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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天天服服膏膏，，好好比比打打支支预预防防针针

11月7日，进入立冬节气。
冬季气候寒冷，植物凋零，动
物也进入了蛰伏状态。人顺应
自然，也进入代谢缓慢、物质
贮存的阶段。中医认为，人应
顺应“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的四季特点，收敛生机，养精
蓄锐。因此，一年中进补的最
佳时节也到来了。

说起进补，历来有服用膏
方的传统，膏方是以三四十味
甚至更多味中药组成的大复
方，强调治养结合，蕴含着中
医阴阳调平的理念。不过膏方
虽好，服用也应避开诸多误
区。

10月23日，山东省中医院膏
方节义诊现场，38岁的济南市民
孙先生坐在综合内科诊台前。虽
然正值壮年，但他时常感觉身体
发懒、倦怠乏力，没有精神，晚上
睡眠浅、容易惊醒，腰部也常感
觉酸软。省中医副主任医师谭维
勇诊断后认为，孙先生舌质暗红
苔少，脉细数无力，证为肝肾阴
虚、肾精不足，为他开了一料滋
阴补肾的膏方。

大多选择膏方进补的就
是这样的亚健康人群、慢性病
人群。11月7日已进入立冬节
气，考虑冬季进补、调理的人
也渐渐多了起来。从现在起到
明年1月，山东省中医院、省千
佛山医院等我省几大医院膏
方门诊也将陆续开诊。

民谚有“三九补一冬，来
年无病痛”之说。冬季自然界
阳气收敛，万物凋零，动植物

均进入蛰伏状态，人应自然，
冬季新陈代谢缓慢，顺应“春
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理
论，在此时进补，有利于把精
华物质储存体内，从而增强
机体的抗病祛邪能力。

膏方在江南一带已流传
了近两千年。东汉张仲景《金
匮要略》记载的大乌头膏、猪
膏发煎是内服膏剂的最早记
载，不过，那时的膏方只有几
味药组成，主治病证相对简
单，至明清时期，蕴含中医调
平理念的膏方才开始形成。

当时，膏方只有官宦富
贵人家才能享受到。谭维勇
博士师从沪上中医名家陈湘
君教授。他说，民国时沪上名
医开具一料膏方单诊金就
100大洋，方中常含野山参、
冬虫夏草等名贵中药材。

为了膏方的推广应用，使

广大普通百姓受益，平民膏方
多以常规中药饮片为主，参类
也多用价格相对便宜的种植人
参、高丽参等，因此，价格也就
降了下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2009年起，膏方逐渐在
北方兴起。

主动到中医门诊开膏方
的多是“回头客”。省中医肺病
科主任医师张伟教授说，呼吸
系统疾病如慢性阻塞性肺病、
哮喘等，遇冷容易加重，有的
病人服用膏方后反馈，感冒明
显少了，即使感冒，而肺病的
憋、喘症状也减轻了不少。

膏方对调理心脏病也有
明显效果。该院心病科主任
医师薛一涛教授说:“我的一
位老病人60岁，患有心绞痛，
体内放置了9个心脏支架，吃
了几年膏方，心绞痛不发作
了，每年坚持服用。”

膏方，俗称“膏滋药”，属
于中药的丸、散、膏、丹、汤、
酒、露、锭八种剂型之一。开
方医师根据患者不同体质和
病证开具不同处方，一人一
方，药材经反复煎煮，去渣取
汁，经蒸发浓缩后，掺入糖或
蜂蜜等辅料，便制成一种稠
厚的半流质或冻状的内服中
药制剂。

中医讲究阴阳平衡，认
为人体阴阳失衡即是疾病状
态，如“阴虚、阳虚、气虚、血
虚”，实际上，许多人的体质
寒热夹杂、虚实夹杂，而膏方
的作用就是“纠偏”，但不能

“矫枉过正”。一料膏方中的
几十味中药互相制约，看似
庞杂，其实井然有序，以把人
体调补到阴阳平衡的最佳状
态。因此，膏方的开具极考验
医生的药物配伍水平以及对
病证的精准把握。

省中医综合内科主任医
师赵泉霖认为，膏方体现了
四大特色，一为补虚扶弱，补
中寓治，治中寓补。膏方常用
人参、西洋参、河车粉、冬虫
夏草等贵重滋补药品，收膏
所用阿胶、鹿角胶、龟板胶等
胶类本身又有养血止血、滋
阴润肺、大补元气、生精补髓
等补益之功。

二为以衡为用，未病先

防。有人说，冬令服膏就好比
打一支中医的“预防针”。

三为一人一方，度身定
制。一料医家所开的膏方功
效好于市售的固定膏方，是
因为医家经辨证，根据病人
虚损情况随病加减，而非见
虚蛮补。

第四，简便易服，口味怡
人。膏方多由专业人员熬制
成品，无需患者每天煎煮，每
次服用一汤匙，简单方便。同
时，膏方辅以糖类调制，缓和
了中药的苦味，可以长期服
用。

谭维勇说，在上海，开具
一料膏方可吃2-3个月，膏方
药性温和，但药力更持久。三
类人群最适合服用膏方:

一是处于“亚健康状态
者”，平时无慢性疾病，但容
易感冒，长期劳累或压力负
担过重而致身体疲劳、虚弱、
免疫力下降的人；二是慢性
疾病患者，服用膏方长期缓
慢调理，这些慢性疾病如慢
性支气管炎、肺气肿、支气管
哮喘、高血压、冠心病、高血
脂症、糖尿病、慢性胃炎、慢
性泌尿系统感染、贫血、类风
关、腰椎间盘突出、红斑狼
疮、骨关节炎、夜尿增多症、
男子性功能障碍、女子月经
不调、不孕不育症等各种非

感染性慢性病；三是康复患
者，如手术后、肿瘤放化疗
后、出血后、大病重病后、产
后身体极度虚弱的人。

膏方处方少则二三十味
药，多则五六十味药，如何用
药可是一门大学问。由于膏方
在我省兴起不久，未经培训的
中医未必能开具真正符合患
者体质、病证，遵循药材性质
的膏方。在山东省中医院，只
有经过培训的副教授以上级
别的医生有资格开具膏方。

一位业内人士调查后发
现，许多医生开具的膏方并不
合格，有的膏方只是十几味中
药组成的药方，有的膏方见虚
蛮补，还有的膏方追求药物效
用的面面俱到，导致主攻不明
显，失去了明显的功效。谭维
勇建议，患者应当尽可能选择
正规医疗机构，找有多年开方
经验的医生开具膏方。

有一种对膏方的误解
是，膏方仅用来滋补。张伟认
为，“膏”是中药的剂型之一，

需正确看待膏方的作用，不
迷信膏方，目前，省中医开具
的膏方中，养生保健和治疗
疾病的膏方各占一半，其实，
膏方不仅可以补虚、养生保
健，还可以治病。不过，与汤
药相比，膏方收效慢，短期治
疗作用弱，着眼于长期的身
体调理，因此在疾病的稳定
阶段适合用膏方。此外，膏方
可补可泄，中医理念中，“泄”
也是调平阴阳的一种途径。

一般来说，膏方的最佳
服用时间从冬至日起大约50
天，也就是冬至以后的“头
九”到“六九”，或服至立春前
结束。张伟说，膏方的服用四
季皆宜，冬令进补只是运用
膏方的一方面，比如春季自
然界阳气升发，此时服用膏
方可滋阴、养阴、润燥，可结
合时令因素开具膏方。

膏方还分为荤膏、素膏，
素膏不含胶类，荤膏加入了阿
胶、鹿角胶、龟板胶等胶类。谭
维勇说，胶类本身就具有滋补
作用，痛风、代谢紊乱综合征
等的患者不适合服用荤膏，少
数民族患者由于民族习惯有
的也不适合用荤膏。

此外，冬令进补还要注
意相关食材辅料的选用要有
针对性。山东省千佛山医院
中医科主任医师宋鲁成说，
如高脂血症、高血压等用黑
芝麻；便秘宜用黑芝麻、蜂
蜜；老年肾虚、腰膝酸软用核
桃肉；气虚血亏用桂圆肉。

医生在开具膏方处方时
需要注意:以平为期，不宜太
过；通补结合，不能只补不
通；温凉适度，不能一味温
补；必须顾护胃气；注意方中
药物的偏颇及其相互佐治。

按中医理论，生姜是助阳
之品，自古以来中医素有“男
子不可百日无姜”之语。宋代
诗人苏轼在《东坡杂记》中记
述杭州钱塘净慈寺80多岁的老
和尚，面色童相，“自言服生姜
40年，故不老云”。传说白娘子
盗仙草救许仙，此仙草就是生
姜芽。生姜还有个别名叫“还
魂草”，而姜汤也叫“还魂汤”。

《神农本草经》将生姜列为中
品，也是药食同源的。

《神农本草经》把姜列入
中品，中品是用来养性的，养
性就是指用来治病的，如果身
体有了偏颇，我们就可以用这
个姜来调整身体的偏颇。《神
农本草经》记载说：“生姜，味
辛温，主胸满咳逆上气，温中
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澼，
下利，生者尤良。久服去臭气，
通神明。”什么意思？就是说生
姜有温中止血的功效，同时还
能逐风湿痹。久服能通神明让
人更清醒。

干姜用得很多，张仲景曾
创了一个方子，叫理中汤、理
中丸。还有一个四逆汤，这是
张仲景最著名的方子，是温脾
肾之阳的。理中汤和理中丸发
展到今天，又加上了一味附
子，这服药我们在药店能买
到，叫附子理中丸。附子理中
丸主要针对因为受寒引起脾
肾阳虚。这个药拿来一嚼，有
点辣，里面主要的成分是干
姜。附子理中丸对由寒气伤到
胃引起的胃疼有不错的治疗
效果，这个药不用多吃，一丸
两丸下去之后，疼痛就能马上
得到缓解。

很多人在感冒的时候都
会用生姜来发汗，这是民间常
用的一个方法。感冒，中医一
搬把它分为风寒和风热两种，
其实风寒风热是感冒的不同阶
段，感冒初期，一定会感觉到身
上发冷，有的时候是瞬间的，有
的时候会持续几天。在感冒初
期把寒邪给散出去是非常重要
的，散出去就没问题；如果邪气
散不出去，会继续往里边走，产
生一种热象，中医叫入里化热，
这时需要用风热感冒的方法来
治疗。在感冒初期，用三五片生
姜，然后配上6克的苏叶，一起
煮三分钟之后喝下去，等出一
身汗，寒气就散掉了。苏叶也有
解表的作用，是一种食物，紫苏
叶经常拿来做咸菜，尤其是朝
鲜族。如果在感冒初期，没有及
时把寒气去除掉，等咳嗽了，嗓
子疼，有黄痰，再用姜就不灵
了。

生姜还有一个小用法，是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边记
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
我们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天
气很凉，就很容易伤到我们脾
胃，李时珍介绍的方法就是切
几个生姜片含在嘴里边。姜的
暖热之气会进入我们的脾胃，
保护我们的脾胃不被寒湿之
气伤到。

◎慢性病、亚健康 宜用膏方调补

◎补虚扶弱 三类人最适宜

◎四季可服 短期药效小于汤药

堂主：孙立照养生堂

孙立照，高级中医养生
师，山东广播电视台《养生》
栏目制片人，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会员，山东省科学养生
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山东省
青联委员。《食品与健康》、

《长寿》等杂志专栏科普作
者。

常用食材养生

——— 姜

本报记者 徐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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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不适合

服膏方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中医科主
任医师宋鲁成说，膏方制作过程
中，收膏加入了大量的糖、蜂蜜和
胶类，因此胃肠功能不好的不易
吃，血液化验确定血液黏稠度高的
人也不易吃含有胶类的膏方。此
外，膏方性状多滋腻，痰湿体质的
人不宜吃，这类人大多体形偏胖，
时有水肿，大便不爽或溏稀，这种
体质的人如果没有调理好肠胃就
吃膏方，沉积的厚腻之物会越来越
多，可先服用开路方，调理肠胃。

膏方如果吃得不好对孩子也会
有副作用。孩子吃了热性的药材，比
如红参、鹿茸等，可能会造成性早
熟，为孩子的成长带来困扰，吃得太
补，也会造成肠胃负担，吸收不了必
需的营养，影响孩子生长发育。

一料膏方服用时间约2个月，
价格在1500元至3000元不等，成本
较高。因此，宋鲁成建议，医生开具
膏方后，正式制作膏方之前，最好
先服用膏方熬制的汤药2至3服，如
没有明显副作用再作为膏方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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