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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见到曹云伟时，天气很好，
没有风。他和老伴王掊芬正在地里忙
乎——给灯盏花除草。“这比种植玉
米、油菜等农作物收益要高不少。9
月份第一刀的收入大概是每亩 5000
多元，接下来我们要割第二刀。”曹
云伟说。

这里是位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
族自治州泸西县上新民村的灯盏花规
范化种植基地。小雪节气刚过没多
久，但见一丛丛绿油油的灯盏花长势
喜人。几朵粉紫色的花朵淡雅清新，
迎风摇曳。当地人说，等到灯盏花盛
开的时候，千万朵粉紫色的小花挨挨
挤挤，汇聚成一片绚丽的花海，那画
面别提多美了。

灯盏花，又名灯盏细辛，因花似
灯盏、根似细辛而得名，有着“滇南
灵草”的美誉。灯盏花最早明确记载
于明代医药家兰茂所著的 《滇南本
草》，是菊科飞蓬属的一年生草本植
物，主要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尤以
云南灯盏花药材资源最为丰富，产量
占全国资源总量 95%，获国家地理产
品标志保护。

一朵治病花
中风最怕它

小小一朵灯盏花，别看它弱不禁
风的样子，对于中风的治疗，很有
一套。

云南省丽江市中医医院副院长陈
朝丽介绍，灯盏花性寒、微苦、甘温辛，
具有祛风散寒、活血通络、消炎止痛等
功效，是一味经典的民族药材，在治疗
中风和中风后遗症方面有着悠久的使
用历史。云南傣族、彝族、苗族、白族、
傈僳族等都有灯盏花治疗中风和偏瘫
的记载。比如，傣药著作《啊皮塔麻接
干比》中讲，灯盏花可治疗风湿病、中
风偏瘫、痴呆、感冒咳嗽、牙痛、头风
痛、眩晕等。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灯盏花中的
总黄酮及其灯盏乙素和咖啡酰类化合
物，被认为是主要有效成分，对心脑
血管类疾病所致的脑偏瘫、冠心病、
脑血栓、脑出血、脑栓塞、微循环障
碍等疾病有显著疗效，被收录于历版

《中国药典》 中。
云南泸西地区盛产灯盏花。一直

以来，当地百姓有食用灯盏花的习
惯。当地人介绍，祖辈们经常用野生
灯盏花炒鸡蛋或炖鸡蛋吃，有时直接
用灯盏花熬成汤后热敷眼睛。为了方
便使用，当地百姓把野生灯盏花移栽
到自家的房前屋后或庭院里，以便随
时冲泡代茶饮用。

1969 年，云南药物研究所派出
研究人员深入民间收集中药配方，文
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一位 90 多
岁的苗族老中医献出一方：用灯盏花
炖鸡蛋可用于治疗脑偏瘫。接下来，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等单位开展临床
试验，发现灯盏花提取物用于心脑血
管类疾病所致的脑偏瘫等疾病疗效显
著。从此，灯盏花走上了发展的快
车道。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从事灯盏

花的基础和应用研究数十年。在他看
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疾病谱也在
不断变迁。其中，以心脑血管疾病为
代表的慢性疾病和亚健康人群，正在
成为影响人民群众健康的重大因素。
从既往临床应用经验来看，灯盏花在
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等领域具有独特
作用。

灯盏花素片、灯盏细辛软胶囊、
灯盏细辛胶囊、灯盏生脉胶囊、灯盏
细辛注射液、灯盏花素注射液和注射
用灯盏花素……经过多年研究，医疗
机构、研究机构和龙头企业根据灯盏
花提取物开发出一系列药品。目前灯
盏花上市相关药品 40 种，其中九成
多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专家表示，灯盏花类中成药药效
成分清晰、作用机理清楚、多组分、
多靶点协同作用，将在未来崭露头
角，尤其将在治未病、慢病管理以及
防 治 阿 尔 茨 海 默 病 中 发 挥 独 特 的
作用。

一朵致富花
人们都爱它

曹云伟今年 5 月份才开始种灯盏
花，之前听说过，但是不敢种。

在得到了云南泽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的技术支持后，曹云伟这才
涉足灯盏花种植。“我们只要按照公
司的标准和要求进行种植就行，他们
提供从种植技术、施肥指导到收购等
一系列保障措施。相当于他们雇了我
们。”曹云伟说，“主要打理工作就是
人工除草。如果过多使用除草剂，农
残就会超标。”

在密密麻麻的灯盏花中，关德军
一眼就能看出哪一株病了。作为云南
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他
在大田里摸爬滚打十多年了。“这一株
的红色部分是霜冻导致的。前两天泸
西下霜了。”关德军说，“灯盏花从选地
开始就要注意，周围不能有污染，也不
能有其他菊科类植物，避免串种，保证
纯度；空气要很好，地得有坡度。”

“灯盏花喜欢水源条件好、土质肥
沃、排灌良好的砂壤土或红壤土。”云
南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
国介绍，灯盏花生长周期相对较短，一
年可播种两次，每亩每年可采收 4—5
茬。这种高频次的采收模式，就如同割
韭菜一般。如果不及时采收，灯盏花的
生长会快速达到一个顶峰，随后便会
进入衰退期，所含有效成分也会随之
降低。因此，种植技术员对采收期的把
控极为严格，须确保在最佳采收期的
15天内进行采收。

目前，云南已建成我国规模最
大、规范化栽培与加工技术最成熟的
灯盏花种植基地。红河、大理两地灯
盏花种植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80％
以上。其中，红河凭借高海拔、光照
充足、昼夜温差大、优质的空气和土
壤条件等自然条件，被鉴定为灯盏花
最适宜的种植区。2009 年，国家标
准 《地理标志产品红河灯盏花》 颁布
实施，测定红河人工栽培灯盏花的灯
盏 乙 素 含 量 普 遍 在 2.20%—2.78%，
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标准的
0.3％高出近 10倍。

“红河灯盏花不论在产量、外观
还是内在品质上，都优于其他产区的
灯盏花。”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质量总监林炎海说，根据测定，
红河灯盏花的有效成分比其他地区高
出 37% 至 50%。这与红河特殊的气候
条件分不开——太阳投射角度较大、
变化幅度较小；白天光照充足、温度
高，光合作用强，积累的有机物质
多；夜间温度低，有机物消耗少，有
利于灯盏花养分的合成积累，再加上
土壤中各种元素含量的独特性，让红
河成为灯盏花药材道地产区。

随着技术的进步，如今，灯盏花
的种植季节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春秋
两季，而是可以根据需求灵活调整。
例如，有些地方选择冬季播种，来年
四五月份便可采收。

云南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徐云波，从事灯盏花产业相关工
作近 15 年。“灯盏花从整地、播种育
苗、除草、施肥到采摘收都需要大量工
人，有效解决了当地村民就近务工的
需求，增加了基地附近老百姓的收
入。”她说，他们采用“公司+基地+农
户”的模式推广种植灯盏花。2018 年
至 2023 年，公司在泸西县中枢镇、金
马镇、白水镇等 6 个乡镇累计推广种
植灯盏花 2 万亩，平均亩产值 1.5 万
元，实现灯盏花农业产值约 3亿元。

在泸西县金马镇石缸冲村，杨老
三已经种植灯盏花四五年了。“亩产
量越来越高，药材质量越来越好，亩
产值也从刚开始七八千元做到现在的
1.5 万元以上。”他说，家里也有了许
多喜人的变化——老房子翻新重建
了，在泸西县城买了两套商品房。现
在两个儿子大学毕业后也回到家乡，
和他一起种植灯盏花。

一朵产业花
科技加持它

在灯盏花种植基地转了半晌，鞋
子底和帮都染红了。云南的红土地，
真是名不虚传。这样的地，不光富含
各种矿物质，还很松散，不容易板
结。而防止土地板结，是灯盏花种植
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之一。

曹云伟的地里，隔几米远，就竖
着一根管子。“这叫站管，站立的管
子。”关德军说，“以前用铺设在地里
的喷灌设施，喷出后砸在地上就容易
造成土地板结。这种站立的喷灌，喷
出的水像小雨和雾一样，润物细无
声，会逐渐渗透进土里去。”

“这样可以保证灯盏花根部的呼
吸作用。”关德军进一步解释，“根部呼
吸作用强时，氧气充分，肥料就吸收得
好，抗性就强，病情就越少，农残也就
控制得越好，形成了良性循环。”

灯盏花种植技术一直走在科技创
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路上，人工种植
的有效成分含量是野生资源的 3 倍以
上。种源丰富，现有泽生、滇灵、艾
瑞杰等 14个获得新品种证书的种源。

目前，红河灯盏花已经在泸西等
地实现了高水平的规范化种植。市面
上 80％的灯盏花原料来自规范化种
植基地，保证了原料的可靠来源和品
质。同时，推广利用“直播覆膜避雨
栽培模式”，根腐病发病率从 70％降
到了 5％以内，良种覆盖率超过 80%，
是云南省首个实现中药材良种化的
品种。

有了品质的保证，一朵花可以成
就一个产业。2023 年，全国以灯盏
花为原料的药品、制剂实现销售收入
约 60 亿元，其中云南灯盏花系列产
品实现销售收入近 20亿元。

近年来，云南省各大高校、科研院
所和龙头企业联合，围绕灯盏花从育
种、规范化种植技术、药理药效评价、
有效成分提取、加工工艺和产品开发
等领域密集发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我们专注灯盏花 20 多年，坚持
以科技助力产业发展，以实现医学价
值为核心。”云南生物谷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胡建辉说，公司一直致
力于灯盏花的研究、开发、产品生产
和销售，现已实现一级预防、二级预
防、急性期治疗等领域的全生命周期
布局，完成了灯盏花口服制剂在心脑
血管疾病康复及二级预防领域的循证
医学研究工作。

而这一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
在灯盏花的大田里。“灯盏花是治病
救人的。”曹云伟说，“我们种它，首
先要保证品质，不会出现农残等各种
问题，这样别人才会放心用它。”

题图：上新民村的灯盏花规范化
种植基地。  本报记者  王美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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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万年，泱泱华夏，自轩辕氏经略四方、
神农氏遍尝百草以来，中华各族儿女跋涉耕耘，
持续探索着新的食材和烹饪方法。以万方变化
融入日常，中国饮食文化的每一点进步，都促
使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进一步发展强壮。

天人合一，以食养生。“天人合一”是中国
哲学最根本的世界观。“天地运而相通”，古人
发现天文现象与人的生理情况动态关联，后经
仰观天象创立了“干支纪年法”，不仅可以纪
年，还可以纪月、纪日和纪时。在农历干支年
份、月份和节气变化时，古人往往基于天时轮
转、物候变化调整饮食结构，起到健体防病的
作用。比如，孙思邈提出：“当春之时，食宜省
酸增甘，以养脾气。”后人进一步总结出：“春
吃甘，脾平安；夏吃辛，养肺金；秋吃酸，护
肝胆；冬吃苦，把肾补。”

由此可见，将饮食与天时和中医药理相融
合，通过食疗收获养生健体的功效，是中国饮
食文化长期追求的。

除了日常饮食注重“五谷为养，五果为助，
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以外，古人还发现了许
多具有独特药理价值的食物，并创造出适宜的
烹饪方式。

成书于汉代的 《神农本草经》 记载了酸枣、
橘柚、葡萄等数十种药用食物，并指出这些食
物有“轻身延年”的功效。其后，《伤寒杂病
论》《千金要方》《本草纲目》 等中医药巨著均
收录了大量药膳配方，如百合银耳粥、十全大
补汤等，时至今日仍被广为沿用。

阴阳平衡，中和为美。古人认为，一切事
物均有阴、阳两种属性，而木、火、土、金、
水是构成宇宙万物的基础元素，在人体则分别
对应肝、心、脾、肺、肾五脏，阴阳平衡、五
脏协和则身体健康。合理饮食是以外补内的重
要方式，食材之间的搭配、饮食对脏腑的补益、
脏腑之间的协调，这三者的平衡关系是膳食烹
饪的重要考量。古人体察身体情况，以药食同
源的理念指导膳食制作，选择不同食材，以不
同用量、不同火候烹调形成的膳食，在性、味、
归经等维度上形成了千万种排列组合形式，其
功效变化无穷无尽，而阴与阳、内与外、质与
量、转化与变化等辩证关系都蕴藏于总体平衡
的考量中。

据 《左传》 记载，晏子云：“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
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
过。”提出羹的制作必须讲究作料、火候、调味的和合。又如 《抱朴子》
云：“虽云味甘,匪和弗美。”即使味道甘美，如果不能调和融洽，终究不
能称为佳肴。饮食文化的“中和”思想不仅体现在烹饪中，还体现在善
用中间载体上。《易经·鼎》 云：“以木巽火,烹饪也。”《易经·既济》 云：

“水在火上，既济。”水火本不相容，直到作为炊具的鼎釜发明后,水上火
下这一根本对立的矛盾才通过介质得以调和,并以火的炎性使水沸腾,借此
实现传统哲学意义上的水火相济、阴阳和合。由此，中和之道不仅是烹
饪的技巧，更是为人处世的法门，是贯穿于人生修行内外始终的高妙
智慧。

教化以食，如其为政。古人观天道而明人事，行礼法而天下治。“夫
礼之初，始诸饮食”，诚如 《礼记》 云，中国饮食文化中蕴含着诸多礼乐
制度和社会风俗。尽管五湖四海的饮食习惯不同，但全国各族人民几乎
都有吃年夜饭的习俗，正是佳节肴馔的仪式促进了家庭团圆和社会和睦，
印证了“饮食所以合欢也”的古训。在餐桌上，不论是席位座次的排布、
餐具酒器的选用，还是动筷夹菜的次序、敬酒奉茶的礼节，无不体现着
中华民族尊老爱幼、尊师重道、讲信修睦的传统美德。

总之，饮食不仅是四体的补给，更是精神的供养。中国智慧绝不仅
仅书写在竹书简帛里，更内蕴于一日三餐、一蔬一饭中。餐桌上的杯碗
里盛装着美馔佳肴，也承载着文化瑰宝，在一饮一啄间由口入心，直抵
灵魂深处。

（作者均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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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 （记者熊建） 日前，2024 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
新奖颁奖典礼在首都医科大学举行。2024 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分别授予：中国
工程院院士、泌尿外科和男科学专家、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郭应禄教授，肝胆
胰外科学专家、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彭淑牖教授。

郭应禄师从吴阶平，是我国泌尿外科和男科学的新一代学科带头人。参
与中国第一例尸体肾移植手术；完成了国内首例双卵孪生者之间的肾移植；
主持研制中国第一台体外冲击波碎石 （ESWL） 样机；首创俯卧位治疗输尿管
结石；提出腔内热疗 3 个温度段的概念，澄清了国际上的模糊概念；致力于腔
内泌尿外科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经尿道手术、经皮肾
镜、输尿管镜、腹腔镜手术和前列腺增生的热疗技术以及激光、支架等多项
新技术；主持研发复合柱状水囊前列腺扩裂导管，简化了手术流程，降低了
并发症的发生率。成立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男科中心，成立北京大学泌尿外科
培训中心等，提升了我国泌尿外科医师的技术水平，也为我国泌尿外科事业
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编写 40 余部泌尿外科学专著，填补中国
泌尿外科学多项空白。

彭淑牖从事医疗工作 70 余年，发明了膀胱潮式引流术，解决了膀胱麻痹
患者需要长期人工冲洗膀胱的临床问题；创新甲下血肿术式；创新大隐静脉
剥脱术式，已成为大隐静脉曲张手术的常规术式；创新骶前腹膜后充气造影
术；创新性使用国产塑胶管替代进口导尿管进行脊椎麻醉，效果更好且成本
低廉；发明了彭氏多功能解剖器 （PMOD），PMOD 的应用使以往被认为不能
切除的肿瘤的安全切除成为可能，增加了淋巴结清扫的彻底性，该器械被广
泛应用于普通外科、胸外科、乳腺外科、妇科及泌尿外科等领域，远销美国、
英国、日本、印度等国家；发明捆绑式胰肠吻合术，解决了困扰世界医坛 70
年的难题。

2024 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获奖者是：心血管外科专家、中国人民解放
军北部战区总医院王辉山教授，消化内镜专家、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
孙思予教授，眼科专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医院孙晓东教授，
药物化学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杨胜勇教授，肝肿瘤外科专家、复旦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周俭教授，呼吸与危重症专家、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

吴阶平医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病理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
表示，作为一名好医生，应能运用现有的医学知识和技术，结合学术界共识，
为每位患者提供精准有效的诊断和治疗。同时，心怀大爱，时刻将患者放在
心上，让患者获得生命的温暖。除此之外，还要为临床医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不断为临床诊断治疗技术做出创新性的工作，推动临床医学进步。

2024年度吴阶平医学奖、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颁奖典礼举行

医者仁心 薪火相传

    盛开的灯盏花。
  云南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凉拌灯盏花。                      云南泽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供图

曹云伟正在除草，他身旁就是一根站管。
本报记者  熊  建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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