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糖尿病患者饮食建议
□王会红

我国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占
比最多的国家。根据近年来的统
计结果，我国糖尿病发病率不断攀
升，并且发病人群越来越年轻化。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饮食控制是
治疗糖尿病的基础。那么，如何科
学控制饮食呢？今天，笔者建议
大家参考《中国糖尿病医学营养
治疗指南》，保证饮食合理性，有
效控制糖尿病。

什么是糖尿病

糖尿病是由于胰岛素分泌缺
陷或其生物作用受损，或两者兼有

引起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紊
乱性疾病。其临床表现为高血糖，
出现糖尿、多尿、体重减轻等症
状。患者若不控制血糖，身体内多
个器官组织的慢性病变、功能减退
或衰竭。糖尿病也是导致心脑血
管疾病、心肾功能衰竭、失明、死亡
的重要诱因。

营养建议

饮食多样化 预防和控制糖尿
病，每天控制能量摄入、均衡搭配
饮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糖尿病
患者一定要注意科学饮食，根据自

己的具体情况，如身高、体重、年
龄、运动量等，科学、合理地安排饮
食。糖尿病患者的饮食要合理搭
配，每餐主食以谷物为主，再搭配
各种蔬菜、水果、豆制品、牛奶等。

控制糖分的摄入量 糖尿病患
者一定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控制好
糖分的摄入量。但是，在日常生活
中很多食物都含糖，是不是所有含
糖的食物都不能吃呢？对于糖尿
病患者，每天糖分的摄入量控制在
25克以内就可以了，摄入过量糖分
会使胰腺负担过重，对控制病情十
分不利。因此，不是所有含糖的食

物都不能吃，而是需要严格控制好
摄入量。

控制体重 大部分糖尿病患者
的体重超标，控制好体重对于控制
血糖的帮助很大，所以控制好体重
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患者如何控
制好体重呢？患者需要在合理控
制饮食的基础上，适度增加运动
量，通过运动的方式代谢掉过多的
脂肪，达到减重的目的。

规律进餐 对糖尿病患者来
说，合理规律的饮食是基本要求。
糖尿病患者定时、定量就餐，有助
于控制体重，避免病情恶化。在日

常生活中，患者要注意多喝水，保
证身体有充足的水分，对身体健康
起着重要作用。

控制饮酒 饮酒会引起血糖升
高，空腹饮酒会增加低血压的风
险。患者长期大量饮酒还会造成
肝脏损伤。肝脏对于糖尿病患者
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器官。肝脏受
损容易影响血糖水平，对身体健康
极为不利。因此，糖尿病患者一定
要控制饮酒，减少酒精对血糖的影
响。

限制“有害脂肪酸”的摄入
量“有害脂肪酸”是指反式脂肪
酸（如油炸食品、奶油蛋糕、奶茶、
冰激凌等）和饱和脂肪酸（肥肉、
烤鸡、烤鸭、动物内脏等），这两种
脂肪酸会对心脏和血管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因此，糖尿病患者要
注意把控好这两种脂肪酸的摄入
量。

（作者供职于山东省广饶县广
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一部求真务实的本草学著作——

《本草求真》
□黄新生黄新生

黄宫绣，字锦芳，江西宜黄
人，清代著名本草学家和医学
家。他认为本草书大多“理道不
明，意义不疏”，导致医生难以辨
明药性，乃采百家之精粹，结合自
己的临床经验，著成《本草求真》。

《本草求真》共10卷，载药520
味，附图244幅，分上下两编。该
书上编讲述药物的形态、性味、功
效、主治、禁忌等，下编分为脏腑
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和药物
总义3个部分。书中对药物意义

“无不搜剔靡尽，牵引混说，概为
删除，俾令真处悉见”，故冠以“求
真”之名。该书与临床结合紧密，
实用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采用功效分类法
便于运用掌握

一是采用功效分类法。该书
没有采用历代本草著作沿用的部
属分类法，而是采用药物功效分
类法，将药物分为补剂、涩剂、散
剂、泻剂、血剂、杂剂、食物等 7
类。各类药物又分为若干子目，
如补剂又分为温中、平补、补火、
滋水、温肾等，泻剂又分为渗湿、
泻湿、泻水、降痰、泻热、泻火、下
气、平泻等。这种分类方法便于
医生查阅和辨析药性的异同，如
山药和白术虽然同属补剂，但是
山药为平补，白术为温中。

二是卷后目录便于查阅。为
了与以往本草书籍对接，书后附

“卷后目录”（即索引），各药名仍
按草、木、果、谷、菜等传
统方法分类。该书前后
目录及正文均注有序号，

每味药物下面注明该药的部属和
卷首目录序号，这是很有进步意
义的索引形式。

发展用药法象理论
理论联系实际

一是总结形色性味归经理
论。根据五色入五脏的理论，结
合自己的临床实践，黄宫绣提出
以形、色、性、味来区分用药。黄
宫绣认为：凡色青、味酸、气躁、性
属木者，皆入足厥阴肝经、足少阳
胆经；凡色赤、味苦、气焦、性属火
者，皆入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
经；凡色黄、味甘、气香、性属土
者，皆入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
经；凡色白、味辛、气腥、性属金
者，皆入手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
经；凡色黑、味咸、气腐、性属水
者，皆入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
经。

二是药性理论密切联系实
际。该书提出药物形性气质、气
味升降浮沉、根梢上中下等理论，
将药物的功效和临床密切联系起
来。比如，黄芪：“味甘，性温，质
轻皮黄肉白，故能入肺补气，入表
实卫，为补气诸药之最，是以有耆
之称。”白芥子：“痰在胁下皮里膜
外，得此辛温以为搜剔，则内外宣
通而无阻隔窠囊留滞之患矣。”决
明子：“按此苦能泄热，咸能软坚，
甘能补血，力薄气浮，又能升散风
邪，故为治目收泪止痛要药，并可
作枕以治头风。”

总结系统主药
指导辨证治疗

一是指导脏腑疾病用药。在

脏腑证治系统中，根据脏腑疾病
对可供选择的药物加以分类，对
临床选方加减用药具有较强的指
导意义。例如补肝气用杜仲、山
茱萸，补肝血用阿胶、何首乌，疏
肝气用木香、柴胡，平肝气用珍
珠、龙骨，破肝气用三棱、枳实，敛
肝气用酸枣仁、乌梅，散肝风用荆
芥、蝉蜕等；又如补脾气用白术，
缓脾气用炙甘草、合欢皮，健脾用
白术、白蔻等。

二是指导六淫致病用药。在
六淫证治系统中，以风、寒、暑、
湿、燥、火、热等为纲，对可供选择
的药物加以分类。例如该书将治
热的药物分为散热、散风热、散湿
热等45类，还根据病证变化来分
析说明病证用药理由，如对“善行
数变”的变化规律进行细致阐发：

“则知风随时易，其变靡定。是以
风在于肝，其风为热；风在于脾于
肾，其风为寒为湿；风在于胃于
肺，其风为燥；风在于脾于肝，其
风为痰为湿。”即风气在不同脏腑
证候特点是不同的，和内生五邪
关系密切，并列举了各个脏腑经
络的风药不同，还罗列了风邪和
其他邪气兼夹时的用药对策。

收载典型医案
论证药物功效

该书收载各类典型医案 100
余则，深刻论证了药物的功效，增
加了书籍的可读性。

一是说明药物的功效。如
“蜡”条，载甄权治孕妇胎动下血
不绝欲死，以鸡子大一枚煎三五
沸，投美酒半升立瘥，证明蜡能绝
续补伤生肌；又如“桑螵蛸”条，载

“螳螂出箭镞”，用螳螂一个，巴豆
半个，同研敷伤处，微痒且忍，极
痒乃撼拨之，以黄连贯众汤洗拭，
石灰敷之，证明了螳螂主治小儿
惊搐，并出箭镞入肉。

二是记载用药经验。如“蚯
蚓”条，载脚气药必须此物为使，
然亦有毒；有人因脚病，药中有
此，果得奇效，病愈服之不辍20余
日，出现烦躁症状，但欲饮水不
已，遂致委顿；“张将军病蚯蚓咬
毒，每夕浓煎盐水洗身，数过而
愈”。

辨析药性差别
便于精准治疗

一是功效相似药物的药性
差别。如麦冬与天冬均属养阴
清热之品，但“麦冬甘味甚多，寒
性差少。天冬所主在肺，而麦冬
所主，则更在肺而在心。”半夏与
贝母皆能祛痰，但“半夏兼治脾
肺，贝母独清肺金；半夏用其辛，
贝母用其苦；半夏用其温，贝母
用其凉；半夏性速，贝母性缓；半
夏散寒，贝母清热，气味阴阳，大
有不同。”再如枳壳与枳实均为
理气类中药，但“枳实专入脾胃，
气味与枳壳苦酸微寒无异，但实
小性酷，较壳最迅，故书载有推
墙倒壁之功，不似枳壳体大气散
而仅有利肺开胸宽肠之味耳。
是以气在胸中，则用枳壳；气在
胸下，则用枳实；气滞则用枳壳，
气坚则用枳实。”

二是道地药材与普通药材
的药性差别。不同产地的药材，
药效成分也存在差异，强调区别
使用。如胡黄连：“出于波斯国，

近时秦陇南海亦有，气味功用，
亦同黄连，因以连名，但此性专
达下，大伐脏腑骨髓淫火热邪。”
地黄：“生于江浙者阳气力微，生
于北方者纯阴力大，生于怀庆肥
大菊心者良。”大戟：“杭产色紫
者良，北产色白者不堪入药。”龙
眼：“桂产者佳，粤东者性热，不
堪入药。”

三是不同品种药材的药性差
别。有些药材产地不同，原植物
的品种存在差异，药效自然不
同。如“茵陈本有二种，叶细而青
蒿者可用；若生子如铃，则为山茵
陈矣，专于杀虫及治口疮。”川楝
子：“楝以川产为正，去皮取肉，去
核用根。有雌雄两种，雄根色赤，
无子，大毒忌火；雌根白，子多，微
毒，可采，去青留白。”贝母：“大者
为土贝母，大苦大寒，如浙江贝母
之类，清解之功居多；小者川贝
毋，味甘微寒，滋润胜于清解，不
可不辨。川产开瓣者良，独瓣不
堪入药。”

《本草求真》还纠正了一些前
人对药性的错误认识，如《本经》
谓白茅根能补中益气，金元时期
著名医学家李东垣、元代著名医
学家朱丹溪等认为黄柏为滋阴之
品，作者进行了更正并说明了理
由。一些本草学著作对补益之品
常有“多服久服、轻身不老、延年
益寿”等夸张描述，作者客观地建
议慎服。总之，《本草求真》契合
实际，不尚空谈，是一部医药紧密
结合、内容简明扼要、实用价值较
高的本草学著作。

（作者供职于武陟县
卫生健康委）

膏方是中医常用的一种治疗方法。
它是将药物加工成膏状，外敷于患处或
者内服，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
膏方因其方便易用、治疗效果明显等特
点，在中医药中一直担负着重要的角
色。在现代社会中，膏方已逐渐成为备
受推崇的治疗方式，被人们广泛应用于
疾病治疗和健康保健中。

种类和用途

膏方分为内服膏方和外用膏方两
种。内服膏方是指将药物加工成膏状
后，口服用药。内服膏方多用于消化系
统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等
内科疾病的治疗。外用膏方则是将药物
加工成膏状后，外敷于皮肤表面或者黏
膜表面，常用于皮肤病、肌肉骨骼疾病、
妇科疾病等外科疾病的治疗。

膏方的药物组成多样，主要是由中
药组成，也有少量的西药。不同的膏方
对应不同的疾病，具有不同的作用。例
如，蒲地蓝消炎片常用于治疗烧伤、烫
伤、疖肿等疾病，其主要药物为蒲公英、

地黄等；鹿茸膏则是一种滋补养颜的膏
方，主要药物为鹿茸、人参、当归等。

使用膏方注意事项

合理选择膏方 在使用膏方时，医务
人员应根据患者病情和个体差异进行选
择，避免出现不良反应和药物相互作用
等问题；同时，应注意膏方的存放和使用
方法，保证膏方的品质和疗效。

加强膏方师培训 膏方是中医药重
要的治疗手段之一，需要专业的膏方师
进行配方和制作。因此，医疗卫生机构
需要加强膏方师的培训，提高膏方师的
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建立膏方标准体系 膏方的制作过
程需要严格控制标准。因此，需要建立
标准体系，规范膏方的配方和制作过程，
保证膏方的品质和疗效。

加强膏方应用的监管 膏方作为中
药制剂，需要符合中药相关的规定和标
准。因此，有关机构需要加强膏方的生
产、流通、使用等环节的监管，防止不合
格膏方进入市场和使用。

普及膏方知识 为了更好地普及膏
方，要加强膏方知识的宣传和普及，提
高公众对膏方的认知度。比如，医疗卫
生机构可以开展膏方知识讲座，编写膏
方普及读物，推广膏方应用案例等。

开展膏方临床应用研究 膏方的疗
效和安全性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验证。
因此，医疗卫生机构需要加强膏方的临
床应用研究。

目前，随着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加
速，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中医药的
应用和推广。膏方作为中医药的一种
重要治疗方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要
提高医务人员对膏方的认知和运用水
平。

另外，膏方作为一种药物，需要遵循
质量标准和管理规范。膏方是一种重要
的治疗方式，在临床治疗中具有独特的
优势和作用。加强膏方的普及和推广，
有助于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促进中医
药事业发展。

（作者供职于厦门市思明区筼筜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读书时间

■养生堂

相传，京城一个偏僻的胡同
里住着一名郎中，名叫白帆。白
帆本是一介书生，但落榜之后为
了生计，不得不重操祖业，一边
给人看病，一边读书。医馆营业
不久，他就治愈了几起疑难杂
症，一时之间名声大噪。

一天早上，白帆刚起床，就
听见了敲门声。他开门一看，是
两名女子，其中一名女子面着白
纱。另一名女子说：“我们听说
你的祖辈都是郎中，能治许多疑
难杂症，不知道你能不能治好我
姐姐脸上的疤痕。”这时，蒙面女
子掀开面纱。白帆看到女子脸
上从鼻梁到眼角有一道疤痕，若
没有这道疤痕，这名女子也算长
得清秀。白帆心想：“真是可
惜。”

“除了你看到的这道疤痕，
姐姐身上还有几处。那年我跟
姐姐在山上玩耍，姐姐为了保护我从陡壁摔了下去，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身上的疤痕难消。每次看到
这些疤痕，我都深感愧疚。姐姐现在待字闺中，如果
因为脸上的疤痕未能寻得一门好亲事，我会愧疚一辈
子的。听说你会治各种疑难杂症，我们姐妹专门到京
城找你，为的就是此事。”

白帆被这对姐妹感动了，他想起祖辈曾是朝中的
太医，留有一部医书，书中曾记载祖辈给皇妃美容的
一个药方，可从来没人用过，不知道管不管用。女子
见他迟疑，再次恳求道：“你就帮帮我们吧！只要能把
姐姐脸上的疤痕去掉，多少钱我们都愿意出。”“我们
愿意出钱。”姐姐也附声道。“对于祛除疤痕，我还真有
一个秘方，只是这药很难配，今天我先抓好药，明天你
再来取吧！”待女子走后，白帆跑到几个养蚕的人家收
集感染而死的蚕虫，倒入石灰中拌匀，吸去水分，最后
焙干。

第二天，姐妹二人如约而至，白帆把碾成细末的
药材用鸡蛋清拌匀，教她们如何在脸上涂抹。他告诉
姐妹二人，每日都要这样把药涂抹在疤痕上，两个月
后应该就能消除疤痕，姐妹二人道谢之后便离开了。

1年后，白帆在医馆又遇到了姐妹二人，那日姐妹
二人前来道谢。那姑娘的脸上竟看不出任何疤痕，白
帆也因此声名远扬，前来求药的人络绎不绝。

白僵蚕为蚕蛾科，是幼虫在未吐丝前，因感染白
僵菌而发病致死的僵化虫体；为外用药，味咸、辛，性
平。

白僵蚕含有草酸胺，还有蛋白酶、壳质酶、脂酶等
水解酶；可消化角质，具有分解色素、防疤痕、祛粉刺、
治瘀斑的作用。《本草纲目》曰：“蜜和擦面，灭黑黯好
颜色，或加白牵牛。”《神农本草经》中记载，白僵蚕有

“灭黑斑，令人面色好”的功效。
现代药理研究结果表明，白僵蚕含有氨基酸和活

性丝光素，有美容的作用。白僵蚕所含蛋白质有刺激
上皮脂腺，调节性激素分泌的作用，因而对女性性激
素分泌失调引起的黄褐斑有显著疗效。

白僵蚕含维生素E，能清除自由基，抗脂质氧化
形成的老年斑。其所含的活性丝光素能促使皮肤细
胞新生，具有调节皮脂、改善皮肤微循环、消除色素沉
着、保持皮肤弹性的功效，是美容养颜的佳品。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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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传说

膏方的种类及用途
□叶晓滨

材料：雪梨3个，银杏果15粒，川贝母20克。
做法：将雪梨洗净去核，切成1厘米长的小

块；在锅中加入适量水，大火煮沸，然后放入银
杏果，3分钟后剥去银杏的外壳和内层的薄膜；
把所有材料放入砂锅内，加入1500毫升的冷水
后盖上锅盖，大火煮沸后换小火煮1小时即可。

功效：雪梨具有润喉去燥的功效，川贝母具
有止咳作用，适合久咳不愈的人服用。人们常
喝此汤，不但可以润喉，还可以润心。

注意事项：此汤由于加入糖会使疗效降低，
所以没有加入任何种类的糖，口感稍微有一些
清苦，人们如果能接受淡淡的苦味，就不必另外
调味；脾胃虚寒及有湿痰者不宜饮用；银杏果有
微毒，每日不超过7粒为宜。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健康管理中心）

润喉止咳

川贝银杏炖雪梨
□丁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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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蒿素可以治疗疟疾，大
家耳熟能详。青蒿治疗鼻出血
及月经提前等血热疾病效果显
著，用于温邪伤阴、夜热早凉、
阴虚发热、骨蒸劳热、暑邪发
热、疟疾寒热、湿热黄疸等病证
的治疗。

青蒿性寒，味辛；归肝经、
胆经，主要功效是退虚热、凉
血、解暑、截疟。

鼻出血分寒热，热证多见
脉数，多因肝火旺盛，肺窍络损
而成。月经提前多因血热，血
得热则妄行，流速加快，以致经
期提前。青蒿芳香味辛，喜走
孔窍之间，性寒归肝经、胆经，
善清透孔窍血分邪热，无药能
出其右。

病例一：16岁少年，反复鼻
出血3年，1周至少出血2次，多
时每天出血数次，量时多时少，
患者之前到多家医院治疗，检
查结果提示鼻炎，其他检查结
果均正常，治疗后鼻出血时有
反复，患者苦不堪言。患者来
就诊时，观其舌淡、脉数。患者

长期喜食冷饮，知其当热入血分，自服冷饮自救而更
伤脾胃，不能清血热而病情反复。患者服用3剂中
药后鼻出血即止，而后继服2剂巩固疗效，鼻出血目
前已痊愈。处方如下：青蒿30克，地骨皮10克，青黛
10克，黄芩10克，茯苓15克，白术10克，小蓟10克，
鸡内金30克，人参5克。青蒿配地骨皮入血分，清透
邪热，清肝胆虚热，清肺中伏火。青蒿配人参二药相
伍，相辅相成，治虚热出血后气血损伤而不伤脾胃。
该方煮药时间不宜过长，20分钟~30分钟即可，笔者
多年来使用此方法治疗鼻出血，多获良效。

病例二：廖女士，32岁，因月经提前就诊，月经
周期约20天，月经量偏少，经期3天，色偏暗红。患
者长期服用西药治疗，服药时月经规律，停药后月经
提前。患者月经结束后1周来就诊，性急，身胖，时
有头晕眼黑，舌质红，苔白，脉滑数。患者经常熬夜，
喜食辛辣、刺激性食物。知其习惯造成血热，性格急
致肝胆有热，以致月经提前。方用清经汤合两地汤
加减：青蒿30克，地骨皮10克，生地黄20克，炒白芍
10 克，茯苓 15 克，黄柏 10 克，牡丹皮 10 克，桑叶 15
克，茜草10克，北柴胡10克，香附10克。患者服药7
剂后复诊，继服10剂后月经来潮，停服药物，之后服
用加味逍遥丸1个月。半年后，随访发现患者月经
周期28天左右，经期约5天，月经量正常。《傅青主女
科》中记载，月经提前、量少者用两地汤，月经提前、
量多者用清经散。笔者临床多见血热合并血虚证，
多次应用青蒿为君药，清肝胆热而凉血，而不伤脾
胃；先调理月经周期，周期恢复正常后疏利肝胆防止
火盛，健脾养血善后；最终血热得清，气血来复，月经
恢复正常。近年来，笔者应用此法治疗多例月经提
前患者，每获良效。

总之，青蒿性寒，味香而善走孔窍，不宜久煮；虽
然不伤脾胃，但泄泻者不宜使用。此药治疗肝胆有
热出血性疾病效果显著，值得一用。

（作者供职于广东省中医院天河门诊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