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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冬令进补？什么是膏方？膏方的主要作用是什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膏方？10
月20日上午9:30至10:30，市场星报健康热线0551-62623752，邀请安徽省针灸医院药学
部主任谢若男与大家交流。

本期指导专家：谢若男

主任药师，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安徽

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药学部主任、学科

带头人。长期从事医院临床中药学工作，在

医院制剂、中药鉴别、冬令进补及膏方制作方

面具有独到的见解及心得。

一周病情报告

秋季干燥 老年人鼻出血要注意

下期预告

脑出血是什么引起的？天气与脑出血的发病有关联吗？是不是

只有老年人会得脑出血？脑梗塞和脑出血有什么不同？脑梗塞患者

吃什么好，日常生活中应注意什么？下周二（10 月 27 日）上午 9：30～

10：30 ，本报健康热线 0551-62623752，邀请安医大一附院神经内科

主任医师王长青与读者交流。

王长青，主任医师，擅长缺血性脑血管病介入治疗与脑出血微创

颅内血肿清除术，以及神经重症监护治疗等。现为神经重症监护病房

主任，担任中华神经重症营养学组委员。 王异 记者 李皖婷

药师带你认识膏方、使用膏方

膏方是中医独特的调补方式

读者：常听周围的同事议论服用膏方的一

些话题，请问什么是膏方？

谢若男：膏方是中医独特的调补方式，也

称煎膏剂或膏滋，通常是指由临床经验丰富的

医师根据人的体质与证候，为了防病治病、康

复保健，按照中医药理论辨证施治，并遵循君

臣佐使的组方原则，选择合适的药物配伍组

方，并将处方中的药物加水煎煮，去渣取汁，滤

过，加热浓缩后加入适宜辅料，收膏制成的一

种稠厚的半流体或半固体的中药剂型。

亚健康、女性、老人等都适合吃膏方

读者：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膏方？

谢若男：膏方的适应人群如下：

1、亚健康者的进补：现代社会，中青年工

作生活压力和劳动强度很大，同时不良的生

活习惯均可造成人体的各项正常生理机能发

生变化，使机体处于亚健康状态，这就非常需

要适时进行整体调理，膏方疗法就是最佳的

选择。2、用于养生延年：中老年人的各项生

理机能都趋向衰退，开始出现衰老，精气肝肾

津血日益衰弱。坚持服用膏方能够维持人体

阴阳平衡，加强脏腑气血功能，起到增强体质、

延缓衰老的作用。 3、女性的进补：女性由于

生育、月经等生理因素，更易导致气血亏损，脾

胃虚弱，元气不足，容易造成衰老。现代女性

更追求容貌的美丽和年轻，气血充盛、脾胃正

常运转，全身的营养不断得到补充，人的抗衰

老能力、生命力就随之增强，脸部就会红润，皮

肤就会充满光泽和弹性，所以膏方进补也是保

健养颜的最佳选择之一。4、慢性虚损性疾病

的调理：“久病多虚，虚则补之”，是慢性虚损

性疾病的治疗原则。因为慢性病病程长，非一

针一药所能奏效，故必须选择一种适宜久服，

既不伤脾胃，又能补虚，简便安全的剂型，故膏

方最为理想。5、病后、术后、产后的调理：此类

患者，体质虚弱，全身机能减退，胃肠消化力降

低，需服调补药。选用滋补膏不仅营养丰富，而

且容易吸收，又能补充能量，能使机体尽快康

复。6、儿童的调补：小儿根据生长需要可适当

用膏方进补，尤其是有反复呼吸道感染，厌食、

贫血等症的体虚患儿较为适宜。

膏方服用有讲究

读者：膏方应该如何服用？服用疗程多长

时间？

谢若男：膏方的服用方法如下：1.冲服：取

适量膏滋，放在杯中，用开水冲入使之溶化，搅

匀，待温后服下。2.噙化：亦称“含化”。将膏

滋含在口中，让药慢慢在口中溶化，发挥药效，

比如治疗慢性咽炎所用的青果膏等。3.兑入

酒酿、鸡蛋：用小火慢慢烊化后，待温服用。

膏方服用时间：1.空腹服：一般滋腻补益

药，宜空腹服。如空腹时服用肠胃有不适感，

可以改在半饥半饱时服用。2.饭前服：一般在

饭前 30～60 分钟时服药。病在下焦，欲使药

力迅速下达者，宜饭前服。3.饭后服：一般在

饭后 15～30 分钟时服药。病在上焦，欲使药

力停留上焦较久者，宜饭后服。4.睡前服：一

般在睡前 15～30 分钟时服用。补心脾、安心

神、镇静安眠的药物宜睡前服。

膏方服用疗程：一般来说，从冬至前一个

星期服至“六九”，约 50 多天，或服至立春结

束。服用膏方时还需要配合饮食调理，劳逸适

宜，运动保健等，这样才能使膏方的作用发挥

至最佳。

膏方切忌保存在金属容器中

读者：膏方服用时间长、又是高营养物质，

应该如何保存？

谢若男：膏滋药切忌存放在金属容器中，

应盛放在密闭的瓷罐、玻璃器皿、搪瓷容器中，

亦可以放在食用的塑料保鲜盒中。一料膏方

应该分开存放，不要放在同一个容器中，分别

取用，以防污染。应置于阴凉处，或冰箱里，避

免放在厨房及有暖气的房间，以防霉变。

骨质疏松症被称为“21 世纪无声的流行病”。省立医院内分泌科

主任医师邢学农提醒，女性一生发生骨质疏松性骨折的危险高达

40％，超过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总和；男性一生发生骨质

疏松性骨折的危险性达 13％，高于前列腺癌。

防治骨质疏松症，邢学农建议，日常应摄入富含钙、低盐和适量

蛋白质的均衡膳食。每天应摄取 1000～1200 毫克的钙质，可补充牛

奶、深绿色蔬菜、芝麻、钙片等含钙质食物。另外，每天还应摄取

800～1000 单位的维生素Ｄ，可通过摄取蛋黄、肝脏、维生素Ｄ补充

品等方式获取。

此外，还要适当户外活动和日照，并进行有助于骨健康的体育运

动。同时戒烟限酒，慎用影响骨代谢的药物。 孙承伟记者李皖婷

据了解，这段时间，扁桃体发炎的患儿人数持续增加，还有些孩

子在熟睡时会出现呼吸不畅的现象。

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杨泽玉建议，患儿平时要多锻炼身体，

注意口腔卫生，尽量减少接触刺激性食物和气体，饮食宜清淡，多喝水，

多吃清热的水果等。另外，少让孩子去人多的地方，避免交叉感染。

此外，虽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但家长也无需在孩子睡觉时给他穿

太多或盖太厚，避免孩子在起床后适应不了气温而受凉。杨泽玉特

别提示，对于平日体质较好的宝宝，家长大可放心适当地让他们“冻

一冻”，民间常说的“春捂秋冻”，并不是全无道理。

王炜 童有兵 记者 李皖婷

近日早晚温差较大，感冒患者也随之增多，其中以老人和儿童为

主。据合肥市一院呼吸内科主任李秀介绍，一些慢性病的患者还易

诱发其他疾病。

专家提醒大家，秋季应注意调养身心。早睡早起，使心境安逸安

静。秋季日夜温差较大，早晚气温较低，健康人宜稍穿薄衣，稍带寒

冷，适当地“冻冻”，有利于增强人体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

秋季饮食宜清淡，避免老姜、生葱、芥末等辛辣食物，或者熏烤、

肥腻的油炸食物等，多吃润肺生津的食物，如芝麻、核桃、蜂蜜、梨

等。其中甘蔗、梨虽可清肺润燥，但凉性大，脾胃虚寒和胃腹疼痛的

人不宜食用。另外，平时应加强户外活动，锻炼身体增强体质，及时

增减衣物，注意防寒保暖远离感冒。 苏洁 记者 李皖婷

日前，在安徽省中医院承办的第十三次全国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

学术年会上，《慢性心力衰竭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正式发布。据

了解，该共识主要涉及成人慢性心力衰竭的诊断和药物治疗，做到中西

医结合优势互补。

共识的主要内容包括：在西医诊疗基础上，加用中医治疗可改善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临床症状和生活质量，维持心功能，减少再住院率；慢

性心力衰竭中医学认为属本虚标实之证，病机可用“虚”、“瘀”、“水”概

括，益气、活血、利水为心衰的治疗大法；慢性心力衰竭 A、B 阶段中医

主要针对原发病辨证论治，B 阶段尚可酌情选用具有逆转心室重构作

用的中药；慢性心力衰竭C、D阶段中医证候要素以气虚、血瘀最多见，

其次为阳虚、阴虚、水饮、痰浊，各证候要素常以复合证型兼夹出现；慢

性心力衰竭C、D阶段常见中医复合证型有气虚血瘀证、阳气亏虚血瘀

证、气阴两虚血瘀证。 陈小飞记者李皖婷

国庆长假后，合肥一直都是“秋高气爽”的好

天气，但连日晴朗，让空气变得干燥，前往合肥市

第一人民医院就诊的鼻出血患者开始增多。

“干燥天气使正常鼻粘膜水分挥发过快，容

易形成干裂损伤发生鼻出血。”合肥市一院耳鼻

喉科主任张抗美表示，外力揉搓鼻部、挖鼻孔等

容易引起鼻出血，人体出现感冒、上火等症状时

也容易导致鼻腔出血；老年人由于鼻腔分泌减

少，更容易因为干燥的天气出现鼻出血。如果

出现血流不止的情况，应及时就医治疗。

专家提醒，秋季防止出鼻血，要尽量避免

用力搓揉鼻部，如果发生鼻出血，可以用手指

轻轻捏鼻 5 分钟，或采用前额、颈部冷敷等方

法止血。对于患有高血压的老年人，在局部止

血的同时，要平稳有效地降血压，避免发生失

血性休克等意外。 费秦茹 记者 李皖婷

天气渐冷 如何预防脑出血？

防治骨质疏松 日常要多补钙

秋凉渐至 儿童扁桃体发炎多发

天气转凉 注意保暖远离感冒

慢性心力衰竭
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