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辨证用药
中医用药，是以药物之偏性来治疗

疾病的，如运用清凉性质的药物来治疗
温热性质的病症，运用温热性质的药物
来治疗畏寒肢冷的寒冷性疾病等……。
根据不同的病症运用不同药物的治疗方
法，即称为“辨证施治”。这就是中医治疗
原则。运用补养药物以强身抗衰老，也必
须遵循辨证施治的原则。
运用补养药物，可分为有病者调补、

无病者强身二大类。前者要根据患者的
病情，后者要依据各人的体质，来决定调
补的药物和方法，选用适当的补养药物
来治疗。但必须辨证用药。例如：出现倦
怠无力、懒于言语、呼吸急促、动则气喘、
面色苍白、食欲不振等气虚症状者可选
用人参、白术、党参、黄芪、怀山药等补气
药。如有头晕目眩、心悸失眠、面白或萎
黄、妇女月经量少色淡等血虚症状，可选
用当归、熟地、阿胶、桂圆等补血药。如有
腰腿酸软、形体消瘦、口干咽燥、午后升
火或有低热、大便干燥等阴虚症状，可选
用龟版、麦冬、石斛、生地、枸杞子等补阴
药。如有畏寒肢冷、腰腿肚腹冷痛，口淡
不渴，小便清长频数或夜尿尤多、大便溏
薄等症状，可选用鹿茸、狗肾、淫羊霍、肉
苁蓉等壮阳药物进行调补。总之要辨证
施治，绝不可把补药当成“万灵妙药”。清
代名医余听鸿说：“见病不可乱补，一日
误补，十日不复，服药者可不慎乎？”
如无病强身者亦需因时、因地、因人

而制宜，人的体质有偏寒、偏热之分，服
药有温补、清补之别。四时气候不断的变
化，故圣人有“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之
别。一般认为冬季是进补的最好时机，时
至隆冬，阳消阴长，药力可随季节及体质
变化发挥其功效，是年老体弱者进补的
最好季节。中医之所以强调冬季进补，因
其能使营养物质转化的能量较大限度地
藏于体内，有助于体内阳气的萌发。儿
童、青少年、成人、妇女、中老年后机体的
变化情况不大一样。
小儿是人生中生长发育最快、新陈

代谢最旺盛的时期，用药宜轻，忌投峻
烈。中医认为人的生长发育与肾的关系
非常密切，小儿肾气未充，牙齿、骨骼、智
力发育未全，所以适当选用补肾的药物，
如六味地黄丸等

青少年时期，是长身体增知识的阶
段，生命非常旺盛，特别是青年学生，学
习紧张、睡眠不足、大脑过度疲劳，甚至
因兴奋和抑制不相协调而出现失眠、多
梦、健忘等神经衰弱的症状，中医辨证大
都属心脾两伤或心肾不足的范畴。可选
用百合、莲子、大枣、核桃仁、枸杞子等。

成年妇女新陈
代谢旺盛，并有月
经、妊娠、哺乳等生
理特点，体内的营养
消耗较大，可适当选
用一些调补气血的
中成药或单味药物，
如当归补血膏、八珍
益母丸、乌鸡白凤丸
及当归、阿胶、黄芪
等。

人到中年，承上
启下，肩负重任，终
日辛劳，生理功能逐渐下降。在体质上是
处于由盛趋衰的转折时期，某些老化象征
开始显露。明代医家张景岳说：“人于中年
左右，当大为修理一番，则再振根基，尚余
强半。”尤其是知识分子用脑过度、工作紧
张，平时常出现头昏目眩、神疲乏力、耳鸣
心悸、失眠健忘、胃纳不佳等症状，大都属
中医心脾再伤的范畴。可选用补气健脾、
养心宁神、补肾益脑的中成药和单味中
药。如归脾丸、明目地黄丸或百合、莲子、
山药、核桃仁等。

进入老年后，脏腑功能日渐衰退，抗
病能力降低，可相继出现饮食减少、肌肉
萎缩、牙齿脱落、须发变白、耳聋眼花、腰
酸腿弱、骨质松脆、夜尿增多等症状，再
加上一些慢性疾病的缠绕等。总而言之
衰老主要和脾胃及肾气关系最为密切，
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所以老年人进补多从脾、
肾入手，从本治疗，尤以
补肾为主。可选用八仙
膏、人参固本丸、金匮肾
气丸、参苓白术丸及鹿
茸、人参、枸杞子、黄芪、
首乌等填精养肾健脾等
药物，或专制一些膏滋丸
药长期使用。

将药物和食品相配
合，或选用某些具有一定
药效的食物，经过烹调加
工，制成具有一定色、香、
味的菜肴、糕点，通常叫
药膳。既有食物的营养作
用，又有药物的治疗作
用。

药膳具有悠久的历
史，自古以来就是饮食疗

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汉代《伤寒论》
中记载了不少的药膳方，如当归生
姜羊肉汤，具有温阳散寒、补气生血
的良好功效；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功
能滋补阴血；猪肤汤，具有润燥利咽
的作用。还有许多药方中分别加入
粳米、大枣、蜂蜜、生姜、桂皮、酒等
的食物和调料。
药膳的特点在于，它既不同于

一般食品，又不同于单纯的药物，形
是食品，性似药品，取药之性，用食
物之味，共同配合，相辅相成，起到
食借药力，药助食功的协同作用，收
到药物和食物的双重效应。
家庭自制药膳，可以根据各人

的口味和体质，更能符合各人的特
殊性。如高血压者，选用天麻煨鱼
头；血管硬化者，服海带苡仁汤；贫

血失眠者，服桂圆莲子汤；用脑过度记忆
减退者，可选用枸杞子炖羊脑；腰酸畏
寒、年老便秘者，可选用苁蓉炖羊肾；病
后、产后神疲乏力，可选服黄芪母鸡汤；
烦燥升火者，可选用生地煨甲鱼。这些药
膳。经过精心加工烹调，能做到良药不苦
口、食之味美、观之形美，在大饱口福之
余，又能治病疗疾，强身延年。真是两全
其美。
作者简介：
薛智谷，副主任中医师，曾师承市内

名医芦筱仙、许长生，先后去南京中医学
院、江苏省中医研究院进修学习。临床尤
其擅长诊治高血压病、高血脂症、脑动脉
硬化、脑血管意外（中风及其后遗症）、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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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支气管哮喘
是临床最常见的呼吸
系统疾病，主要由于肺
脾肾三脏不足、痰饮留
伏、遇外诱因，一触即
发，反复不已。现在医
学认为：哮喘是由气管
和支气管对各种刺激
和变应原的反应性增
强、气道产生广泛狭窄
为特征的疾病，治疗本
病主要为抗炎、平喘，

即使在哮喘的缓解期，仍强调使用激素吸入减轻
变态反应性炎症以及口服孟鲁司特，从而控制期
发作，中医治疗哮喘着眼于整体观念，重视发挥人
体潜能，在缓解期采用扶正固本的方法，是影响变
态反应的重要环节，从而使患者逐步摆脱哮喘。

冬病夏治是依据中医“天人相应”、“春夏养
阳”的理论。夏日三伏气候炎热，人体肺气舒畅，
腠理开豁，汗孔开放，毛细血管扩张，皮肤呼吸通
畅，药物吸收快，易于深达脏腑而迅速发挥治疗
作用。在夏日三伏天治疗可以“两阳相加”，温补
人体阳气，阳气盛则痰饮去，使人体自然康复。

依中医“缓则治本”原则，通过辛香，温热药
物贴于背部腧穴，使局部发热充血，起温肺，健脾、补肾化痰之用，
鼓舞阳气，固其根本，同时发挥药物与腧穴的双重作用。丰富了儿
童哮喘的治疗手段。

治疗方法
敷穴：药用白芥子、延胡索各 30g，甘遂、细辛各 15g，上药共研细

末，用鲜生姜汁调成糊状，制成直径 2cm的圆饼，贴敷于肺俞、脾俞、
肾俞、定喘等穴上胶布固定。每年夏季入伏日使用，3-5天敷贴 1次，
每年敷贴 5次，连续 3年为一疗程。以患儿感觉轻微灼热感为度。
注意事项
平素忌食辛辣，海鲜、油腻、煎炸之品。治疗期间忌游泳。若起

泡，可用消毒针刺破水泡，用消毒棉球擦净渗出液体，外用碘伏消
毒，切勿用手抓破，以免感染。对皮肤局部有破损者禁用此方法，皮
肤贴胶布过敏者可换透气胶布。

作者简介：
许德军，副主任中医师，儿科主任，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儿

科专业委员，高邮市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毕业于扬州医学
院，结业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生班，先后在南京
儿童医院、上海新华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从事儿科
临床 10余年，在新生儿急危重症诊治、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腹泻
病、哮喘、过敏性紫癜等疾病，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目前正在研
究过敏性紫癜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且取得了一定进展，有望降低本
病的复发率。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发表论文 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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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气管哮喘、老慢支、肺气肿
等呼吸道慢性疾病的发病率逐年
上升，患者和家属深受其苦。虽然
大多数患者服用抗菌素、激素、茶
碱等药物后病情能得到暂时控制，
但一旦停药，病情又容易复发或发
作更加频繁，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
来许多副作用，长此以往，使患者
丧失治疗信心，进一步发展成为肺
心病、肺性脑病和呼吸衰竭等，使
死亡率也呈逐年上升之势。
支气管哮喘、老慢支在寒冬季

节容易发病或病情容易加重，祖国
医学统称为“冬病”，“冬病”的根本
在于寒邪强盛和阳气亏损。我们强
调在炎热的夏季采取各种相应的
防治措施，以减少咳嗽、咯痰、气喘
的发生和发展。在夏季三伏时令，
阳气强盛，阴寒之气顿消，这就是《黄帝内经》所说
的“春夏养阳”的道理。在此季节治疗“冬病”，其一
可以乘伏天阳气旺盛之势，祛除体内沉痼之寒邪
宿疾；其二可以有助于亏损阳气的培补；其三可以
更好地发挥中药的药效，达到预防冬病的发作或
彻底铲除病根从而治愈疾病的目的。
现介绍这类疾病的冬病夏治的一些方法：
1、中药调理：根据患者的体质状况，进行辨

证组方，制成膏方、丸剂、散剂等剂量长期服用。
慢性肺病患者多气虚、脾虚肾虚。现介绍具有补
气益肾健脾的方剂如下：黄芪 12g、党参 12g、白
术 12g、淫羊藿 12g、补骨脂 12g、生地 10g、百部

12g、陈皮 10g、炙甘草 5g、紫河车 10g、
上方一日一剂，在夏季服用。

2、中药穴位贴敷：对于冬季受寒易
发证属阳虚阴寒内盛的病人，在三伏天
或夏至到秋分的阶段运用中药进行穴位
外敷，能直到扶正固本的治疗效果。具体
的方法如下，以细辛、白芥子、王不留行、
葶苈子按一定的比例用生姜沫调成糊
状，贴敷于肺俞（背部第三胸椎棘突下旁
开 1.5寸），心俞（背部第五胸椎到突下
旁开 1.5寸），膈俞（背部第七椎突下旁
开 1.5寸），每次贴 1至 2小时，每 15天
贴一次，以小暑至立秋共 3次。

3、药缮调理：慢性肺病患者多气虚、阴虚。根
据“药膳同源”的理论，可运用外气滋阴的中药做
成药缮，长期服用，现介绍一些常用药缮。黄芪炖
乌骨鸡，虫草炖老鸭、四仁鸡子羹、人参蛤蚧粥。
总之，对于慢性肺病患者，目前是进行冬病

夏治的最佳时机，应尽早进行。
作者简介：
吴孝田，主任中医师，内科副主任。毕业于南京中

医药大学，扬州市医学会呼吸委员会委员，从事呼吸
内科工作 10余年，先后在扬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江苏
省人民医院进修。在省级以上医学杂志发表论文数
篇。

“冬病夏治”让你轻松呼吸
高邮市中医医院 呼吸内科 主任中医师 吴孝田

冬病夏治是中医的一项传统的
特色治疗，她是依据《黄帝内经》中
的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治未病的原
则，结合天人相应的观点总结出来
的，主要体现在天灸疗法上，旨在调
和阴阳，从而增强机体的抵抗力，防
御疾病。
那么多发于春秋季节，而不是

最寒冷的冬季，为什么要冬病夏治
呢？这就要从过敏性鼻炎的本身说
起，第一，研究发现过敏性鼻炎患
者多属于阳虚寒盛体质，他们怕
冷，遇寒就容易发病，冬天常会感觉到四肢尤
其是手脚冰凉，冬天不愿意活动等。第二，过
敏性鼻炎的症状如流清鼻涕、鼻痒、喷嚏、鼻
粘膜苍白，遇寒多发或加重等都是寒证的体
现。虽然冬季不是过敏性鼻炎的最高发季节，
但过敏性鼻炎却是典型的冬病，自然也在夏
治的范围。
那么过敏性鼻炎应该怎么夏治呢？根据

中医治疗原则：
第一、“寒者温之”。因此要用温热的药、

补药进行治疗；
第二、因时制宜。鼻居面部正中,属阳明之

官,为阳中之阳,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性最甚的季
节，同气相求，此时人体腠理疏松，经络开放，
血流畅通,而脊柱为督脉运行之经, 统辖全身
阳脉,阳气皆归于此，这时在该处相关穴位采
用冬病夏治的敷贴治疗，可起“秤砣虽小拨千
斤”的作用，能显著提高人体免疫能力，从根本
上改善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等疾病的的症
状，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三、“急期治其标，缓期治其本”。夏季
不是该病的发病季节，为缓解期。因此，此时

治疗是一种治本的方法，对于阻
止发病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不
能因此放弃急性期、发作期的对
标的治疗。

冬病夏治疗效固然好，但是
治疗必须结合夏季的火热的自
然特点，从饮食、药物及起居方
面综合调养：

一、多用温补，慎用辛燥之
品，以防伤阴夏季气候炎热，易
伤阴液，而辛温香燥之品容易导
致燥热内盛，暗耗津精，所以应慎

食花椒、大茴香、小茴香、狗肉和新鲜桂圆等。
二、忌大量服用寒凉之品此类患者本就

阴寒内盛，再大量进食寒凉之品，很易导致中
阳受损，轻则加重病情，重则造成阳虚宿疾。
三、慎食肥甘滋腻之品夏季易生暑湿，湿

热之邪易侵袭人体，若服用大量肥甘之品，则
易导致内外湿热之邪合击人体。

四、运动适量，过量运动会使人体汗出过
多，导致气阴两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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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病夏治”防治过敏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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