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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主治与应用】燥热伤津证。适用于温病邪伤津液所致身热不甚、口中燥渴、心中烦热、
干咳不已、咽喉肿痛，甚或痰中带有血丝、舌干燥无苔、脉细数等症。本方亦可用于秋季燥热伤肺引
起的干咳、咽痛。此外，慢性支气管炎、慢性咽炎、急性肺炎恢复期症见燥热伤津者均可用本膳。 【
方解】本方所治之证为热邪或燥邪灼伤肺胃津液所致，治宜清热养阴，生津润燥。方中梨味甘微酸，
性质寒凉，人肺、胃二经，具清热化痰，生津润燥之功。荸荠又名“马蹄”，味甘性平，有凉润肺胃
，清热化痰的作用。鲜藕能清热生津，凉血止血。本品取鲜汁，更能发挥其清热生津之功。芦根，味
甘性寒，长于清泻肺胃气分热邪，生津除烦，解毒止呕。麦门冬甘寒质润，人肺、胃、心经，功能滋
肺养胃以润燥生津，清心养阴以除烦宁心。方中五味均属甘寒清润之品，且都为鲜品，富含汁液，共
奏清热养阴、生津止渴之功，是退热除烦、止渴疗嗽之佳品。临床上对温邪灼伤肺胃，口渴心烦，干
咳不止与温病后期身热不退等症，皆有良效。此外，本方还有解酒清热生津、除烦止渴降逆的作用，
亦用于饮酒过多所致头痛烦渴、噫气呕逆等症的调治。 【使用注意】本膳性凉，适用于燥热伤津证。
素体阳虚或脾胃虚寒者不宜多服。 【附方】五汁饮（《重订广温热论》）：鲜生地100g，鲜石斛100g
，鲜芦根50g，生梨200g，甘蔗100g。同上方方法以洁净的纱布绞挤取汁饮用即可。功用清热润燥，养
阴生津，且增加了清胃经火热之力，除上述病证外，还可用于内伤消渴和呕吐等症。 生地黄粥 【来
源】《二如亭群芳谱》 【组成】生地黄汁50ml，生姜2片，粳米60g。 【制法用法】生地黄适量，洗净
切段，绞汁备用。先用粳米加水煮粥，煮沸数分钟后加入地黄汁与生姜片，煮成稀粥食用。 【功效】
清热养阴，凉血止血。 【主治与应用】热伤阴虚证。适用于周身烦闷不适、五心烦热、头晕目眩、口
燥咽干、舌红少苔等症的患者，也适用于热入营血引起的高热心烦、吐衄发斑或热病后期出现低热不
退等症。还可用于慢性胃炎、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围绝经期综合征等属于阴虚内热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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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体来讲，还是很坑爹的，没什么实质内容
2、说实在的不太人性化啊，为什么评论非要10字以上？其它不评了，书很好
3、束之高阁。其实用到好少的感觉。哈哈。。我不是专业学医。自己买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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