两
次徐徐饮服， 每日 1 剂。

方三 鲜荷叶 50 克， 霜桑
叶 30 克 。 水煎取液放凉后饮
服， 每日 2 剂。

方四 蒲公英 30 克 （鲜品
加倍）， 鲜马齿苋 100 克， 白糖
15 克 。 将前两药加水煎沸 20
分钟， 取药液加入白糖， 放凉
后饮服， 每日 2 剂。

方五 西瓜翠衣 （即西瓜
皮） 500 克， 切成条状 ， 加水
煮沸 30 分钟 ， 取液放凉后代
茶饮服， 可连续饮用。 此方还
有预防中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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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安史之乱后， 各地藩镇
割据， 拒不缴获赋税。 唐宪宗李
纯刚即位， 以刘辟为首的将领乘
机叛乱， 考虑到西川是国家军事
重地， 宪宗决定派宰相武元衡为
西川节度使， 平定叛乱。

不料武元衡到任后不久， 时值
炎夏， 小腿上生了个臁疮 ， 瘙痒
难 忍 ， 肌 肉 腐 烂 ， 脓 血 淋 漓 ，
已经把他折磨得神疲恍惚 ， 实
在 无 法 胜 任 镇 抚 西 川 的 大 任 。
宪宗无奈 ， 只好把他调回京都
长安 ， 命太医为其诊治， 怎料也
久治不愈。

一天， 武元衡正闷闷不乐， 一
新来的小吏问道： “大人如此苦
闷， 莫非染恙于身？” 武元衡便把
病况说了。 小吏一听， 即刻说道：
“下官倒有一方， 专治多年恶疮，
您不妨一试。” “方药为何？ 快快
道来。” 小吏答： “将鲜马齿苋捣
烂敷在疮口， 每日换药就成。” 武
元衡如法用了几次， 臁疮果然渐
渐痊愈了。

后来， 对岐黄素有研究， 也是
宰相的李绛听说了此事， 便把它
载入其所著的医学专著 《兵部手
集方》 中， 一直流传下来。

马齿苋是夏季十分易得的肉
质草本植物， 药食兼优。 其性味
酸寒， 有清热解毒、 凉血止痢之
功效， 除擅治热毒疮疡外， 治疗
湿热泻痢、 崩漏 、 便血、 热淋血
淋等病症也有显著效果。

������患带状疱疹 （中医称缠腰火丹）
后， 取蚯蚓 （地龙） 的浆液直接涂
于患处，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具体方法： 先将 50 克鲜活蚯蚓
置于水中， 目的是使其吐净腹中残
物， 然后将其置于清洁容器内， 加
人冰糖 30 克后静置， 待蚯蚓体萎缩
液化后， 用玻璃棒搅成浆， 再加入
冰片 5 克拌匀， 装瓶备用。

治疗时， 先用生理盐水清洗患
处， 再用棉签蘸蚯蚓浆液均匀涂抹，
每天 2-3 次 。 用药期间避免瘙抓 ，
注意保持心情舒畅， 饮食清淡， 忌
食辛辣刺激性食物。 一般治疗 1 周
可获愈， 且无后遗神经痛。

中医认为： “火郁则发之”。 蚯
蚓大寒， 能祛热邪、 除大热 、 泄肝
火 、 解火郁 ； 冰片大辛 ， 气芳香 ，
辛温发散 ， 能引火热之邪从外而
出。 二者合用， 共奏散郁火、 除热
邪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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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齿苋医恶疮

������大青叶 又名大青， 来源于菘
蓝、 草大青或马蓝的枝叶。 性味
苦寒， 有凉血消斑、 清热解毒之
功， 适用于温热病热入营血所致
的壮热、 烦躁、 斑疹、 神昏、 惊
搐及热毒痈肿、 喉痹、 口疮、 丹
毒、 痄腮等症。 大青叶最善清泻
血分实热火毒， 有较强的凉血消
斑作用， 凡热毒内陷营血所致的
斑疹及出血诸症均可选用。

板蓝根 又名靛青根 、 马蓝
根， 来源于菘蓝、 草大青或马蓝
的根茎。 性味苦寒， 有清热解毒、
凉血利咽的功效， 用于治疗温毒
发斑、 高热头痛、 大头瘟、 舌绛
紫暗 、 烂喉丹痧 、 丹毒 、 痄腮 、
喉痹 、 疮疖痈肿 、 水痘 、 麻疹 、
肝炎、 流行性感冒、 流脑等症。

临床上治疗外感风热、 发热
头痛， 常与金银花、 连翘、 荆芥
等配伍； 治大头瘟、 头面红肿、咽
喉不利，常与玄参、连翘、牛蒡子等
配伍；治痘疹隐而不出，可与甘草
同研为细末， 取雄鸡冠血三两滴，
同温酒少许，食后同调服。

青黛 青黛又名蓝靛花、 靛沫
花， 为菘蓝的茎叶经加工制得的
干燥粉末或团块。 性味咸寒， 有
清热、 凉血、 解毒、 定惊的功效，
用于治疗温毒发斑 、 血热吐衄 、
胸痛咳血 、 口疮 、 痄腮 、 喉痹 、
小儿惊痫等症 ， 亦为中医常用
“吹喉散” 之主要成分。

临床上治疗温毒发斑、 吐血
衄血， 常与生地、 丹皮等药同用；
治疗痄腮、 喉痹、 火毒疮疡， 常
与黄芩、 板蓝根、 玄参、 蒲公英、
紫花地丁、 金银花等同用； 治疗
咳嗽胸痛， 常与海蛤粉同用， 重
症可配瓜蒌、 栀子、 丹皮等。

由此可见， 大青叶、 板蓝根、
青黛三者虽同出一源， 但功效各
异。 大青叶长于凉血消斑， 对温
病毒盛发斑者较为适宜； 板蓝根
长于解毒利咽， 对感冒而致咽喉
肿痛、 头面红肿者较为适宜； 青
黛长于泻肝定惊， 对肝火犯肺咳
嗽及温病抽搐较为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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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药同源 功效各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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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青叶、 板蓝根、 青黛都是临床上常用的中药， 都有清热
解毒的作用， 主要用于外感发热或温病初起所致的发热、 头
痛、 咽痛等症。 其实， 三者同出一物， 因其使用部位和加工方
法不同， 功效各有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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