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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说 新 语

中学时学过鲁迅文章《药》，其中有老
栓以被砍头的革命者的血为药引子为其
儿子小栓治疗肺痨的情节。《父亲的病》中
也提到怪异的药引子，“蟋蟀一对要原
配”、“平地木十株”、“败鼓皮丸”、“经霜三
年的甘蔗”。 后来翻阅《红楼梦》，提及宝
钗服用冷香丸，遍采春夏秋冬四季的白花
之蕊，尽集雨水、白露、霜降、小雪四时的
雨、露、霜、雪为药引。这些奇异的药引子
描述，诱发人们无数的好奇。药引子是什
么？它在中医范畴里真正作用是什么？

“药引”一词来源于宋朝。当时和剂
局、惠民局等官办药局将中药制作成丸剂
等易于携带的成品。遇到病人，结合病人
的特点，分别添加适合病人的药物，其中被
添加的药物就被视作引经药。宋朝之后，
由于历朝并没有将和剂局与惠民局这个制

度延续下来，成药就渐渐没有人使用了。
明清以来，用药方式已逐渐恢复成了以汤
药为主的传统模式，但“药引”这个说法却
还是延续了下来，不过概念发生了变化。

《串雅内编》指出：“外感葱白汤下，内
伤米汤下，痰病姜汤下，火病白水下，余可
类推。”有的甚至一方数引，随证应用，药
引子在处方中的作用实有画龙点睛之妙，
也体现了中医文化之博大精深。后来又
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有的医生认为，每
方必加一味药引，如没药引此方就没效
果。而有人认为，这有点自我私利性，是
推卸责任的故弄玄虚。

现在中医如何应用药引呢？ 首先是
增强疗效：治疗风寒感冒的中成药，用热
乎的姜汤送服能增强疏散风邪的作用；或
吃完药喝上一碗热稀粥，既暖胃又发汗，

都能增强药物的疗效；健脾胃助消化的中
药汤剂，常放入大枣；产后淤血多，常会用
到生化汤或生化丸，最好用红糖送服，以
增强补血散寒、祛淤的功效。其次是直达
病处：服用治疗肾虚的中药或中成药，如
六味地黄丸、左归丸、大补阴丸等，最好用
淡盐水送服。

中医认为，盐味咸，可引药入肾，作为
药引能帮助药物直达病变处，更好地发挥
补肾的作用。在中药汤剂中，还有些特定
的“引经药”。如头晕脑涨等头部不适，常
用荷叶、菊花；病位在胸部，常用桔梗、瓜
蒌；在两侧胁肋常用柴胡、青皮；在腰部常
用杜仲、川断；在上肢常用桂枝、桑枝；在
下肢常用牛膝、木瓜，都能使药效“瞄准”
病变处。此外，药引可以缓解“毒性”：清
热解毒药药性寒凉容易伤胃，含贝壳矿石

类的中药较难消化，都需要用米汤送服，
可减少药物对胃肠的刺激，顾护胃气。服
用甘遂、大戟等有毒或烈性药物时，常常
用红枣做药引，以缓解毒性。

药引的种类繁多，但以单味药为多。
例如桔梗开宣肺气，引药上行，上焦病变
多用；牛膝补肾强筋，引药下行，下焦病证
可投；治太阳经病用羌活、防风；阳明经病
用升麻、葛根；少阳经病用柴胡；喉咽病用
桔梗；上肢病用桑枝；下肢病用牛膝等等，
临证验之，多有裨益。

药引子的选用，主要依据疾病的性
质，另外与当地的饮食习性、用药习惯、风
土人情等因素亦有关联。其实药引子没
那么神秘，它是中医学中独特的配伍形
式，能引导诸药直达病所，适应病情的
需要，以更好发挥临床疗效。

（作者为北京朝阳区中医医院医师）

“保肝在平时”

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陈国凤
主任说，对于肝脏，只有了解了它的特点，认识
了它的功能，无恙时才能做到保养得法，生病时
也不至于病急乱投医。

肝脏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器官，具有解
毒、代谢、分泌胆汁、免疫防御等功能，有“人
体化工厂”之称。这个“工厂”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着复杂的“加减”程序，承担着“生产加工中
心”和“污物处理处”的责任。一方面，它把人
体每天吃进去的馒头、米饭、肉、鸡蛋、牛奶等
转变成糖原或脂肪或蛋白质“存起来”；另一方
面，它又通过一定的排泄把人体不需要的、有毒
的物质“排出去”。

此外，因肝脏具有超强的代偿能力，比如切
除 2/3，仅仅剩下 1/3 仍可以正常工作，所以即使
平时肝脏已处于亚健康状态，也不容易被觉察，
并且很多情况下肝脏损伤具有不可逆性。

这些都凸显了“爱肝在日常”“护肝在平时”

的重要性。

警惕“祸从口入”

陈主任说，很多疾病实际上是“吃出来”
的，爱护肝脏要管好自己的嘴，并牢记两大法宝。

法宝一：饮食有度。
生活中酗酒、摄入过多营养容易导致酒精

肝、脂肪肝，这些都是老生常谈。而有些不健康
生活习惯却不易引起重视。比如我们平时吃的火
锅，就存在增加肝脏负担的可能，火锅本身的

“麻”、“辣”、“烫”特性对肝脏具有刺激性；此
外，涮肉时，不知不觉中吃下许多未煮熟的肉，
增加了肝的消化负担。

法宝二：不乱吃药。
生活中常有这样一些人：迷信保健品所谓的

“调理”功效，热衷壮阳药、减肥药、美容药等。
殊不知，“是药三分毒”，“调理”的结果是药物之
间相互作用对人体产生了副作用，直接伤及肝脏。

不久前，来302医院就诊的张华 （化名） 就是
这样的例子。貌美的张华因不满日渐花白的头

发，自己购买何首乌生吃，令她意外的是头发没
变黑，整个人却变黄了。咨询医生后，她才得知

“恶补”何首乌产生了药物副作用，更让她目瞪口
呆的是，她被诊断得了药物性肝炎。

陈主任分析说，不能在不明药理、药性的情
况下胡乱吃药，如果需要，一定要遵从医嘱。

陈主任特别强调，近些年，滥用药物引起的
肝脏损伤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滥用抗生
素、保健品等。

肝脏异常“慌不得”

当我们的肝脏有异常时，它会主动发出诸如
身体疲乏无力、肝区有疼痛、出现肝掌等信号。
对此，陈主任指出，肝脏释放出这一系列的预警
信号其实是在提示我们要有防范和治疗措施了。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去医院检查肝功能。但在
检查中，1-2次肝功能检查中转氨酶偏高还不能确
定肝脏有了问题，还需要持续地检查。

如果检查后被诊断为简单的肝脏损伤，这时
科学地进行修复即可。倘若是严重的肝病，就要
进一步明确是哪种因素引起的，是病毒性传染引
起的，还是药物引起的，抑或是自身免疫引起的
等。

一般来说，常规的肝病治疗是相似的。如注
意休息，饮食上宜清淡，戒酒，谨慎吃药等。但
针对不同病因，具体的治疗又各有侧重，比如针
对“酒精肝”，戒酒就成为最起码、最重要的治疗
要求，甚至要求“滴酒不沾”。如果是滥用美容、
壮阳等功效的保健品引起的肝损伤，则避免再吃
这类药就成为首要治疗方法。如果是病毒性感染
引起的肝病，则要进行抗病毒治疗。

最后，陈主任进一步补充说，不良情绪也会加
重肝病病情。恢复肝脏健康，还要做到“不焦
虑”、“不恐惧”、“不易怒”，注重精神调理，保持
心胸开阔。

最新数据显示，中国有失眠症状者的比例达 46.58%，疑似失眠患者
达15.02%；4.79%的人群需长期服用安眠药方可入睡；82%的人患有睡眠
障碍，失眠症严重影响人类身心健康。

在近日举行的“健康+”梦想论坛上，《2016中国中产阶层睡眠指数
白皮书》 发布。与会专家共同呼吁，在追寻事业梦想的同时，更要关注
自己的睡眠与健康问题。

据悉，参与此次中产阶层睡眠指数调研的人数高达1300万。专家表
示，睡眠不佳已导致身心健康和社会问题——18.7%的人记忆力减退；
16.94%的人有精神问题倾向；4.71%的人有影响交通安全问题，其中 1/4
的人有发生重大人身伤亡事故的风险。

分析参与此次调研的人群发现，三四线城市的人群更关注睡眠，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人群则对事业、工作等赋予了更多关注。

与此同时，宝宝的睡眠也引起人们关注。研究表明，宝宝睡眠质量
决定未来，0到3岁是宝宝的黄金成长期，保证12小时金质睡眠，对大脑
良好发育及未来智商、情商的发展至关重要。

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围绕“健康与睡眠”并结合自己患病以及病
愈后的生活感悟，提出了早睡自然醒、坚持午睡、少喝咖啡、多运动等
助眠建议。他认为企业家和中产阶层群体首先应该是健康人群，必须要
有健康的体魄。

近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高蛋白、高脂肪食物充当
了餐桌的主角，熬夜加班成了生活的常态，出门开车坐车多、走路
运动少，凡此种种不健康生活方式日益威胁着肝的健康。3月18日
是一年一度的全国爱肝日，今年的主题是“生活需要爱心，也需要
爱肝”。可见，爱肝、护肝已超越了传统的疾病预防，上升为一种
健康的生活方式。

肝脏究竟对人体有哪些作用？生活中应该如何爱护肝脏？著名
肝病专家、解放军302医院肝硬化诊疗二中心主任陈国凤，对此作
了解答。

H型高血压成脑卒中罪魁

补充叶酸降风险
王静宇

大量研究显示，血中同型半胱氨酸 （Hcy） 升高，是中国居民卒中高
发的罪魁祸首之一，也是导致高血压病人发生脑卒中的最大帮凶。在中国
3亿高血压患者中，50%至80%的人为H型高血压，其脑卒中的发生风险相
当于正常人群的 10至 28倍。在近日举行的“H 型高血压诊断与治疗专家
共识”沟通会上，与会专家表示，补充叶酸能够使Hcy下降20%，进而使脑卒
中风险下降25%。

为了强调 Hcy的重要性，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心血管病研究所副所长
李建平说，2008 年中国学者开始将这种“伴有同型半胱氨酸水平升高”
的高血压命名为“H型高血压”，这种高血压是最容易发生脑卒中的高血
压，“H”一语双关，既指高血压，又指Hcy升高。在所有研究中，使用
叶酸片进行规范治疗，相比单纯使用降压药，能够多降低脑卒中发生危
险21%。H型高血压人群使用这种叶酸片获益更大。

中国高血压联盟副主席、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孙宁玲说，大量研
究表明，0.8个单位的叶酸片与依那普利组方来降低同型的半胱氨酸作用
是最强的，而且是最安全的。另外，固定的复方跟自由的联合用药相
比，患者的依存性和效果更好，符合“一口水、一片药，安全有效”的
慢病长期用药原则。

多位心脑血管领域专家表示，所有的高血压患者都应该进行血液Hcy
的检测，空腹血浆Hcy≥10μmol/L即为超标。H型高血压
患者除进行一般高血压患者的生活方式干预外，应该尽可能
多地摄入富含叶酸的食物，包括动物肝脏、绿叶蔬菜、豆
类、柑橘类水果、谷类等。因为正常的饮食摄入很难获取每
天0.4毫克以上的叶酸，所以对于H型高血压患者来说，药
物治疗应该作为首选。

《2016中国中产阶层睡眠指数白皮书》发布

八成以上人群患睡眠障碍
珏 晓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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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药引子有何奇妙作用？
王红蕊

专家教你专家教你

怎样与肝脏做朋友怎样与肝脏做朋友
刘刘 娟娟 戴戴 欣欣

阜外医院 （视频） 学院成立

本报电 （胡洋、宣男）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日前成立阜外医院 （视
频） 学院。该学院由阜外医院学术委员会进行学
术指导，24小时医学频道作为主要协作方提供技
术支持。

据介绍，阜外 （视频） 学院将面向全国心血
管临床和科研工作者，以互联网方式进行视频教
学，采用录播或直播，并结合线下培训的方式，
传播规范的心血管病学和相关学科知识。课程来
源包括阜外医院举办的进修医生课程、医院组织
的国际或国内会议、教学疑难病例讨论、继续教
育培训项目和手术视频等。

股骨头坏死救助项目启动

本报电（王丽） 2016年中央财政支持社会组
织示范项目“站立计划——中西部贫困地区青壮
年股骨头坏死肢残人救助项目”近日在北京年轮
中医骨科医院启动。

据介绍，2015 年该项目启动以来，已救助贫
困地区股骨头坏死肢残者 100人。今年，“站立计
划”项目再次获得中央财政支持100万元，北京年
轮中医骨科医院将与中西部各省残联、肢协对
接，寻找和筛查适合救助的股骨头坏死肢残患
者，经项目组委会审核确定后，将其纳入救助范
围。今年该项目计划再对100名患者实施救助。

健康报发起“关爱震颤人群”活动

本报电（马佳） 在 《健康报》 创刊 85周年纪
念活动上，由健康报社发起，相关热心公益的企
业参与，“关爱震颤人群”项目同步启动。

据介绍，震颤是一种由于老龄化神经性衰退
导致的疾病，65岁以上发病率为10.5%。此类震颤
患者没有具体病因，也无药物及其他有效治疗手
段，长期的手部抖动使其进食非常不便，须借助
医疗硬件才可改善甚至较大程度恢复其生活质量。

近年来，中药美容方兴未艾。事实上，中药
美容如果使用不当，不仅起不到美容目的，反而
会损害健康。

中药美容是通过服用或者外用中药美容试
剂来治疗或养护肌体的一种美容方法。一般来
说，由于中药美容主要是通过一些天然的动植物
和矿物成分来调理机体，对人体的副作用相对较
小，所以，很多人认为中药美容是一种既安全又
有效的美容方法。

有关专家表示，中药美容虽然整体而言其药

理作用比较温和，然而，在现在经常用到的美容
护肤药物中，也有一些中药成分刺激性很强，容
易引发毒性反应和变态反应。因此，如果不慎重
对待中药美容，片面认为中药无毒副作用，在不
明白药理药性的情况下经常使用中药美容，有可
能会因为过量使用或者食用方法不当给人体带来
不良影响。中药美容并非绝对无害，没有相关中
医知识的人，一定要在专业医师或者美容师的指
导下科学适量用药，才能避免不必要的身体伤
害，达到预期的美容效果。

中药美容并非万无一失
彭永强

美 颜 新 知

少喝酒少喝酒 别乱吃别乱吃 多休息 不焦虑 不恐惧 不易怒不易怒

五个护肝小窍门
不喝酒。能不喝酒就不喝，能少喝就少喝，即使到了非喝不可的

地步，也是点到为止。
吃新鲜食物。尽量吃新鲜的蔬菜、瓜果、牛奶等。腌制的咸菜、

油炸食品尽量少吃。只吃自家腌制的时间比较短的腌菜，尽量不吃街
边烧烤、凉拌菜等。吃火锅尽量选择单人的，避免过于麻、辣、烫。

饮食原则。高维生素、高蛋白、低脂肪、低糖。
戒怒减压。中医认为“怒伤肝”，若情绪不好，要学会“移情移

性”。在工作中遇到不开心的事，下班马上回家；生活中遇到不开心
的事，出门散散步。工作劳逸结合，因为劳累会加重肝脏负担。

生病先吃中药。慎用对肝脏有损害的药物。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