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上中旬仍处于梅雨季节，之后将进
入一年中最炎热时期。今年七月份预计降雨
量较往年增多，前期梅雨季节平均气温略有
下降，7月中下旬可能会出现持续高温，在这
一高温湿热的夏季，需要注意以霍乱为首的
肠道传染病的预防，这时期也是食源性疾病
的高发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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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津淼 星级记者 俞宝强 文/图

中药现在已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了，如何煎中药，这里面也有很多的学问，器具、火候、时间等都要考虑，很
多人拿着中药回家，但不知道该如何正确地煎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安徽省针灸医院）副主任医师
程红亮教大家中药怎样煎煮疗效才最好，一起来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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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长运用中药，针灸治疗眩晕，中风后遗症，认知障

碍，面瘫，神经性肌萎缩，帕金森，颈肩腰腿痛等神经系统

疾病及慢性胃炎，胃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症

等消化系统病症，应用中药，针灸防治心脑血管病前期高

危因素，如肥胖，高血压病，高血脂症，糖尿病，高粘血症，

腔隙性脑梗塞等疾病。

名医话养生

中药煮前不要清洗
冷水浸泡疗效佳

这时期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在夏季炎热季节，应加强对儿童、青少
年暑期安全教育，防止游泳、嬉水时发生溺
水事故。上班族和老年人应注意劳逸结合，
保持良好生活节奏，办公场所和家庭使用空
调时，室内温度应保持在 25～27℃，相对湿
度在50％～60％；平时注意定期开窗通风，
以防感冒发生。户外高温作业要预防中
暑。高温夏季也是狗的情绪烦躁时期，容易
冲动伤人，注意保持距离。7 月份还要注意
疟疾、乙脑等虫媒传染病的预防。

而在这一高温湿热的夏季，需要注意
以霍乱为首的肠道传染病的预防，这时期也
是食源性疾病的高发季节。

家庭聚餐应注意食品安全

据悉，食源性疾病是借助食物传播的一
组疾病，常见的病原有痢疾杆菌、沙门氏菌、
副溶血性弧菌、致泻性大肠杆菌等细菌。临
床上主要特点为潜伏期较短；恶心、呕吐、腹
痛、腹泻等症状，病例可伴有发热，严重者可
出现脱水。

食源性疾病主要流行特征为：发病突
然、病例集中，可呈散发或家庭多例感染，或
在学校、幼托等集体用餐单位以集体性食物
中毒形式表现。各食品行业单位、食堂、盒
饭公司要把好食品卫生关，提供清洁、卫生、
合格食品，预防集体性食源性疾病发生。家
庭聚餐应注意食品安全，防止生熟不分，污
染食品，防范因聚餐引起的食物中毒等食源
性疾病发生。在这一季节，市民要树立良好
的饮食习惯，不吃生、半生食品、腐败变质食
品；注意饮水卫生，减少食源性疾病发生。

年老体弱多病者要注意防止中暑

感染性腹泻是由包括沙门氏菌、致病性
大肠杆菌、副溶血性弧菌、出血性大肠杆菌
等细菌，轮状病毒、诺如病毒、腺病毒等病毒
和寄生虫引起的肠道传染病。该病在合肥
市极为常见。临床上主要表现为腹痛、腹
泻，腹泻次数一般一天 3～10 次以内，重者
一天内可达几十次，大便性状常见有稀便、
水样便、洗肉水样便、粘液便等，部分病例可
伴有发热、恶心、呕吐、脱水等不同症状或体
征。感染性腹泻在本市发病高峰期为 6～9
月份；感染对象主要是儿童和成年人。若一
旦出现类似感染性腹泻症状者，应及时去医
院就诊。

此外，中暑是夏季急性疾病。由于人体
大量出汗，水分丧失，导致电解质丢失，循环
血量减少致使出现头痛、头昏、恶心、呕吐、
面色苍白、出冷汗、肌肉疼痛，有的病人可出
现高热等症状，严重者如患热射病可发生死
亡。一定要重视防暑降温，尤其高温下作业
人员要做好个人防护，补充含盐的水分，工
作场所要加强通风降温，调整作息时间等。
年老体弱多病者要注意房间通风降温，劳逸
结合，补充水分和营养等。

中药煎的越久越浓疗效就越好吗？据悉，大多数的
患者都有一个误区，以为中药煎煮时间越长、越浓效果
越好，中药煎得太浓会损害药效。

“首先，煎药时药物有效成分由药物内向药液渗出，
当煎煮到一定时间，药液达到一定浓度时，有效成分便
停止析出，再继续煎煮，药物浓度也不会提高。其次，有
些药物长时间煎煮，有效成分会不断挥发减少，煎煮时
间越长，挥发的越多，药效越低”。据悉，药物煎得太浓，

苦涩味更重，更容易出现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因此，
为了更好地发挥中药的疗效，煎煮时不要把药煎得太
浓。据介绍，中药能治疗疾病的道理，就在于它含有生
物碱、皂素、鞣质等有效成分。中药所以要煎熬，目的在
于要把药物中有效成分煎熬出来，以利于治疗疾病。
煎熬时间过长，会使有效成分(例如挥发性成分) 遭到破
坏或丢失，并且还会把药煎煳。中药一旦煎煳，其性质
就会发生改变。因此，中药煎煳后应丢弃。

据程红亮介绍，煎煮容器与药液质量关系非常密
切，以砂锅、瓦罐为好，陶瓷次之，搪瓷再次之，忌用铁
锅、铜锅，最好也不用铝锅及不锈钢容器来煎药，以确保
中药的疗效。 因为有些药物遇到锡、铁等金属后会发
生沉淀，降低溶解度，甚至会引起化学变化，产生副作
用，影响疗效。

其次还要备好搅拌棒，药淋子，筷子。
“中药煎煮前不要清洗。这是因为水洗可使药

材的水溶性成分丢失。水洗可使粉末类药材丢失，中

药中有不少药材是粉末类的，也有的在配药时需研
碎，如果用水洗，会造成这些药物的流失。水洗可致
部分药材辅料丢失，由于有的药材在炮制过程中加入
蜜、酒、胆汁等辅料，而这些辅料易溶于水中，若用水
冲洗，可导致部分辅料丢失。”程红亮告诉记者，因
此，在煎煮中药之前，不宜用水冲洗药材，以免造成
药材成分的丢失，影响药物的疗效。目前各医院、药
房所售中药饮片一般均为炮制后的药材，没有特殊情
况，一般不需要清洗。

煎药前如何浸泡药材？
“一般用冷水浸泡，以药材浸透为准，用水量以高出

药面为度，一般浸泡时间为 30～60 分钟左右。浸透后
再煎煮，则有效成分易于煎出。泡的过程中最好不时用
搅拌棒搅一下，这样泡的均匀一些。天冷时要延长浸泡
时间，或者可用温水，这样煎出的药效果更好”。据程红
亮介绍，水是煎煮中药汤剂的最常用溶媒，一般宜选用
水质洁净新鲜的为好，如自来水、井水、蒸馏水等。

“其实熬药的水最好是要把烧开的水晾凉后再使
用，因为一些地方的自来水多用氯消毒，或多或少都有
残留，同时自来水中的钙、镁离子较多，也容易和药材中
化合物发生反应，影响药效”。据悉，用水量应视药物的
重量、体积、吸水能力、煎煮时间、火候及所需的药量等
因素来决定，煎煮时以水漫过药物半寸左右为宜。煎药
的用水量应一次加足，不要中间数次加水，更不能把药
煎干了再加水重煎。

煎煮中药有“武火、文火”之分，将浸泡后的药材开
始用大火（武火），煎沸后改用小火（文火）。中药的煎煮
一般两次即可，第二煎加水量为第一煎的 1/3～1/2，熬
完后，可用一根筷子放在砂锅沿上挡住药渣，再用药淋
子过滤，两次煎液去滓滤净混合后服用。

据程红亮介绍，煎中药把握好火候是提高疗效的
关键，正确掌握煎药火力和煎药的时间非常重要。久
煎使药材过度挥发而造成损失，时间太短则药效不能
释放影响疗效。因此不同方剂煎煮时间各异，一般药
材多用武火急煎法，煎煮时间要短，头煎药煎沸 15 分

钟即可，二煎药煎沸 10 分钟即可。如为解表药、清热
药宜武火煎煮，时间短，煮沸后煎 3~5 分钟即可；而补
益类药物，因其滋腻质重，需久煎方能出汁，开始用大
火（武火）将药煎沸后，再用文火慢煎，可续煎 30～60
分钟左右。二煎时间略微缩短，药煎沸后用文火煎熬
20～30 分钟左右。煎煮时间长的药物，在煎煮过程中
需搅拌 2～3 次，以防底层药物焦糊。但是一般情况
下，熬两遍就可以了，第三遍的药力很低了，一些活血
化瘀药或活络通经可以熬完用药汤或药渣局部热敷、
泡脚，二次利用。

煎煳的中药千万不能服用

正确掌握煎药火力和时间非常重要

用冷水浸泡，以药材浸透为准

中药煎煮前不要清洗

合肥疾控七月防病提示

儿童、青少年
需防溺水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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