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传，连翘最早并不是药
材的名称，而是一个女孩的小
名。这个女孩就是岐伯的孙
女。

岐伯是我国古代医学家，
他是黄帝的臣子，经常与黄帝
探讨医术，共同救治天下生病
的百姓，其医术被后人称为岐
黄之术。岐伯经常带着心爱的
孙女连翘上山采药、种药。连
翘十分聪明，慢慢也懂了一些
医术，不仅能帮助岐伯采药，还
经常照顾岐伯的饮食起居。

有一天，岐伯脚上长了一
个毒疮，连翘非常着急。岐伯
对自己的病没有很好的办法，
导致病情逐渐加重，甚至卧床
不起，出现神志萎靡的症状。
连翘看爷爷病情严重，不知如
何是好，心急如焚，大哭起来。
哭完之后，连翘便决定上山寻
找可以治疗毒疮的草药。

连翘根据爷爷的症状，品
尝草药的味道，分析草药的性
味归经，看哪种草药适合治疗
爷爷的毒疮。连翘品尝了很多
草药，都没有找到能够治疗爷

爷毒疮的药。正在她失望的时
候，突然看到一种从未见过的
高大植物，比爷爷的身高还要
高。

这种植物的枝展开或下
垂，棕色或淡黄色；叶为单叶，
呈卵形或椭圆形，叶缘上面呈
深绿色，下面为淡绿色；花萼绿
色，果实呈卵球形或长椭圆
形。连翘把果实放在口中品
尝，味苦气平，认为这种植物可
以治疗爷爷的毒疮。连翘确认
了果实没有毒性，就采摘带回
家，告诉爷爷用这种果实治病
的想法。

古时候，很多药材都是在
摸索中逐渐认识其性味归经和
治病范围的。岐伯赞同连翘的
想法，准备用连翘采回来的果
实试一试。

连翘去除果实中的杂质，
并清洗干净、晒干，筛掉脱落的
芯之后，煎煮成药液给爷爷服
用。想不到，岐伯的病竟然逐
渐好转，最终康复了。

康复后的岐伯开始研究这
种植物。经过多次验证，岐伯

发现植物的果实有较好的清热
解毒的作用，而且治疗毒疮效
果甚佳。于是，岐伯在自己居
住的院子里栽种了许多这种植
物，这种植物也被岐伯记入他
的中药名录。因为是被孙女连
翘发现的，所以就以连翘的名
字命名。

后来，连翘被历代医学家
广泛使用，成为常用的中药材，
有“疮家圣药”的美誉。

连翘被很多医学典籍记
载。《神农本草经》记载：“连翘，
味苦，平。主寒热，鼠瘘，瘰疬，
痈肿，恶创，瘿瘤，结热，蛊毒。”

《本草经集注》记载：“连翘，味
苦，平，无毒。主治寒热，鼠瘘，
瘰疬，痈肿，恶疮，瘿瘤，结热、
蛊毒，去白虫。”《雷公炮制药性
解》记载：“连翘味苦，性微寒无
毒，入心、肝、胆、胃、三焦、大肠
六经。泻六经之血热，散诸肿
之疮疡，利小肠，杀白虫，通月
经，疗五淋，破瘿瘤，解痘毒。”

《本草经解》记载：“连翘气平，
禀天秋平之金气，入手太阴肺
经；味苦无毒，得地南方之火

味，入手少阴心经、手厥阴心包
络经。气味俱降，阴也……连
翘轻清平苦，轻而扬之，因而越
之，结者散而寒热愈也。痈肿
恶疮，皆生于心火；连翘味苦清
心，所以主之。”《长沙药解》记
载：“连翘味苦，性凉，入足太阴
脾、足太阳膀胱经。清丁火而
退热，利壬水而泻湿。”

如今，金黄的连翘，因其娇
艳的姿态被广泛用于城市绿化
观赏；同时，凭借特有的药用价
值，成为我国常用药材之一。
以连翘为主要原料的中成药有
连花清瘟胶囊、双黄连口服液、
维C银翘片、银翘解毒丸等。

中医认为，连翘可用于外
感风热或温病初起，发热、头
痛、口渴等证。连翘能清热解
毒，并善清心而散上焦之热。
连翘常与金银花相须为用，配
伍牛蒡子、薄荷等药同用，如银
翘散。连翘长于清心泻火，治
热邪陷入心包，高热、烦躁、神
昏之证，常与犀角、莲子心配
伍，如清宫汤。

连翘还用于热毒蕴结所致

的各种疮毒痈肿、瘰疬结核等
证。连翘能泻火解毒，可以与
野菊花、金银花、天花粉等解毒
消肿之品同用；治瘰疬结核，多
和夏枯草、玄参、川贝母等配
伍，以增强解毒消肿散结的作
用。

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
连翘有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
连翘种子挥发油乳剂，对革兰
阳性菌、革兰阴性菌均有抑制
作用。100%浓度连翘药液，具
有抑制体内毒素的作用，醇提
液还能杀灭钩端螺旋体。

另外，连翘有保护肝脏、镇
吐、利尿和止血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连翘味苦，
性寒，女性月经期不宜使用。
体质虚寒人群服用连翘，容易
加重虚寒症状。过敏体质人
群，也要慎用连翘，以免机体发
生过敏反应。因此，在使用连
翘之前，患者需要咨询中医医
师，不能自行盲目服用，以免对
身体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汝州
市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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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冬季进补，来年
打虎。”那么，冬季到底要补什
么？怎么补呢？

笔者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
适合冬季的滋补之品——羊
肉。

中医认为，羊肉味甘，性
热，有补中益气、温阳补肾的功
效。《本草纲目》记载：“羊肉能
暖中补虚，补中益气，开胃健
身，益肾气，养胆明目，治虚劳
寒冷，五劳七伤。”

研究人员认为，羊肉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钙、铁、锌、维生
素B、维生素A等；同时，脂肪含
量较猪肉、牛肉更少，营养价值
高，有助于提高机体的御寒能
力。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
将羊肉搭配一些食材煮汤。如
羊肉加白萝卜，可以在减轻羊
肉的膻味和油腻感的同时，增
加膳食中的纤维含量，促进消
化吸收；羊肉加胡萝卜，可以利
用胡萝卜素在体内的转化，起
到护眼明目的作用；羊肉加山
药，可以让食物的鲜味更柔和，
同时山药中的氨基酸、维生素C
等物质可以增加滋补效果；羊
肉加豆腐，可以为人体补充多
种微量元素，有助于强筋壮骨。

当归生姜羊肉汤由医圣张
仲景所创，记载于《金匮要略》
中：“寒疝腹中痛，及胁痛里急
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当归，可以补血活血、调经
止痛；生姜，可以解表散寒、温
中止呕；羊肉，可以温中暖肾、
益气补虚。三者煮汤，补而不
腻，温而不燥，有滋补肾阳、培
护脾胃、养血生血的功效。

材料：羊肉 500 克，生姜 25
克，当归10克~15克，胡椒粉、盐
适量。做法：将羊肉洗净，剔去
筋膜，放入沸水中焯去血水，捞
出晾凉，切成约5厘米长、2厘米
宽、1厘米厚的条状；当归、生姜
用清水洗净后切成片，用纱布
包住扎好；取净锅（最好是砂
锅）加入适量清水，放入羊肉，
再放入当归和生姜，先用大火煮开，撇去浮沫，再用
小火煮90分钟~120分钟，至羊肉熟烂；最后加入适
量盐、胡椒粉等调味，饮汤食肉。

适用人群：肾阳不足、气血亏虚引起的腹部冷
痛、月经不调、体虚畏寒、手脚冰凉、精神疲乏等虚
寒性病证者。

注意事项：当归不宜过量服用，一般以5克~15
克为宜，应在中医医师指导下服用。羊肉属于发
物，可能会使皮肤病、过敏性哮喘患者病情复发或
加重，故此类患者不宜食用羊肉。湿热、脘腹胀满、
大便泄泻、阴虚火旺者及孕妇慎用。感冒、咽喉疼
痛、口腔溃疡、腹泻等疾病初愈者，也不宜食用。

羊肉汤虽然好处多，但是不要贪吃。因为羊肉
汤中有脂肪、游离氨基酸和嘌呤，过量食用可能会
增加肥胖、心血管疾病及痛风发作的风险。同时，
由于羊肉的蛋白质含量较高，在消化过程中会大量
消耗人体的水分。因此，人们要及时饮水。

如何挑选好的羊肉呢？
第一，选择颜色红润、有光泽的羊肉。新鲜的

羊肉色彩鲜亮，呈鲜红色，若颜色发白，说明冷冻的
时间较长。反复解冻的羊肉，通常会呈暗红色。

第二，新鲜羊肉摸上去有点儿黏，肉质紧实有
弹性，切片较厚的可以立起来，而不新鲜的羊肉是
软软的。

第三，观察羊肉的肌肉纤维，越细嫩、紧密的越
好。带骨头的新鲜羊肉块，骨骼越细，羊的年龄越
小，肉质越鲜嫩。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鹤壁市中医院，本文由鹤
壁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丁庆学指导）

枳椇子

原文赏析 《三国演义》第
二回“张翼德怒鞭督邮，何国舅
谋诛宦竖”中写道：张飞鞭打督
邮时，玄德终是仁慈的人，急喝
张飞住手。旁边转过关公来，
曰：“兄长建许多大功，仅得县
尉，今反被督邮侮辱。吾思枳
棘丛中，非栖鸾凤之所；不如杀
督邮，弃官归乡，别图远大之
计。”玄德乃取印绶，挂于督邮
之颈，责之曰：“据汝害民，本当
杀却；今姑饶汝命。吾缴还印
绶，从此去矣。”这里的“枳”为
枳椇子，为枳实、枳壳、枸橼等
的成熟的果实。

中医观点 枳椇子，又名鸡
距子、木蜜、万寿果等，为鼠李
科植物枳椇的带有肉质果柄的
果实。中医认为，枳椇子性平，
味甘，入脾经、胃经，有清热生
津、解酒止渴的功效，历代医学
家一直用其为解酒止渴的要
药，适用于饮酒过量、宿醉不
醒、口干烦渴等。

《本草纲目》言其“甘平无
毒，主治头风，小腹拘急”。《唐
本草》言其“止渴除烦，润五脏，
利大小便，去膈上热，功用如
蜜”。《滇南本草》言其“治一切

左瘫右痪，风湿麻木，能解
酒毒”。

用 枳 椇 子 煮 粥 服

食，对饮酒过量、口干烦渴及
消渴甚宜，正如《老老恒言》言

“枳椇粥，除烦清热，尤解酒
毒，醉后次早，空腹食此粥，颇
宜”。

芦苇

原文赏析 《三国演义》第
十六回“吕奉先射戟辕门，曹孟
德败师淯水”中，张绣欲杀曹
操，因畏典韦勇猛，急切难近，
便使计灌醉典韦，又盗走了他
的双戟。典韦醉卧，“睡梦中听
得金鼓喊杀之声，便跳起身来，
却寻不见了双戟。时敌兵已到
辕门，韦急掣步卒腰刀在手。
只见门首无数军马，各挺长枪，
抢入寨来。韦奋力向前，砍死
20余人。马军方退，步军又到，
两边枪如苇列。韦身无片甲，
上下被数十枪，兀自死战。刀
砍缺不堪用，韦即弃刀，双手提
着两个军人迎敌，击死八九人，
群贼不敢近，只远远以箭射之，
箭如骤雨。韦犹死拒寨门。怎
奈寨后贼军已入，韦背上又中
一枪，乃大叫数声，血流满地而
死。死了半晌，还无一人敢从
前门而入者”。这里的“两边枪
如苇列”是一种比喻。芦苇为
常用的清热药。

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
祭风，三江口周瑜纵火”中写
道：“黄盖已自准备火船二十

只，船头密布大钉；船内装载芦
苇干柴，灌以鱼油，上铺硫黄、
焰硝引火之物，各用青布油单
遮盖。”

第六十四回“孔明定计捉
张任，杨阜借兵破马超”中写孔
明初入西川第一仗。孔明乘马
至桥边，绕河看了一遍，回到寨
中，唤黄忠、魏延听令说：“离金
雁桥南五六里，两岸都是芦苇
蒹葭，可以埋伏。”于是计捉张
任，打开了进入成都的大门。
这里的“蒹葭”即初生的芦苇。

中医观点 芦苇，为禾本科
植物芦苇的茎叶，生用或鲜用，
以鲜用疗效佳。中医认为，芦
苇性寒，味甘，入肺经、胃经，有
清热生津、清热排脓、宣毒透
疹、利尿解毒的功效。

《本草纲目》言其“主消渴
客热，小便不利”。《新修本草》
言其“疗呕逆，不下食，胃中
热”。《本草经疏》言其“味甘气
寒而无毒，甘能益胃和中，寒能
除热降火，热解胃和则津液疏
通而渴止矣”。

芦苇既能清泻肺胃之热，
又能养阴生津而止渴，有寓补
于清、祛邪而不伤正的特点，煮
粥对肺胃热盛、阴津亏损之证
有效。芦苇虽然甘寒，但是平
和。因此，鲜品用量宜加倍，可
用至100克。

需要注意的是，脾胃虚寒，

胃寒呕吐者不宜选用芦苇。

田螺

原文赏析 《三国演义》第
五十四回“吴国太佛寺看新郎，
刘皇叔洞房续佳偶”中写道：东
吴招亲，刘备来到吴地，与孙权
宴后，孙权送出寺前，二人并
立，观江山之景。玄德曰：“此
乃天下第一江山也！”至今甘露
寺牌上云：“天下第一江山。”后
人有诗赞曰：“江山雨霁拥青
螺，境界无忧乐最多。昔日英
雄凝目处，岩崖依旧抵风波。”
青螺，螺的一种，为药食两用食
物。

中医观点 田螺，为田螺科
动物中国圆田螺或其同属动物
的全体，夏季、秋季捕取。田螺
是我国长江流域居民普遍喜食
的壳类水产品。它分布很广，
江、河、湖、塘、水田等地均有。
中医认为，田螺肉性寒，味甘、
咸，入肺经、肝经、大肠经，有清
热养阴、利湿解毒的功效，适用
于热结小便不通、黄疸、脚气、
水肿、消渴、痔疮、便血、目赤肿
痛、疔疮肿毒等。

《随息居饮食谱》言其“清
热，通水，利肠”。《名医别录》言
其“煮汁疗热，醒酒，止渴”。《本
草拾遗》言其“煮食之，利大小
便，去腹中结热，目下黄，脚气
冲上，小腹结硬，小便赤涩，脚

手浮肿；生浸取汁饮之，止消
渴；碎其肉敷热疮”。《本草纲
目》言其“利湿热，治黄疸，捣烂
贴脐，引热下行，止噤口痢，下
水气淋闭；取水搽痔疮狐臭，烧
研治瘰疬癣疮”。

田螺壳，为田螺科动物中
国圆田螺或其同属动物的壳。
中医认为，田螺壳性平，味甘、
淡，入脾经、肺经，有散结消肿、
敛疮止痛的功效，适用于湿疹、
胃痛、小儿惊风等。

螺蛳，为田螺科螺蛳属动
物，捕捉后，去壳取肉食用。中
医认为，螺蛳性寒，味甘、咸，入
肺经、肝经、大肠经，有清热明
目、利湿消肿的功效，适用于黄
疸、水肿、淋浊、消渴、痢疾、目
赤翳障、痔疮、肿毒等。

《随息居饮食谱》言其“甘
寒。清热，功逊田螺”。《别录》
言其“主明目”。《本草拾遗》言
其“汁主明目，下水”。《日用本
草》言其“解热毒，治酒疸，利小
水，消疮肿”。《本草纲目》言其

“醒酒解热，利大小便，消黄疸
水 肿 。 治 反 胃 ，痢 疾 ，脱 肛
等”。《玉楸药解》言其“清金利
水，泄湿除热。治水胀满，疗脚
气，黄疸，淋沥，消渴，疥疾，瘰
疬，眼病，脱肛，痔瘘，痢疾，一
切疔肿”。

（作者供职于湖北
省远安县中医院）

《三国演义》与清热解毒药
□胡献国

■读名著 品中医

龙眼肉为无患子科植物龙眼
的假种皮。龙眼始载于《神农本
草经》。至明代，陈嘉谟在《本草
蒙筌》中明确指出，龙眼应“取肉
用药”，并首次以“龙眼肉”为正名
编入果部。下面，讲一则哪吒与
龙眼的故事。

传说，哪吒杀死了东海龙王
三太子，还挖了三太子的龙眼。
有一个叫海子的穷孩子生病，哪
吒便把龙眼给他吃了。海子吃了
龙眼之后身体强壮，活了 100 多
岁。海子死后，坟上长出一棵树，
树上结满了像龙眼一样的果子。
因此，人们称这种果子为龙眼。

性味功效

龙眼肉味甘，性温，入心经、
脾经，具有补益心脾、养血安神的
功效。李时珍说：“食品以荔枝为
贵，而资益则龙眼为良。”龙眼肉
富含多糖，具有免疫调节、抗炎、
抗氧化、抗疲劳、抗肿瘤、抗脑缺
血等作用，常用于治疗失眠及抗

疲劳。
另外，龙眼肉多糖可以改变

肠道菌群及肠道代谢产物而增
强宿主应激条件下的免疫功能，
故体弱贫血、年老体衰、久病体
虚者适合经常吃龙眼肉。龙眼
肉含丰富的铁及维生素 B2，可以
减轻子宫收缩及宫体下垂感，所
以妇女产后气血不足，也可将龙
眼肉作为重要的调补食品。龙
眼肉适用于心脾两虚、气血不足
所致面色萎黄、心悸怔忡、失眠
健忘等。

药食养生

脾虚泄泻——生姜龙眼汤
材料：龙眼肉 10 粒，生姜 3

片。
做法：将龙眼肉和生姜洗净，

加入1000毫升清水煎汤。
用法：煎好后代茶饮。
功效：健脾益气、温阳止泻。

龙眼肉入脾经，能温脾阳、止泄
泻；生姜，能温胃散寒。本方适用
于脾阳虚衰、寒邪内生所致的腹
痛、泄泻等。

贫血、心悸——龙眼莲子粥
材料：龙眼肉、莲子、芡实各

等份，白糖适量。
做法：将龙眼肉、莲子、芡实

洗净倒入锅内，加适量清水，大火
煮沸，再用小火熬煮至熟。

用法：煮熟后加入适量白糖
即可食用。

功效：健脾宁心、养血安神。
龙眼肉，补益心脾、益气养血；莲
子，补脾止泻、养心安神；芡实，健
脾止泻；三物合用，适用于心脾两
虚引起的心悸怔忡、失眠健忘以

及便溏泄泻等。
体虚乏力——龙眼酒

材料：龙眼肉100克，白酒500
毫升。

做法：龙眼肉放入白酒中泡1
个月。

用法：每晚睡前饮15毫升。
功效：消除疲劳，补气血。龙

眼肉补益气血，消除疲劳，增强记
忆；每天饮用少量白酒，能行气活
血、温通经脉。对脾胃虚弱、气血
不足引起的倦怠乏力、免疫力低
下，龙眼酒有较好的调节作用。需
要注意的是，对酒精过敏者忌服。

注意事项

脾胃有痰火及湿滞停饮、消
化不良、恶心呕吐者忌服。

孕妇，尤其妊娠早期不宜服
用龙眼肉，以免胎动不安及早产。

龙眼肉含糖量较高，糖尿病
患者不宜多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漯河市
郾城区中医院）

■药食同源

餐桌上的中药之四

龙 眼 肉
□刘婉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