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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我识中药

冬春季节，如何保护脑血管
���脑血管疾病以 “发病率高 、致残

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的特点而
为人们所重视。 而在冬春季节，脑血
管疾病的发生和复发最为常见。 日常
生活中突然出现头痛、头晕、恶心、肢
体麻木、言语不利、口眼歪斜等症状
时，大家就应当警惕。 天气寒冷、情绪
波动、饮食不节、服药不及时等是引
起冬春季节脑血管疾病高发的原因。

冬春季节一般天气寒冷，早晚温
差大。 中医上讲，寒为阴邪，寒性凝
滞，容易导致经脉阻滞不通，出现疼
痛的症状；寒性收引，易使腠理筋脉
收缩挛急， 有肢体活动不利的表现。
我们应随时关注气候变化，注意日常
保暖。

情绪因素对疾病产生的影响，中
医称之为“七情致病”。 强烈持久的情
志刺激会导致机体正常功能失调，诱
发心脑血管疾病。

饮食因素也是引起疾病发生的

原因。 其他如过度劳累、漏服药物、嗜
好烟酒等也会诱发脑血管疾病。

冬春季节如何预防调护脑血管

疾病呢？
避寒保暖。 天气寒冷，大家要注

意保暖，以防寒邪的侵袭。 尤其是脑
卒中患者对天气变化适应性较差，更
应注意这一点。

平和心态。 大喜大悲等过度情绪
波动是导致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
因此， 乐观平和的心态显得特别重
要。 老年人更应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保持心态平和、心情舒畅，减少脑血
管疾病意外的发生。

饮食有节。 尽量饮食清淡，低盐
低脂，有糖尿病的朋友还要注意低糖
饮食。 适当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
物，多饮水。

适量运动。 保证充足的睡眠，运
动锻炼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强度，可
选择动作较舒缓的运动方式 ， 如慢
走、太极拳等。

按时服药。 很多患者做不到按时
按量服药， 这对脑血管病的预防是很
大的风险。 对于高血压、高脂血症、糖
尿病、中风患者，应定时定量服药才能
保证最大治疗效果，降低疾病再发率。

如果患者突然出现头痛、 头晕、
恶心、口眼歪斜、肢体麻木、言语不利
等症状， 请立即拨打 120 急救电话，
到附近有救治能力的医院及时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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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峰，男，硕士研究生，主任医
师， 周口市中医院脑病四科主任，毕
业于河南中医学院中西医结合脑血

管病专业，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

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常委、周口市中西
医结合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周口市中西医结合眩晕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等。 其主要从事中西
医结合神经内科疾病的诊疗，擅长中
西医治疗中风、偏瘫、眩晕、头痛、失
眠、痴呆、面瘫、脊髓炎及抑郁症、焦
虑症等神经系统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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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之茵陈

������相传， 有一个黄痨 （黄疸） 病
人， 身目姜黄， 眼睛凹陷， 浑身无
力， 人亦消瘦。 这天， 他拄着拐杖
来找华佗： “先生， 请你给我治治
吧。” 华佗见病人得的是黄疸病， 摇
摇头说： “眼下都还没有找到治这
种病的办法， 我也无能为力啊！” 病
人只好愁眉苦脸回家。

半年后， 华佗又碰见那个人， 谁
料想这个病人身强体壮、 满面红光。
华佗大吃一惊， 忙问： “你这个病是
哪位先生治好的？” 那人回答： “我
没有请先生看， 病是自己好的。 对
了， 因为春荒没粮， 我吃了一段时
间的野草。” 华佗着急地问： “你
吃了多少天？ 吃的是什么草啊？”

“吃了一个月。 我也说不清楚是
什么草。” 说完， 那人领着华佗走到
山坡上， 指着一片野草说： “就是这
个。” 华佗一看， 说道： “这不是青
蒿吗？ 莫非能治黄疸病？ 嗯， 弄点回
去试试看。”

于是， 华佗就用青蒿试着给黄
疸病人下药治病 。 但连试用几次 ，
病人没一个见好。 华佗以为先前那
个病人认错了草 ， 便找到他 ， 问 ：
“你真的是吃青蒿吃好的？ 吃的是几
月里的蒿子？” “三月里的。” 那人
回答。

“春三月间阳气上升， 百草发
芽， 也许三月里的青蒿有药力。” 第
二年开春， 华佗采了许多三月间的青
蒿试着让黄疸病人吃， 这回吃一个好
一个。

为把青蒿的药性摸得更准， 第
二年， 华佗逐月把青蒿采来， 分别
按根、 茎、 叶放好， 然后给病人吃。
华佗发现， 只有幼嫩的茎叶可入药
治黄疸。 为容易区别， 华佗把可入
药治黄疸的幼嫩青蒿取名 “茵陈”，
又叫 “茵陈蒿”。 他还编四句话： 三
月茵陈四月蒿 ， 传与后人要记牢 。
三月茵陈能治病， 四月青蒿当柴烧。

本品为菊科植物滨蒿或茵陈蒿

的干燥地上部分。 春季幼苗高 6cm~
10cm 时采收或秋季花蕾长成至花初
开时采割， 除去杂质和老茎， 晒干。
春季采收的习称 “绵茵陈”， 秋季采
割的称 “花茵陈”。

【性味与归经】 苦、 辛， 微寒。
归脾、 胃、 肝、 胆经。

【功能与主治】 清利湿热、 利
胆退黄。 用于黄疸尿少、 湿温暑湿、
湿疮瘙痒等。

【用法与用量 】 6g~15g。 外用
适量， 煎汤熏洗。
（供稿 ： 周口市中医院主管中药师
曲永红）

先辨明体质再养生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养生越来
越受到人们关注。 然而，真正懂得养生
之道者又有多少呢？ 往往是有人说绿
豆可以治百病， 就会有大批的人来囤
积绿豆；有人说茄子可以防癌，就又有
人蜂拥一般去买茄子。 难道养生也可
以跟风吗？ 显然是不可以的。 没有哪一
种养生方法是适合所有人的， 假如你
还没有弄清自己到底属于哪种体质 ，
那又何谈科学养生。

同样是喝凉茶， 有的人会神清气
爽；有的人会腹胀 、腹痛不已 ；而有的
人则无明显不适， 但是夜间却睡不着
觉。 同样是吃人参、红参，有的人可以
从中吸收大量的养分； 而有的人却身
体发热，甚至流鼻血。 同样的环境下，
有的人会大汗淋漓， 而有的人却手脚
冰凉，必须厚衣加身。 同样是人，为什
么差距就这么大？ 其实，世界上没有两

片相同的树叶，也没有两个相同的人，
存在个体生理差异的原因很简单 ，一
句话：体质使然！

体质是指人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
禀赋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形

态结构、 生理功能和心理状态等方面
综合的、相对稳定的固有特质。 根据体
格、体能和适应能力这 3 个方面可以将
体质分为平和体质、阳虚体质、气虚体
质、痰湿体质、湿热体质、阴虚体质、血
瘀体质、气郁体质、特禀体质 9 种类型。
体质可以反映人体的生命活动、 运动
能力的水平。 体质平和，才是我们生命
活动、工作和学习的基础。 每种体质必
定对应着某些疾病。 9 种体质，1 种平
和，8 种偏颇。这 8 种偏颇的体质，就像
通往疾病的 8 座桥梁， 关键是要找到
属于你的那种体质， 你正在走的那座
桥。 在体质形成过程中，先天因素起着

决定性作用。 但是，人的体质在一生中
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在后天各种因素
的影响下变化着。 良好的生活环境，合
理的饮食、起居 ，稳定的心理情绪 ，可
以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 反之，则
会使体质衰弱，甚至导致疾病。 随着人
类物质生活及文化生活的不断改善 ，
人们对于健康和长寿的要求变得日益

迫切。 因此，如何保养体质越来越成为
人们关心的话题。 改善后天体质形成
条件，可以弥补先天禀赋之不足，从而
达到以后天养先天， 使弱者变强而强
者更强的目的。

养生从 “治未病 ”开始 ，而调理体
质是养生的基础 ，是 “治未病 ”的必经
之路。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保健医生，对
自己的身体健康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
（周口市中医院康复中心 杨彦峰）

中医养生

脑病名方：补阳还五汤
主治：中风之气虚血瘀证。
功用：益气、活血、通络。

方 药 组 成 ： 黄 芪 （ 生 ）
120g， 当归尾 6g， 赤芍 5g， 地

龙 （去土 ） 、 川芎 、 红花 、 桃仁
各 3g。

每周一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