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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人提出，年轻人吃
膏方有点“浪费”，有时候还会
起副作用，有专家把“膏方年
龄”的界限定在了“40 岁”，也
就是说，40 岁以后才需要考虑
吃膏事宜。吃膏方也有年龄
的限制？对此，江苏省中医院
门诊部主任吕东岭表示，从目
前来看，吃膏方的主要人群是
老年人，但这个“膏方年龄”其
实不太靠谱，而且也不科学，
需不需要吃膏方，要看具体体
质，有一些小孩，脾胃差，吃一
些膏方，效果就非常好。吕东
岭说，这些年，社会压力大，节
奏快，除了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癌症患者在吃膏方外，都
市白领也是吃膏方的另外一
大人群，这部分人群多数在 40
岁以下，来医院吃膏方，调理

的效果也非常好。当然，也不
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膏方。

是否需要服用膏方需要先
确定如下问题：自身是否患有
慢性疾病？慢性疾病是处于
发作期还是缓解期？身体是
否处于“虚”的状态，而“虚”又
分为阴虚、阳虚、气虚等。

想要有针对性地进补，需
要经过医生的综合辨证论治，
仅凭个人的主观感受来判断
是否需要进补，并不科学。一
般情况下，体质健壮的青少年
不适宜进行膏方进补。专家
提醒，除健康人群外，有几类
人也不适宜膏方进补：

1、新近患病者，如近期患
有感冒、发热、咳嗽或伤食期
间不能服膏方，应先等病愈后
再进补。

2、急 性 疾 病 和 有 感 染
者，慢性病发作期和活动期
患者，胃痛、腹泻、胆囊炎、胆
石症发作者，慢性肝炎、转氨
酶很高者，自身免疫球蛋白
和抗体很高者也不太适合膏
方进补。

3、急于求成者，原本身体
很虚弱，想通过吃膏方一下子
强壮起来，结果往往事与愿
违。

专家特地指出，盲目进补
只会适得其反。湿重者、脾胃
虚弱者盲目进食膏方，会引起
发烧、失眠、燥热等副作用，甚
至加重原有症状。膏方进补
时，忌生冷、油腻、辛辣、不易
消化的食物，不宜饮浓茶，服
用含有人参等补气中药的膏
方忌食萝卜。

近年来膏方价格飞涨，少
则四五千元，动辄上万元，有
的甚至高达四五万元。中医
专家是怎样看待膏方的？

膏方是老底子中医传下
来的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据
考证，有记载最早的膏方可追
溯到 1800 多年前的张仲景。

“开膏方的目的是给慢性病患
者做巩固和延续治疗，以助其
来年能少发病，而非当下被大
肆宣扬的滋补之用。”浙江省
中医院医师徐志瑛说，膏方是
用来补虚的，所以虚症的人可
以适当吃点，而实症的人就没
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了。

对于天价膏方，专家也是
连连“痛斥”，坦言除了中药价
格上涨之外，这里更多的是被
利益驱使所致。“在 10 年前，
一个膏方的价格在 200—300
元，如今 4000—5000 元的已经
算是良心价，一个膏方上万元
的也是不足为奇。”徐志瑛展
示了一张前两天她开给一个
17 岁哮喘孩子的膏方，里面已
用了多达近 60味中药，可价格
仅 1600 多元。平时找徐志瑛
看病的多数是呼吸道疾病的
孩子，她开出来的膏方价格基

本在 1000—2000元之间。
徐志瑛说，她能将膏方价

格控制在比较亲民水平的秘
诀有两个，一是尽量不用名贵
中药，二是开素膏。她解释了
素膏是怎么回事。原来膏方
有荤膏与素膏之分，用阿胶、
驴胶等价格昂贵的动物制品
的称为荤膏，而用枣泥、莲子
泥来替代这些动物制品的就
叫素膏，两者的价格天差地
别。

再来说说名贵中药滥用
的问题，比如，很多人在开膏
方时会要求医生加点虫草，有
的中医会在开膏方时多用一
些虫草，其实真没这个必要，
都说虫草价比黄金，但中药中
廉价的熟地、麦冬同样有虫草
的补肺、补肾的功效，因此不
必盲目跟从，应因人而异。

当然，无论价格多少 ,昂
贵的补药还是一味中药，就
有其适应症，使用时就得辨
证，药好药坏与价格无关，在
最恰当的时候给最需要的人
用才是最好的药。膏方也是
如此，在恰当的时候给适宜
的人用才是好的，无须去追
求价格有多高。

“最近一年总感觉到食欲不
太好，不想吃饭，每顿只吃那么
小半碗，人都瘦了好几斤！”南京
市民孙先生找到江苏省中医院
呼 吸 科 主 任 中 医 师 史 锁 芳 咨
询。在仔细给孙先生号脉后，史
锁芳询问了孙先生平时的饮食
情况，建议他可以先吃汤药调理
好脾胃，然后再吃点膏方调理一
下。“像你这种情况属于‘湿邪’
侵袭，而且时间比较久了，胃口
不好，所以要吃点汤药调理，然
后才能吃膏方，否则不吸收，吃
了也没有用！”史锁芳向孙先生
解释。

史锁芳解释，不少人都处于
亚健康状态，从脸色上就可以看
出一些端倪，有些人脸色黄、有
些人脸色青、有些人脸色灰，还
有一些女性脸上斑不少，其实这
些不同脸色都对应人体不同的
脏器，有些反映的是脾虚，有些
则代表着肝气郁结等。史锁芳
强调，亚健康多属于中医虚证的
表现。常见的有气虚、阴虚、阳
虚、气血两虚等不同类型，要辨
证施补。

“我常感到口苦、口干，还伴
有胃胀、胃痛、泛酸水、大便不成
形等情况，能不能吃点膏方调理
一下！”42 岁的李女士最近身体
状况不佳，想吃点膏方补补身
体。“你这种情况暂时还不适合
吃膏方。”江苏省中医院普内科
主任陆为民让李女士先吃几服
中药汤剂，治治自己的肠胃，然
后再来开膏方吃。

很多人虚弱但又怕“补”出
问题。如果从来没有吃过膏方，
有哪些注意事项？浙江省中医
院下沙院区名中医徐新平建议，
在吃膏方之前，可以先配几贴

“开路方”。“吃膏方最合适的时
候是立冬后，这段时间可以先调
理身体。”徐新平说，吃“开路方”
是对药物的敏感性进行试探，医
生可以观察其服药后的反应，为

开好膏方做准备。同时，
也可以进调理肠胃，使脾

胃健运，改
善 消 化 吸
收功能。

不少市民选择在药房、超
市购买成品的膏方，也有市民
喜欢在家里自制膏方。有关
专家表示，这种做法有可能吃
出问题来。

26 岁的白领陈茵看一位
同事在吃固元膏，有补气血、
美容的功效，还能缓解痛经，
她也打算试试。今年天气渐
凉，陈茵的微信朋友圈里就有
一位山东的朋友卖起了固元
膏。朋友说是他妈妈纯手工
制作的，材料都是最好的，没
有任何明胶、添加剂。进入
11 月，陈茵买了两斤固元膏，
按照朋友的叮嘱，每天只吃 2
小块。吃了十来天，皮肤还没
有明显变化，陈茵忽然觉得脖
子后面长了三个小包，竟然有
一角钱硬币大小，奇痒无比，
她忍不住抓了几下，就开始溃
烂流脓，让同事帮忙拍了个照
片看，她吓了一跳，天哪，这不
是疮嘛 !

除了生疮，陈茵最近还有
口干舌燥、便秘等症状。她忽
然瞥到桌子上的固元膏，会不

会是它有问题？她赶到宁波市中医院向主任
中医师卓立甬求助。卓立甬把脉后告诉她，
这固元膏生产制作过程是否存在问题不能确
定，但可以肯定的是，陈茵不适合吃固元膏，
她是阴虚火旺体质，固元膏又是纯滋补药品，
吃下去等于“火上浇油”，所以才会长出疮来。

市面上卖的膏方处方相对简单，大多是以
某方向的补益为主，组方时不会考虑得那么
全面细致。吃膏方的人如果没有针对自己的
状况做分析，万一他的体质跟这个“方”对不
上，吃了就会有不太舒服的反应。火气盛的
人常表现为心烦不寐，口舌生疮，口臭，大便
干结，舌苔黄燥等；湿气重的人一般表现为消
化功能不好，易疲倦，舌苔白腻等；另外，高血
压、高血脂及糖尿病患者也不适合服用固元
膏。

“无论是膏方还是人的体质，都是很复杂
的，所以服用包括固元膏在内的膏方前，一定
要找有经验的中医把把脉，一人一方，制定适
合自己的膏方。”卓立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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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发虚别着急吃膏身子发虚别着急吃膏！！

进补先服“开路方”B C 药材越贵越有效药材越贵越有效？？

廉价的素膏效果同样好

D ““膏方年龄膏方年龄””以以4040岁为界岁为界？？

这些人进补须谨慎

俗语有云：“冬
令 一 进 补 ，春 天 可 打
虎”。现在的人们越来越
重视养生，习惯了一到冬
天，就买些补品补补身体，

“进补神器”——膏方很受
热 捧 。 但 不 少 人 存 在 这
样 的 疑 惑 ，膏 方 到 底 怎
么吃效果才更好呢？

为了使膏方能在服用期间，保质而充
分发挥药力以达到调补的目的，其存放方法，
至关重要。
首先在膏方制作后，让其充分冷却，才可加盖。

可以让它存放在瓷罐（锅、钵）中，亦可以用搪瓷烧锅存
放，但不宜用铝、铁锅作为盛器。由于膏方用药时间较
长，尽管时值冬季为多，但遇暖冬时就要小心发生霉变

了。一般情况下，多放在阴凉处，若放在冰箱冷藏更
佳。若放在阴凉处而遇暖冬气温连日回升，应让其

隔 水 高 温 蒸 烊 ，但 是 忌 直 接 将 膏 锅 放 在 火 上 烧
烊 ，这 样 就 会 造 成 锅 裂 和 底 焦 。 在 膏 药 蒸 烊

后，一定要把盖打开，直至完全冷却，方可盖
好。切不可让锅盖的水落在膏面上，否则
过几天就会出现霉点。在每天服用膏
方时，应该放一个固定的汤匙，以免把
水分带进锅罐里而造成发霉变质。
一旦气候潮湿，或者天气变暖，在膏
方上出现一些霉点，此时宜用清洁
水果刀刮去表面有霉点的一层，
再用隔水高温蒸烊。当然，如
果霉点很多且在膏面的深处
也见有霉点，这样就不
能服用了。

膏方应该怎么样保存？温温馨馨提示提示

膏，是一种传统的中药制剂；方，就是中医的处方。膏方是根据人的不
同体质、不同临床表现而拟定的个体化处方，将药物煎煮取汁、掺入辅料浓
缩制成稠厚状半流质或冻状剂型，具有营养滋补和防治疾病的作用。

名词解释
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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