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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在中医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早
在《内经》中便设有专篇进行论述，文中所言醪
药、醪醩即为药酒的古称。《素问·汤液醪醴论》
曰：“自古圣人之作汤液醪醴以为备耳……中古
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指出药酒
具有强身健体之效。《本草纲目》作为集明以前药
物大成之巨著，在文中对酒亦作了深入的论述。

一、酒及药酒的分类
李时珍根据酒的性质将酒分为11类：“酒

之清者曰酿，浊者曰盎，厚者曰醇，薄者曰醨，
重酿曰酌，一宿曰醴，美曰醑，未榨曰醅，红曰
醍，绿曰醽，白曰醝”。然可入药用者并非众
酒皆宜，《本草纲目》明示：“诸酒醇醨不同，惟
米酒入药用”、“入药用东阳酒最佳，其酒自擅
名……”、“东阳酒，用制诸药良”。

二、药酒的用途
关于药酒的用途，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谷

部第二十五卷中一一做了详尽的叙述，共载药
酒有六十九种之多，其功用大致可分为三大
类，一类是保健强身用酒，如：“米酒，行药势，
杀百邪恶毒气，通血脉，厚肠胃，润皮肤，散湿

气，消忧发怒，宣言畅意”，“老酒，和血养气，暖
胃避寒”，“春酒，常服令人肥胖”等。第二类是
治疗疾病用酒，如：“愈疟酒，治诸疟疾，频频温
饮之”，“五加皮酒，去一切风湿痿痹”，“当归
酒，和血脉，坚筋骨，止诸痛，调经水”，“人参
酒，补中益气，通治诸虚”，“菊花酒，治头风，明
耳目，去痿痹，消百病”“黄药酒，治诸瘿气”等
等。其中，治疗用酒又可分为3种：1.直接使用
单味酒治疗疾病；2.以酒作为辅料，与单味或复
方药物组成合剂使用；3.是以酒对药物进行加
工炮制，起到助药力、引药归经、改变药性或减
毒的作用。第三类是预防用酒，如：屠苏酒、椒
柏酒“元旦饮之，辟疫疠一切不正之气”，蚺蛇
酒、烧酒可“杀虫辟瘴”等。

三、酒炮制药物
《本草纲目》中的酒炮制药物方法主要有

“浸、泡、渍、煎、煮、熬、炒、淬、蒸、洗、化、酿”等
诸种。“浸、泡、渍”等方法是将药物原材料浸没

于酒中，将药材有效成分析入酒中制成药酒的
方法，如：“虎杖，捣末浸酒常服，破女子经脉不
通”“贝子、五灵脂、白鸭血，小儿白痢如鱼冻，
酒泡”“枳茹，渍酒服，治中风身直，及口僻目
斜”等。“煎、煮、熬”即将药物与酒同时煎煮或
熬制，以助药物成分析出或使药物之间充分发
生化学反应便于临床应用与治疗的炮制方法，
其中“熬”指将药物与酒久煎制成膏的炮制方
法，如：“羌活，风寒风湿，伤金疮痫痉。产后中
风，口噤不知人，酒水煎服”，“蔷薇根，年久筋
骨痛，煮酒”等。“炒”，即以酒为辅料与药物一
同炒制干燥，以改变药物的性质，如：“黄芩，灸
疮，血出不止，酒炒末下”等。“淬”是将药物直
接或间接用火烧热后，投入酒中冷却的方法，
如：“神曲，食积心腹痛，烧红淬酒服”等。“蒸”
是将净选后的药物加酒混合后装入蒸制容器
内用水蒸气加热或隔水加热至一定程度达到
改变药物性能，扩大用药范围，或保存药效，利

于贮存。如：“妊娠子烦，口干不得卧…或酒蒸黄
连丸，亦妙”。“洗”，用酒对药物进行清洗以除杂
或改变药物作用方向，如：“黄芩降痰，假其降火
也。凡去上焦湿热，须以酒洗过用”。“化”即以酒
为溶剂将固态药物稀释至液态从而便于服用的
炮制方法，如：“破伤风湿如疟者，以黄蜡一块，热
酒化开服……”“酿”指将药物与麦或曲共同酿制
成药酒的一种炮制方法，如：“柏汁，煮汁酿酒，去
风痹、历节风”。上述诸多炮制方法，或单独使用
或多法同用，无不体现出李时珍视药物及病症之
不同而灵活选用“酒炮制”的用意之深，其中之精
妙，着实值得推敲。

四、药酒的服法
在药酒的服法方面，李时珍也进行了详细

的论述，总言之可分为两类：1.药酒服用的温
度，主要有热服、温服和冷服，如：“阴毒腹痛∶
油松木七块炒焦，冲酒二钟，热服”，“腹内生疮
∶在肠脏不可药治者。取皂角刺不拘多少，好

酒一碗，煎至七分，温服”，“吴茱萸…同姜、豉
煎酒，冷服取汗，治贼风口不语”，“贼风口偏，
不能语者∶茱萸一升，姜豉三升，清酒五升，和
煎五沸，待冷服半升……”等等。2.药酒服用的
时间、剂量及次数。如：“蓖麻子油，酒煮日服，
治偏风不遂”，“劳瘵赢瘦，猫肝晒研，于每朔望
五更酒服”，“妊娠腹痛：烧车缸脂末，纳酒中，
随意饮”，“大肠闷塞：陈皮连白，酒煮焙研末，
每温酒服二钱”，“闪挫腰痛，橙子核炒研，酒服
三钱即愈”，“吐血咳嗽，熟地黄末，酒服一钱，
日三”，“伤寒结胸，已经汗下后者，槟榔二两，
酒二盏，煎一盏，分二服”等。根据病症特点及
药物性质来确定药酒的具体服用温度、时间、
次数及剂量，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李时珍临床中
治病疗疾用酒的灵活性。

《本草纲目》谈酒的药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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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粗粮”你吃对了吗？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早餐吃一个粗粮粘豆包，午

餐来一碗糯米饭，晚上再来一根糯玉米，这些粗粮的黏糯
口感，来自其中的支链淀粉。

支链淀粉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也是升血糖的“帮
凶”，所以糖尿病人并不适合吃又黏又糯的“假粗粮”。

在白米中加入糯米、黑米、红豆、花生、莲子、红枣、枸
杞、葡萄干、白糖等做成八宝饭，似乎一口下去吃了好几种
粗粮，但这并不是粗粮的正确吃法。

糯米的升血糖速度非常快，而且还冒着热气的糯米
饭，升血糖的能力甚至比绵白糖还要强，这样的粗粮不仅
起不到养生作用，反而对升血糖起到促进作用。

八宝粥也是一样，除了这些食材和糖以外，如果又被
煮得稀烂，就更容易提升血糖了。所以血糖高的人不适合
吃八宝饭和八宝粥。

哮喘发作如何急救？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支气管哮喘，简称“哮喘”，这

是一种多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病发时可能会出
现喘息、气急、胸闷、咳嗽等症状，有时会出现呼吸困难，严
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

突发支气管哮喘，急救记住“四要”：
要识别先兆症状。在哮喘发作之前，患者可能会出现

喉咙干痒、打喷嚏、胸闷、咳嗽等症状。一旦出现这些症
状，应立即采取相应急救措施。

要保持呼吸道通畅。让患者保持坐位或半卧位姿势，
身体呈前倾，这样有利于呼吸。同时，轻轻拍打患者的背
部，以帮助咳出痰液，帮助病人清除口中分泌物。如家中
备有氧气罐，应尽快让患者吸氧。

要尽快服用药物。沙丁胺醇气雾剂等药物能够迅速
舒张气道平滑肌，缓解喘息、气急等症状。不过，这些药物
只能暂时缓解病情，不能根治哮喘。

要观察病情，寻求医疗帮助。如患者病情缓解下来，一
般不需要送往医院，但如果患者的症状持续加重，应立即拨
打急救电话或由家属送往医院急诊科就诊。在运送患者时，
要使用担架或靠背椅，让患者保持坐位或半卧位姿势。

市中心医院

捐款助力帮扶村灾后重建
本报讯 记者李嘉报道：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低温

雨雪冰冻天气席卷了市中心医院院乡村振兴帮扶点——
赤壁市茶庵岭镇金峰村。这场灾害给金峰村带来了严重
的损失，房屋受损、基础设施毁坏，尤其是村民们赖以生存
的1950亩楠竹全部受损，竹器厂的厂房也在雨雪的重压下
垮塌，给当地村民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得知这一灾情后，该院党委高度重视，迅速行动，发起了
一场捐款活动。全院一千多名干部职工积极响应，纷纷慷慨
解囊，为金峰村的灾后重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该院党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咸医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精神，体现了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心，传递了社会的正能量，相信在社
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援下，金峰村定能尽快恢复重建。

卫生健康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协办

weishengjiankang

市第一人民医院

成功开展支气管镜肺灌洗治疗
本报讯 记者李嘉、通讯员刘志报道：近日，市第一人

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联合麻醉手术科成功开展无
痛支气管镜肺灌洗治疗。

2月5日上午，家住咸宝路的郭某，因家中失火，吸入大
量浓烟雾后出现呛咳，咳出大量黑色浓痰，伴咽痛，呼吸困
难，由家人送入该院急诊科，以“呼吸道吸入异物”收入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为缓解症状，缩短病程，科室主任龚娇芳召集科室人员
进行病例分析和集体讨论，决定为患者行支气管镜检查。

征得家属同意后，当天下午，在麻醉科艾麟医生的协
助下，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胡娟主任医师，为患者行全身
麻醉下无痛支气管镜肺灌洗治疗，术中患者肺部灌洗出大
量黑色絮状物。

手术历时约40分钟，整个手术过程中患者无不适，灌
洗治疗结束后，患者很快苏醒，观察半小时左右，无明显不
良反应。术后患者症状显著好转，于2月9日出院。

据悉，支气管镜肺灌洗治疗是通过纤维支气管镜对支
气管以下肺段或亚肺段水平，反复以无菌生理盐水灌洗、
回收，清理下呼吸道内的脏物，比如沉积物、呼吸道内分泌
物、淤积的血块等，从而获得下呼吸道病变的性质特点和
活动程度，有助于确立诊断和进行治疗。

穿新衣、吃大餐、放鞭炮，家家户户欢
天喜地，喜气洋洋。这时候，家长往往容
易忽视孩子们的健康及安全问题，那么，
春节期间，要注意哪些儿童“过年病”呢？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治医师曹孟波为广
大家长支招。

“过年病”之“急性胃肠炎”

“过年病”中，消化系统疾病首当其
冲。过年期间，各种美食齐上阵，以油炸食
物、大鱼大肉、零食饮料等居多，儿童对美
食的诱惑更加没有抵抗力，然而小朋友消
化系统功能尚未发育完全，一个不留神，就
容易吃多、受凉或吃坏肚子，出现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消化不良等急性胃肠炎症
状，病情严重者还会出现高热、脱水、电解
质紊乱、抽搐甚至全身感染中毒症状。

发生急性胃肠炎怎么办？曹医师介
绍，儿童急性胃肠炎治疗以止泻对症、补
锌、补液预防脱水、益生菌调节肠道菌群
为主，若为特定的细菌性病原体感染则需
加用抗生素治疗。由于儿童消化系统发
育未成熟，不能使用抑制肠道蠕动的止泻
剂，治疗上常用的药物有抗菌药、微生态
制剂、吸附剂、锌剂、补盐液等。

（1）抗菌药物如头孢克肟、阿莫西林
等，主要用于杀灭和抑制致病菌的生长和
繁殖。

（2）微生态制剂如双歧杆菌、乳杆
菌、嗜热链球菌三联活菌片、枯草杆菌二
联活菌颗粒等，主要用于肠道菌群失调引
起的肠功能紊乱，如急慢性腹泻、腹胀、消
化不良等症。

（3）吸附剂最常用的如蒙脱石散，主
要用于吸附肠道内的病原体、有毒物质、
水分、气体，从而起到止泻的作用。

（4）锌剂如葡萄糖酸锌等，其作用主要
是修复腹泻时受损的肠道屏障，同时也有

促进蛋白质消化吸收、改善食欲的作用。
（5）补液盐主要是补充体液，预防脱

水。腹泻最常见也最危险的并发症即是
脱水。腹泻患儿一开始积极服用口服补
液盐可以预防脱水，且对于轻中度脱水患
儿可以通过口服补液盐纠正，从而避免静
脉补液。

“过年病”之“气管异物”

过年期间是气管异物发生几率最高
的时候，小朋友们吃了不易嚼碎的食物后
在一起玩耍、打闹、大哭、大笑，极易引发
气管异物。

气管异物多见于5岁以下儿童，3岁以
下最多，严重性取决于异物的性质和造成
气道阻塞的程度，轻者可致肺部损害，重者
可窒息死亡。异物种类很多，如果冻、瓜
子、花生米、硬币、玩具零件、纽扣等。

发生气管异物怎么办？曹医师表示，
如果孩子憋气窒息表现为完全气道阻塞
(不能说话或咳嗽)，应立即为孩子进行家
庭急救。

（1）对于1岁以上的孩子应立即采取
上腹部拍挤法（海姆立克急救法）：站或坐
于孩子身后，双臂环抱住患儿上腹部，一
手握空心拳使拇指朝下置于肚脐与胸骨
之间，另一手紧握该拳，快速用力向后向
上冲击腹部。6-8次一个循环，以此法引
起人工咳嗽，咳出异物。一个循环后效果
不明显的，可重复冲击，直至异物咳出。

（2）对于1岁以下孩子，可以采取背
部拍击法：将患儿身体骑跨并伏卧于施救
者前臂上，头部朝下，施救者用手支撑患
儿头部及颈部并固定，并将手臂放在施救
者大腿上；用另一手掌掌根用力拍击患儿
背部两侧肩胛骨中间，每4-6次为一个
循环。

（3）对于能够说话或咳嗽的儿童，要

避免使用海姆立克法，因为这可能将部分
阻塞转变为完全阻塞。必须尽快送医，送
医过程中尽量使患儿保持平卧静息，避免
剧烈晃动，同时绝对禁食、禁饮，做好全麻
手术准备。

“过年病”之“消化道异物”

儿童的天性是新奇好动，求知欲强，
遇到没见过的东西喜欢往嘴里塞。平时
家长照看比较细致，不易发生误食。春节
期间，家长们由于各种节日活动比较繁
忙，往往放松警惕，从而引发危险。常见
的异物有硬币、鱼刺、纽扣、微型电池、别
针、塑料盖、骨片、枣核、毛发等。

那么，宝宝误食异物到底有没有事？
什么情况下需要紧急处理，什么情况下可
以观察，等待自行排出呢？

曹医师建议，首先应立即停止进食，
进行催吐、导泄。如果发现孩子误吞异
物，尚未发生呛咳、呼吸困难、口唇发绀等
窒息缺氧的表现，先稳定情绪，立即停止进
饮进食，尽快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治疗，
出现严重并发症。如发生紫绀、缺氧症状，
家长需紧急实施海姆立克急救法。

“过年病”之“烟花爆竹炸伤”

一说到过年，首先映入脑海的就是烟
花爆竹，因为它能增添节日的气氛，但是
每年被烟花爆竹炸伤的人也不在少数。

发生烟花炸伤怎么做？曹医师分别
从以下几个方面支招。

1、皮肤伤：如果燃放烟花爆竹引燃
身上的衣物造成皮肤的烧灼伤，切忌强行
撕下创面衣物，应立即用冷水冲洗受伤部
位，通常要冲洗超过15分钟，直到疼痛减
轻为止。然后用干净的纱布，棉垫或者毛
巾等覆盖伤口。

2、眼睛炸伤：若不幸被烟花爆竹所

伤，应迅速寻求专科治疗，同时做到“五个
不要”：不要自行用清水冲洗眼睛；如果伤
势较重，不要强行扒开眼睑，也不可压迫
眼球；不要舍近求远，应就近诊治；不要揉
擦眼睛，不要急着涂药膏；不要在就诊途
中喝水。

3.手被炸伤：被鞭炮炸伤后，用没有
细菌的纱布或干净的手帕盖在伤口上，并
且要轻轻地用手捂住伤口，然后马上去正
规医院接受治疗。若出血较多，应用生理
盐水对伤手进行冲洗、止血，哪里出血压
哪里，然后再缠上绷带。如果现场条件有
限，可使用洁净的布块压住伤口，再用布
条进行包扎后紧急就医。

如用止血带，不宜时间过长，每15分
钟要松解一次，避免引起肢体坏死。注意
不要用尼龙绳、鞋带等紧紧捆扎手腕或上
臂等部位进行止血，以免造成远端坏死。

“过年病”之“烫伤”

过年聚会期间，孩子多，环境嘈杂，家
长朋友们容易忽视对儿童的关注，且儿童
对危险因素尚缺乏足够的判断力，很容易
发生意外烧烫伤，曹医师教大家如何进行
儿童烧烫伤的紧急处理。

当儿童发生Ⅰ、Ⅱ度烧烫伤时，家长
可按照急救“五字诀”——“冲-脱-泡-
盖-送”处理，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烧烫
伤对儿童的危害。

1、冲：流动冷水持续冲洗伤口15-
30分钟。

2、脱：脱掉烫伤部位的衣物，必要时
用剪刀剪开衣物。

3、泡：用冷水浸泡烫伤部位15-30
分钟。

4、盖：用清洁的纱块或毛巾覆盖烫
伤部位。

5、送：尽快送就近医院处理。

儿童应注意哪些“过年病”？
本报记者 李嘉

市卫健委发布健康提示

如何防范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本报记者 李嘉

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强冷空气影响，
2月21日至24日，我市将出现寒潮大风
和大范围低温雨雪冰冻天气。此次天气
降温过程剧烈、风力大并伴有强对流天
气，雨雪相态复杂、冻雨范围广，且叠加春
运交通返程、学生返校，具有较高的致灾
风险。

咸宁市卫生健康委要求各级医疗卫
生机构针对寒潮天气下骨折、心脑血管疾
病等多发病，充实相关门急诊力量；强化
值班值守，做好突发事件的医疗应急准
备。同时，提醒公众，寒潮来临，要加强保
暖防护，防跌倒、一氧化碳中毒和道路交
通伤害，谨防冰冻灾害带来的健康危害。

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危害

1、易形成冻疮，会促发或加重心脑血
管、呼吸系统疾病以及骨关节炎等疾病。

2、易造成道路结冰、积雪、路面湿滑
和能见度下降，加剧交通拥堵和事故的发
生频率。

3、易造成农作物遭受冻害，引起大
棚垮塌、沟渠堵塞、田埂倒塌等农业设施
损坏。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防范应对措施

一、防冻伤
1.适当运动，均衡膳食，注意营养。
2.注意保暖和防风，避免在寒冷环境

中暴露时间过长。
3.做好房屋保暖检查及保暖用品储

备，在室内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适时
通风换气。

4.出入温暖的室内时，注意温度缓
冲，不宜忽冷忽热。

5.保持皮肤干爽，运动出汗后，要注
意脱离寒冷环境，及时更换干燥衣物。

6.儿童、老年人、孕妇不宜长时间外
出，儿童外出时应由成年人陪伴，老年人、
孕妇外出时宜有人陪伴。穿着防寒衣物，
注意头部、胸腹部、足部等部位防寒保

暖。密切关注冻伤和失温症状的发生，如
出现紧急情况及时就医。

7.尽量避免长时间户外作业。户外
作业时，穿戴防寒工作服、防滑鞋靴。衣
物和鞋靴潮湿时，及时更换。了解周围的
救援设施和联系方式，如出现紧急情况应
停止作业，及时寻求帮助，并尽快进入温
暖场所。

8.一旦发生冻伤，要尽快进入温暖的
室内。要用温水（非热水）浸泡患处。要
用体温温暖冻伤部位，如用腋下温暖冻伤
的手指。

9.一旦发生冻伤，不要用冻伤的脚走
路；不要用雪擦或揉冻伤部位，不然可能
会增加损伤；不要使用电热毯、烤灯、火
炉、电暖器等取暖，冻伤部位已经麻木，很
容易引起烧伤。

二、防跌倒
1.及时清除房前屋顶的积雪。雨雪

天气尽量减少室外活动，出行时放慢走路
速度。

2.选择不湿滑、无结冰、平坦、有扶
手、光线好的路面行走。

3.步行要避开坑洼、井盖以及路面浮
冰和积水，注意房檐的冰柱。

4.步行时双手插兜，可能会影响身体
平衡，应尽量避免这样的行为。

5.穿衣既要保暖也不应过度，防止过
于厚重的衣物影响肢体活动。帽子、围巾
不要遮挡视线。穿防滑、保暖、大小合适
的鞋。

6.老年人外出时应携带手机和个人
应急信息卡。使用手杖、轮椅等助行器的
老年人要注意设备的防滑。

7.夜间作业应保证良好的照明。
三、防一氧化碳中毒
1.注意取暖用火用电用气安全，谨防

取暖不当引发一氧化碳中毒事故。
2.如有条件尽量选择集中供暖。
3.用煤炭取暖时，煤炉应安装烟囱，

烟囱结构要严密、合理。定期检查和清
扫，保持烟筒、风斗畅通。在雨雪冰雹、大

风天气要预防煤烟倒灌。
4.煤炉、炭火等取暖设备应远离易

燃、易爆、易挥发的有毒物质，不要直接放
在卧室。

5.室内使用燃料烹饪和取暖时，注意
合理通风。

6.家中安装一氧化碳探测器，并定期
检查维护，以确保探测器正常运行。

四、防道路交通伤害
1.出行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天气情况，

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和路况信息，合理规划
出行方式和出行线路，携带应急食物、饮
料和常用药物等。

2.雨雪天气行车，要及时更换汽车防
冻液，关注油箱或电瓶状态。保持视野清
晰，合理使用灯光，做到“降速、控距、亮
尾”。谨防道路湿滑，应给车辆安装防滑
链，尽可能保持直线行驶。雨雪较大时，
要及时驶离高速或进入高速服务区休息。

3.雨雪天气骑车，要戴好头盔、保持
车距、集中精力、减速慢行。

4.雨雪天气步行，要穿戴“显眼”衣
物，增加可见性，要确保能够被其他交通
参与者看见；行走及过马路时要防止衣帽
遮挡视线。

5.儿童乘车出行时，乘坐安全座椅应
脱掉羽绒服，防止滑脱，羽绒服可以盖在
身上保暖。

6.春运时段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注
意有序上下车。

7.遇车辆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
边、人撤离、即报警”。

五、其他注意事项
1.慢性基础性疾病人群要提前储备

一定量的常用药并遵医嘱服用。不宜长
时间外出、开展剧烈的户外活动或在室外
停留坐卧。出现胸闷、胸痛、心悸等症状
应立即休息，服用急救药物，并尽快进入
温暖场所。如果持续不能缓解，应立即就
医或拨打急救电话。

2.农业种植时，要防止大棚积雪垮塌、
沟渠堵塞和田埂倒塌等产生的意外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