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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文/苏 粟

对于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的病
人，医生常常会告诉他们：要戒酒，酒不能喝
了。

但是，酒这个东西，真的是好还是坏呢？
至少对最早的中医来说，用对了，真是一

味很好的药，因为最早的中医就是用酒来给人
治病的。
比如，迄今为止，我们发现最早的医书，是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在它里面，
全书 283 个病方里，用酒的就有 40 多个，但
遗憾的时，那时的药酒并没有具体名字……

于是，给酒方取名的重担，就落到了后来
的《黄帝内经》。

在中医首经《黄帝内经》诞生时，最早的
药酒名出现了，比如里面有用鸡屎和酒制成的
“鸡矢醴”，差不多就是叫鸡屎酒，虽然名字听
着有点难以描述……

但后人一直都在遵循这个用成分给酒命
名的方法啊，比如雄黄酒……
其次，内经里还出现了不少用酒治病的描

述，比如“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
耳”，说的就是上古医生制作药酒，就是为了
以防不时之需，给人治病啊。

再然后，就到了神农尝百草的年代，在那
本《神农本草经》里就写到“药性有宜丸者，

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
这就说明，那时，古人就开始分类对中药

进行泡制、酒制，他们知道有些适合用水煮，
有些适合用酒浸渍，中药泡在酒里就能放大
药性。

这里插一句，从上面的时间轴就能看出，
不管中医也好，中药也罢，任何的突破性进
展，都需要度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长河，所以否
定中医中药，就是在否定我们上下几千年的
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好了，扯回来，再接着就到了我们最熟悉
的，辉煌的张仲景伤寒论时代，张先生又是怎
么用酒呢？

第一，他把酒泡制大黄，伤寒论里好几个
方子中的大黄都是用酒来洗，来泡制，当大黄
经过酒制后，相应的大黄也醉了，就具有酒
性，会借酒力走窜，向上，向外，从头顶到肌肤
四肢，去宣行药势，活血痛络……这样酒洗过
的大黄就可以做到去邪而不伤正气。

第二，他把酒作为方子的辅料，用酒来煎
药。比如在祛寒剂—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
汤里，用水和清酒各六升来煎之……再比如

在补阴剂———炙甘草汤中以清酒七升，水八
升煎之……还有瓜蒌薤白白酒汤里，继续用
白酒煎药……

酒在这里，张仲景就是取它味辛甘，性温
热，有通血脉、祛寒气、芳香走窜行药性的功
效。

说到这，大家要说了，你说的用酒治病都
是过去了，现在哪里还有用酒来治病的？

错，现在依然是有的，上海有医院就有开
设专门的酒方，原理就是先中医辨证论治，然
后开中药方，再用酒浸渍工艺把方子里的药
性渗出来，然后稀释调和成 35度的酒每日饮
用治病。

关于什么病适合吃酒方，还有酒方疗效，
中医认为酒方最大的特性就是活血，不仅对
风湿病，类风湿关节炎有益，对冠心病、高血
压（血压控制稳定的情况下），中风后遗症，
还有色素斑等都很有益处。
所以喝酒一定伤身吗？至少在中医眼里，

这取决于你什么体质，你怎么喝，喝多少，喝
什么酒，如果你在医生指导下，喝对了，也是
可以治病的，也是可以对你有益的。

【养生关键】

文/米 博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孩子病好
了，咳嗽却不好？我们到底该用什么办法
去应对？

先从一个小小的医案里，我们可以一
窥现在小儿感冒后咳嗽不止的原因，真的
太典型了。

男娃娃，姓钟，2岁半，家长主诉是：感
冒后引起的咳嗽，时间长达半年，孩子咳嗽
时喉咙里总有痰音，但咳又咳不出……尤
其是晚上睡觉时，咳嗽会加重，在半年时间
家长里中西药都试了一遍，西药用过抗生
素，镇咳剂，中药用过小儿清肺、蛇胆川贝、
止咳枇杷等，市面上该试的药都试了，后来
又吃了中药汤剂益气健脾等等……

结果最近孩子咳嗽变本加厉，更加严
重了，胃口也变得很差，脸色暗沉……
看小儿指纹色红（有热象），脉象滑数

（有痰饮，所以孩子会咳嗽有痰音），可以
断定孩子肺有郁热，又吃了太多寒凉药物，
导致郁热被遏，直接导致肺失宣降，肺气该
降不降，反而上逆变为咳嗽。
怎么治？宣肺气，让郁热散掉；降肺气

化痰。做到这两点，咳嗽自然而然会停止。
知道了原因后就要对症下药了，请上

医院请专业医生把脉开方把。
医案里的孩子，感冒咳嗽本来可以一

剂药下去就搞定的，现在为什么会辗转迁
延半年之久？
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被所谓的消炎给整出来的，用药

上频频使用大苦大寒之药；

第二，滥用西药抗生素；
第三，家长溺爱孩子，爷爷奶奶偷偷给

孩子吃冷饮，冷酸奶，水果甜瓜。
这三个原因直接导致孩子感冒后身体

里的余邪未清，肺里的郁热又被寒凉遏制，
就像用一块冰块（寒凉药）罩住肺里的郁
热，火透不出去，郁热得不到宣散，最后导
致久咳难愈……
咳嗽这个病，跟肺是脱不了干系的，所

以咳嗽之人，最不可受寒，受冷刺激，不要
吃生冷食物，更不要服用寒凉药物……治
咳嗽，应当以宣散为主，中医称为宣肺止
咳，这才是治外感咳嗽真正的办法。
那么，家长可以做哪些呢？
1、除了咳，如果还有痰，可以用蜂蜜

渍萝卜水兑温水喝，萝卜的辛可以散，可以
下气，用蜂蜜的甜来养脾胃，润肺。

2、学会给孩子拍背祛痰缓解咳嗽 +
儿推。

3、遇见半夜或晚上咳嗽厉害的孩子，
多是脾湿痰盛，痰多又不会把痰咳出来，孩
子的呼吸声比较粗或痰声重，尤其是上床
平躺之后，痰液堆积会刺激气道，引发剧烈
咳嗽，影响睡眠。

这时候家长可以叠一块毛巾呈坡形，
放在孩子上半身下面，把孩子头、肩、背部
抬高，就像医院把床头稍稍摇起一样，这样
可以缓解痰液对气道的刺激，让孩子睡得
安稳些。
最后说一句掏心窝的话：比起乱给孩

子吃药，不如好好用上面三个方法去给孩
子恢复正气，等孩子身体正气慢慢恢复了，
咳嗽会慢慢自愈的。

文/宗 贺

元旦以后，农历已是腊月，有小寒大寒两
个节气。天气寒冷，保健应以防寒保暖为主
题。如果不慎受寒，抵抗力减弱，感冒病毒便
会乘虚而入，侵袭人们的呼吸系统。要特别注
意预防感冒、咳嗽、支气管炎、肺炎等呼吸系
统病症。

冬季，由于自然界阴盛阳衰，寒气袭人，
极易损伤人体的阳气，所以冬季养生应从敛
阴护阳出发。中医认为，寒为冬季的主气，寒
为阴邪，易伤人体阳气。因此，养生关键是
“养肾防寒”。锻炼时要注意保暖，防止呼吸
道疾病的发生。在饮食上宜“滋补”，既可及
时补充气血津液，抵御严寒侵袭，又能使来年
少生疾病，达到事半功倍的养生目的。
在冬季，人们习惯把房子的门窗关得紧

紧的，如此会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浓度过高，若
再加上汗水的分解产物，消化道排除的不良
气体等，将使室内空气受到严重污染。人在这
样环境中会出现头昏、疲劳、恶心、食欲不振
等现象。另外，冬季是一氧化碳中毒事件的好

发季节，因此一定要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新
鲜。
腊月期间，要尽量早睡晚起。冬季早睡晚

起，保持较长的休息时间，可使意志安静，人
体潜伏的阳气不受干扰。
冬季要十分注意背部的保暖。背部是阳

中之阳，风寒等邪气极易透过人体的背部侵
入，准妈妈们要注意背部保暖，避免阳气受到
伤害。接着要避寒就暖。冬天气候较冷，人们
要注意尽量待在温度室中的房间，减少外出
次数。如要外出，就要穿上保暖的衣服和鞋
袜。冬天洗澡，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伤风感冒，
并诱发呼吸道疾病等。应减少洗澡次数，及注
意洗澡过程的保暖。

【饮食要点】

为了增强防寒能力和免疫力，腊月期间
要根据自己的体质（可以先咨询医生）适当
多吃以下食物。
肉类：多吃羊肉、狗肉、鸡肉、甲鱼。
蔬菜：山药、西葫芦、西兰花、胡萝卜、白

菜、南瓜、芹菜等。
水果：草莓、马蹄、甘蔗、柿子、猕猴桃。
其他：莲子、百合、栗子、核桃仁、大枣、龙

眼肉。
以上食物均有补脾胃、温肾阳、健脾化

痰、止咳补肺的功效。当然体质偏热、偏实易
上火的人士应注意缓补、少食为好。
腊月里应少吃海鲜、冷饮等寒凉性食物，

因为天气寒冷，内外皆寒易伤脾胃，进而损伤

正气。
另外，还应注意调养肾气，民间自古有

“大寒大寒，防风御寒，早喝人参、黄芪酒，晚
服杞菊地黄丸”之说。人们常在此节气应用
六味地黄丸滋补肝肾以补充肾气。因为肾气
充足，能抵御寒邪，提高人体的免疫力，达到
健体防病的作用。
时下，各种药膳火锅成了人们消寒壮热

的美味佳肴，但很多人忽略了合理进补的问
题，特别是青年人，更应根据自身情况有选择
地进补，切不要贪恋腻厚、辛辣的食品，否则，
很容易上火。平常食品应以高热量、富含维生
素食物为主。除谷类制品外，还应选用红心甘
薯、红豆、芝麻、花生、核桃等。

【推荐食谱】

当归枸杞炖羊肉
功用：羊肉温热，含蛋白质、脂肪、糖、钙、

磷、铁、维生素(A、B)等，有补阴壮阳、补虚劳
益气血的作用。桂圆补益心脾，可去羊肉膻
味。当归补血养血、活血化瘀。当归枸杞炖羊
肉可补阴壮阳，补益心脾。

食材：当归 15 克，桂圆 10 克，枸杞 15
克，羊肉 500克。

做法：羊肉切块，加生姜用开水稍煮，水
漂沥干，加入各药、上汤，隔水炖熟，饮汤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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