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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心脑血管系统疾病药膳

第一节 冠 心 病

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简称，又称缺血性心脏病，是由

于供应心脏血液的血管——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引起管壁增厚、变硬、失

去弹性和管腔变狭窄或闭塞不通，导致心肌缺血、缺氧而引起心绞痛、心肌

梗死、心肌硬化及萎缩等心脏疾病。以心绞痛症状最为多见，往往因情绪激

动，精神刺激，疲劳受寒而诱发。老年人容易罹患此病。

【膳食原则】

（1）以素食为主，宜选清淡、易消化的低脂肪、低胆固醇、富含维生素

的饮食，控制主食及脂肪的摄入量，保证新鲜蔬菜和水果的供给，以提供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和适量的膳食纤维。

（2）通过合理的饮食结构避免肥胖，以减轻心脏负担，保护冠状动脉。

（3）常用食物：粗杂粮、脱脂奶、鱼类、瘦肉、大豆制品、水果、洋葱、

海带、香菇、芹菜、木耳、大蒜等。

【辨证药膳】

（一）胸阳痹阻

【症状】 胸痛，每由感寒诱发，气短，胸中闷塞，甚至心痛彻背，背痛

彻心，舌苔腻，脉弦滑。

【治法】 通阳宣痹。

【药膳选用】

1. 薤白粥

原料：薤白 10克、葱白 2根、香菜适量、粳米 100克。

制作：将薤白、葱白洗净，切成小段，与粳米同放入砂锅中，加水后用

小火煮粥，粥熟后加切碎的香菜即成。

用法：每日 1剂，早、晚温热服食。

功效及适应证：通阳宽胸。适用于寒凝心脉之胸痹、心痛、心悸等。

2. 姜葱粥

原料：干姜 30克、高良姜 30克、葱白 50克、大米 100克。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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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将干姜、高良姜装入纱袋内，与大米同煮成粥。粥熟后去药袋，加

入葱白煮沸即成。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服食。

功效及适应证：温阳散寒止痛。适用于胸痹因感寒而发者。

（二）心血淤阻

【症状】 心胸刺痛，两胁发痛，气短，心烦不安，舌质有淤点或紫斑，

脉涩。

【治法】 活血化淤，疏肝理气。

【药膳选用】

1. 丹参绿茶

原料：丹参 9克、绿茶 3克。

制作：将丹参研成粉末，加绿茶，放入热水瓶中，冲入适量开水，加盖

焖 10 ~ 15分钟即可。

用法：代茶饮，每日数次。

功效及适应证：活血化淤，疏肝理气。适用于胸部疼痛日久，心神不宁

属心血淤阻者。

2. 三七红枣鲫鱼汤

原料：三七 10克、红枣 15枚、鲫鱼 1条（约 150克）、陈皮 5克，精盐、

香油各适量。

制作：将鲫鱼洗净，去内脏备用。红枣去核后与切碎的三七、陈皮、鲫

鱼同入锅中，加水适量，煎煮约 30分钟，待鱼熟时加入精盐适量，再煮二沸，

淋入香油即成。

用法：当菜佐餐，随意食用。

功效及适应证：活血化淤，养血和胃。适用于心脉淤阻之胸痹而兼有胃

肠不适者。

（三）痰浊内阻

【症状】 胸闷痛，形体肥胖，身重乏力，舌苔厚腻或垢浊，脉滑。

【治法】 祛痰化浊。

【药膳选用】

1. 茯苓米粉糊

原料：茯苓细粉、米粉、山楂细末、槟榔细末、白糖各 20克。

制作：将以上四种粉末入盆中，加入白糖，再加水适量，调成糊状，蒸

熟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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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服食。

功效及适应证：祛痰化浊。适用于胸痹中以闷痛为主属痰浊痹阻者。

2. 薏陈茶

原料：炒薏苡仁 30克、炒陈皮 10克、绿茶 3克。

制作：取洗净的薏苡仁置锅内用小火炒至微黄色，取出放凉备用；晒干

的陈皮亦放入锅内炒至微黄色。将薏苡仁、陈皮以及绿茶再入锅内，加水适

量，大火煮沸后改文火煎煮 30分钟，去渣取汁即成。

用法：代茶饮用，每日数次。

功效及适应证：祛痰化浊，行气开郁。适用于胸痹痰阻之胸闷，气短，痰

多等。

（四）心肾阳虚

【症状】 心痛，气短，心悸，胸闷，形寒肢冷，腰膝酸痛乏力，面色苍

白，脉沉乏力或结代，舌淡苔白。

【治法】 温补心肾。

【药膳选用】

紫河车炖鸡

原料：紫河车 30克、仔鸡 1只（约 500克），生姜、葱白、盐各适量。

制作：将紫河车洗净，烘干，研成细粉。仔鸡宰杀后洗净，把盐抹在鸡

身上，放入锅内加水适量，置大火上煮沸，用小火炖煮至鸡熟，再加入紫河

车粉、姜、葱，炖煮 40分钟即成。

用法：当菜佐餐，随意食用。

功效及适应证：温补心肾。适用于心肾阳虚之胸痹。长期服用具有良好

的保健功效。

（五）气阴两虚

【症状】 心痛，气短，心悸，自汗，口干少津，舌质红少苔，脉细无力或

结代。

【治法】 益气养阴。

【药膳选用】

人参银耳汤

原料：人参 15克、银耳 10克、冰糖 10克。

制作：先将银耳温水发胀，人参切片，再与冰糖同放入锅，加水适量，小

火煎煮 2小时以上即成。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空腹服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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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及适应证：益气养阴。适用于气阴两虚以心痛、气短、心悸、自汗、

口干少津为主症之胸痹者。

第二节 高 血 压 病

高血压病是一种世界性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表现为以动脉血压增高为

主的一组临床症候群。早期症状可见头晕头胀，胸闷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

约半数出现不同程度的头疼，常伴后颈部牵拉或板样感觉。本病除上述症状

外，更重要的是对心、脑、肾、血管等重要器官的损害。此病分为两型：一

是原发性高血压病，约占本病的 90％，是指以血压升高为主要表现而病因尚

未清楚的一种独立疾病，其发病多与长期精神紧张和情绪波动，遗传，肥胖，

高盐饮食等有关。二为继发性高血压病，其血压升高仅是某些疾病的表现之

一。据调查，本病患病率城市高于农村，脑力劳动者高于体力劳动者。目前，

我国采用国际上统一的诊断标准，收缩压≥140mmHg和（或）舒张压≥90mmHg
即诊断为高血压病。

高血压病属于中医学“眩晕”等范畴。

【膳食原则】

（1）本病的膳食宜清淡，选用平性、凉性，淡味入肝肾经，易消化的低

脂、低胆固醇、低盐饮食。饮食以谷物、新鲜蔬菜为主，摄取适量的肉、蛋、

奶类。限制热能的摄入，避免超重。肥胖者应逐渐减轻体重。同时，也应限

制食盐的摄入，每日控制在 5克以内。适当补充含钙高的食物。

（2）忌烟酒、浓茶以及辛辣刺激食物。

（3）常用食物：芹菜、菠菜、荠菜、洋葱、大蒜、荸荠、莲藕、苦瓜、山

楂、玉米、荞麦、黑木耳、灵芝、紫菜、海带、海参、海蜇、香菇、天麻、菊

花、槐花、绿茶、鱼类、猪瘦肉等。

【辨证药膳】

（一）肝火亢盛

【症状】 眩晕头痛，面红目赤，烦躁易怒，便秘尿黄，舌红苔薄黄，脉

弦数或弦滑等（为早期高血压病的常见类型）。

【治法】 清热平肝，潜阳镇静。

【药膳选用】

1. 平肝清热茶

原料：龙胆草 18克、醋柴胡 18克、甘菊花 3克、生地黄 3克、川芎 18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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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上药共为粗末，加水煎汁，或以沸水冲泡。

用法：代茶饮用。每日 1 剂，服用数次。

功效及适应证：平肝清热。本药膳能清肝火，疏肝气，养肝明目。适

用于肝火亢盛、肝气不疏所致的眩晕头痛、面红目赤、烦躁易怒的高血压

病患者。

2. 蜂蜜决明茶

原料：生决明子 10 ~ 30克，蜂蜜适量。

制作：将决明子捣碎，加水 200 ~ 300毫升，煎煮 5分钟，冲入蜂蜜即可。

用法：代茶饮用，每日数次。

功效及适应证：清肝平肝，润肠通便。本药膳作用平和，无不良反应。特

别适用于肝火上炎之高血压病兼肠燥便秘的患者。

3. 芹菜肉丝

原料：芹菜 500 克、瘦猪肉 100 克、食盐 5 克、味精 5 克、香油 30 克、

葱丝 5克，姜丝和湿淀粉适量。

制作：将芹菜剔去叶，削去老根，洗净，切成寸许长的段，放沸水中略

焯，捞出用凉水过凉，沥干备用。瘦猪肉洗净切为细丝加入少许湿淀粉、酱

油、香油拌匀腌制备用。炒锅置旺火上，注入香油，烧热后放入葱丝、姜丝、

肉丝煸炒。待肉丝炒熟，加入芹菜、食盐、味精，翻炒均匀，出锅即成。

用法：当菜佐餐，随意食用。

功效及适应证：清热平肝，利湿降火，芳香健胃。本药膳既能入肝清热

熄风治证之标，又能滋阴润燥养血治证之本。而且气香味美，清淡不浓，是

肝阳上亢之高血压病患者的合适膳食。

（二）阴虚阳亢

【症状】 眩晕头痛，五心烦热，腰膝酸软，耳鸣健忘，舌红苔薄，脉弦

细数（多见于本病中期）。

【治法】 滋阴潜阳，滋补肝肾。

【药膳选用】

1. 夏枯草煲猪肉

原料：夏枯草 20克、猪瘦肉 50克，食盐和味精各适量。

制作：将猪肉切薄片，夏枯草装纱布袋里，扎口，同放入砂锅内，加水

适量，文火炖至肉熟烂，弃药袋，加食盐、味精调味即成。

用法：每日 1剂，佐餐，食肉饮汤。

功效及适应证：平肝清热，疏肝解郁。本药膳既清肝热，又疏肝气，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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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肝肾阴虚，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病。

2. 天麻鳙鱼头

原料：天麻 25克、川芎 10克、茯苓 10克、鳙鱼头（500克以上）、酱油

25 克、黄酒 45 克、食盐 5 克、味精 15 克、胡椒粉 3 克、香油 25 克、葱 10
克、湿淀粉 50克。

制作：将鲜鳙鱼头洗净去鳃，用蒸碗盛。另把川芎、茯苓切成大片，放

入二分泔水中，再加入天麻同泡，共浸泡 4 ~ 6小时，捞出天麻置米饭上蒸软

蒸透，趁热切成薄片，与川芎、茯苓分别放入盛鱼头块的碗中。然后放入黄

酒、姜、葱，兑上适量清汤，上笼蒸约 30分钟后取出，拣去姜、葱，翻扣碗

中，再将原汤倒入火勺内，调入酱油、食盐、白糖、味精、胡椒粉、香油、湿

淀粉、清汤等。烧沸，打去浮沫，浇在各份鱼的面上即成。

用法：佐餐食用，每周 2 ~ 3次。

功效及适应证：平肝熄风，活血止痛。本药膳既能滋精血益肝肾而涵阳

熄风，又能利小便降逆气而降上亢之阳，两相促进，对于肝阳上亢及肝风内

动之头痛、眩晕、失眠的高血压病患者卓有成效。

3. 青头鸭羹

原料：青头鸭 1只、萝卜 250克、冬瓜 250克，葱和食盐适量。

制作：鸭洗净，去肠杂。萝卜、冬瓜切片，葱切细。先在砂锅内盛水适

量煮鸭，煮至半熟再放入萝卜、冬瓜，鸭熟后加葱丝、盐少许调味。

用法：佐餐食用。

功效及适应证：平肝阳，清肝热，利水降压。本药膳清热平肝，利水作

用明显，适用于肝阳上亢兼见水肿的高血压病患者。

（三）阴阳两虚

【症状】 眩晕头痛，视物模糊，心悸失眠，腰酸耳鸣，尿频肢冷，遗

精阳痿，舌质淡红，苔薄白或少苔，脉沉弦或沉而细数（此型多见于本病

后期）。

【治法】 补肾益精，育阴助阳。

【药膳选用】

杜仲腰花

原料：杜仲 12克、猪肾 250克、黄酒 25克，葱、味精、酱油、醋、干淀

粉、大蒜、生姜、精盐、白砂糖、花椒、混合油各适量。

制作：杜仲加水 300 毫升熬成浓汁，去杜仲，再加淀粉黄酒、味精、酱

油、白砂糖拌兑成芡糊，分成 3 份待用。猪腰子剖为两片，刮去筋膜，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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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花，生姜去皮、切片。葱洗净切成节，待用。炒锅烧热，入油，烧至八成

热，放入花椒烧香，再投入腰花、葱、姜、蒜，快速炒散，沿锅倾入芡汁与

醋，翻炒均匀，起锅装盘即成。

用法：佐餐食用。

功效及适应证：补肾益精，健骨强体。本药膳为滋阴助阳健身之方，高

血压病患者常食可强身健骨。

（四）痰湿壅盛

【症状】 眩晕，头痛，头重，胸闷，心悸，食少，呕恶痰涎，苔白腻，

脉滑（此型多见于体胖者）。

【治法】 燥湿化痰。

【药膳选用】

1. 半夏山药羹

原料：半夏 30克、山药 60克。

制作：半夏先煮半小时，去渣取汁一大碗。山药研成粉，放入半夏汁内，

煮沸搅成糊状即可食。

用法：每日早、晚温服，分 3天服食完。

功效及适应证：燥湿化痰，降肺止咳。适用于脾虚痰湿蕴肺，咳嗽兼胃

气上逆之高血压病患者。

2. 橘红糕

原料：橘红 50克、黏米粉 500克、白糖 200克。

制作：将橘红洗净，烘干研为细末，与白糖和匀备用。黏米粉适量，用

水和匀，放蒸笼上蒸熟，待冷后，卷入橘红糖粉，切为夹心方块米糕即可。

用法：不拘时进食。

功效及适应证：燥湿化痰，理气健脾。适用于痰湿壅盛的高血压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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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呼吸系统疾病药膳

第一节 感 冒

感冒是由多种微生物引起的最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包括普通感冒（俗称

“伤风”）和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两种。前者起病较缓，全身症状较

轻；后者发病急，有传染性和流行性。但均表现有发热、畏冷、鼻塞、流清

涕、咽痛、咳嗽或头痛等。以冬春季发病较多，流感大流行时，则无明显季

节性。

【膳食原则】

（1）感冒患者宜多食新鲜的蔬菜、水果，多饮水。

（2）感冒期间应以清淡又能促使发汗的食物为主。

（3）伴有腹泻或消化不良者，应慎食油腻及难以消化的酸腥食物。

（4）常用食物：葱白、淡豆豉、紫苏、芫荽、生姜、红枣、豆腐、扁豆、

草鱼、荆芥、防风、白萝卜、金银花、胡椒、花椒、洋葱、醋等。

【辨证药膳】

（一）风寒感冒

【症状】 恶寒较重，发热较轻，鼻塞，流清涕，咳嗽声重，咯痰稀薄，

肢体酸痛，舌苔薄白，脉浮紧。

【治法】 辛温解表，宣肺散寒。

【药膳选用】

1. 葱豉汤

原料：葱白 10克、豆豉 10克。

制作：用温水泡发豆豉，洗净备用。将清水大火烧开后放入葱白、豆豉，

煮 10 ~ 15分钟即可。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服用。

功效及适应证：宣肺散寒。用于风寒感冒轻证。

2. 紫苏粥

原料：紫苏 10克、粳米 100克。

制作：粳米洗净煮粥，快熟时加入紫苏，继续煮 10 ~ 15分钟即可。



Z L N R
ZHONGLAONIANREN DE YINGYANG YU SHILIAO YAOSHAN

9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温服。

功效及适应证：宣肺散寒。适合风寒感冒兼胃肠症状明显者。

（二）风热感冒

【症状】 发热重，恶寒轻，咳嗽，咽痛，头痛，舌边尖红，苔薄黄，脉

浮数。

【治法】 辛凉解表，宣肺透邪。

【药膳选用】

1. 荆芥粥

原料：荆芥 10克、薄荷 5克、淡豆豉 10克、粳米 100克。

制作：将荆芥、薄荷、淡豆豉煮开 10分钟即可，去渣取汁，备用。粳米

煮粥，米烂时兑入药汁，同煮为粥。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趁热服食。

功效及适应证：宣肺透邪。适用于风热感冒或外感风寒，郁而化热的患者。

2. 银花茶

原料：银花 20克、茶叶 6克、冰糖适量。

制作：将银花、茶叶放入锅中，大火烧开，再用小火煮 10分钟即可。或

将原料放入茶杯中，用开水冲泡即可。

用法：代茶饮。每日 1剂频频饮用，连服 2 ~ 3天。

功效及适应证：宣肺透邪，清热解毒。适用于外感风热的感冒患者。

（三）暑湿感冒

【症状】 身热，微恶风，汗少而黏，肢体酸重或疼痛，头晕头痛，咳嗽

痰黏，鼻流浊涕，心烦口渴，小便短赤，舌苔薄黄腻，脉濡数。

【治法】 发汗，解表，祛湿。

【药膳选用】

1. 清络饮

原料：西瓜翠衣6克、扁豆花6克、银花6克、丝瓜皮6克、荷叶6克、竹叶6克。

制作：将原料放入锅中，加清水适量，大火烧开后改用小火继续煮 15分
钟，去渣取汁即可。

用法：代茶饮每日 1剂，频频饮用。

功效及适应证：宣肺透邪，清热解暑。尤适于夏天暑湿感冒的患者。

2. 白扁豆粥

原料：白扁豆 60克、粳米 100克，食糖适量。

制作：白扁豆洗净，用温水浸泡 1小时，再与粳米同煮成粥，食糖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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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温服。

功效及适应证：清暑，祛湿，解表。适用外感暑湿的感冒患者。

（四）体虚感冒

【症状】 恶寒发热，头痛鼻塞，倦怠乏力，气短懒言，或恶风，易汗出，

舌质淡，苔薄白，脉浮乏力。

【治法】 扶正解表。

【药膳选用】

1. 生姜红枣粥

原料：生姜 10克、红枣 3枚、粳米 100克。

制作：将生姜切片，红枣劈开，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中，加清水煮粥。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服用。

功效及适应证：扶正祛邪。适用于平素气血虚弱复感风寒者。

2. 葱豉煲豆腐

原料：淡豆豉 10克、葱白 10克、豆腐 100克。

制作：豆腐与清水煮开后，加入食盐、葱白、豆豉，煮 5 ~ 10分钟后即可。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趁热服食，服后盖被取微汗。

功效及适应证：扶正解表。适用于年老体虚而容易感冒者。

第二节 气管—支气管炎

本病是由病毒、细菌，各种化学、物理刺激或过敏反应等引起的气管—

支气管黏膜的炎症。常继发于上呼吸道感染。受凉、疲劳、淋雨常为诱发因

素，冷空气、有害气体、粉尘、烟雾的吸入，寄生虫如钩虫、蛔虫感染后均

能引起本病。常见咳嗽、咯痰或喘气为主要症状。临床上分急性、慢性两类。

一、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膳食原则】

（1）患病期间不宜吃刺激性食物，饮食宜清淡，食物过

咸、过甜、过冷、过热均会加重病情，应尽量避免。

（2）少食油腻、海腥发物，因易化湿生痰。多食含

多种维生素、无机盐的食物，这有利于机体代谢功

能的修复，补充由于咳嗽或发热所消耗的能量。

（3）咳嗽严重，伴有气喘，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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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宜少食多餐。

（4）常用食物：生姜、葱、苏叶、无花果、罗汉果、枇杷叶、绿茶、金

银花、梨、荸荠、百合、川贝、麦冬、冬花、藕、芦根、海蜇、杏仁、菊花、

鸭、海参等。

【辨证药膳】

（一）风热犯肺

【症状】 咳嗽痰稠或黄稠，咯痰不爽，口干咽痛，发热，微恶风，出汗，

头痛，舌苔黄，脉浮数。

【治法】 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药膳选用】

1. 杏梨枇杷饮

原料：杏仁 10克（去皮尖、打碎）、炙枇杷叶 10克，大鸭梨 1个（切开、

去核）。

制作：将杏仁、炙枇杷叶用纱布包好，与大鸭梨加水同煮开即可。

用法：饮汤，吃梨。每日 1剂，分 2~3次服食。

功效及适应证：疏风清热，宣肺止咳。适用于气管—支气管炎轻症患者。

2. 蜜饯银花露

原料：银花 30克、芦根 10克、甘草 10克、蜂蜜 50~80毫升。

制作：银花、芦根、甘草，加水 400毫升，煎汁去渣，加蜂蜜调匀即可。

用法：每日 1剂，频频饮用。

功效及适应证：疏风清热，宣肺止咳。适用于气管—支气管炎轻症患者。

（二）痰热壅肺

【症状】 咳嗽、痰色黄稠而难排出，甚或痰中带血，胸闷，口干，口苦，

咽痛，舌苔黄腻或黄白相兼，脉滑数。

【治法】 清热化痰，肃肺止咳。

【药膳选用】

1. 雪羹汤

原料：海蜇 50克、荸荠 4枚、食盐适量。

制作：海蜇用温水洗净，切成丝备用；荸荠去皮洗净，切成片备用。海

蜇、荸荠放入锅中加清水以大火烧开，再改用小火继续煮 10分钟，以食盐调

味即成。

用法：每日 1剂，分早、晚 2次饮用。

功效及适应证：清热化痰，肃肺止咳。适用于痰热郁肺伴见大便秘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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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罗汉果饮

原料：罗汉果数个。

制作：每次取干罗汉果 1 个，掰成碎片，放入茶壶中，用开水冲泡，温

浸 5 ~ 10分钟即可。

用法：代茶饮每日数剂，频频饮用。

功效及适应证：清热化痰，肃肺止咳。用于痰热郁肺伴有咽痛、便秘者。

二、慢性气管—支气管炎

【膳食原则】

同急性气管—支气管炎。

【辨证药膳】

（一）寒饮伏肺

【症状】 久咳不愈，咳喘胸闷，不能平卧，呼吸困难，痰多，质稀黏，

色白有泡沫，喉中痰鸣声，初起可兼恶寒身痛等症。

【治法】 温肺化饮。

【药膳选用】

杏仁苏子汤

原料：杏仁 10克、苏子 10克、白萝卜 30克、生姜 4 ~ 5片，白糖适量。

制作：杏仁、苏子、白萝卜、生姜等煎汤，加白糖少许。

用法：每日 1 ~ 2剂，频频饮用。

功效及适应证：温肺化饮，止咳平喘。适用于慢性气管—支气管炎见咳

嗽，痰多，色白，质清稀者。

（二）痰湿伏肺

【症状】 久咳，咳声重浊，痰黏胸闷，食少，苔白腻，脉滑。

【治法】 燥湿化痰。

【药膳选用】

1. 橘红酒

原料：橘红 30克、白酒 500毫升。

制作：橘红洗净，切成 2厘米宽，装入纱布袋内，扎紧口，放入瓶中，加

白酒 500毫升，盖好盖，浸泡 7天即成。

用法：每日 2次，每次 20 ~ 30毫升，分早、晚温服。

功效及适应证：燥湿化痰，理气止咳。适用于慢性气管—支气管炎咳痰

时间长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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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柚果蜜

原料：柚（文旦）果肉 90克、米酒 15毫升、蜜糖 30克。

制作：柚果肉、米酒、蜜糖共水炖熟烂后服食。

用法：每天早上服食 1次。

功效及适应证：止咳化痰。适用于慢性气管—支气管炎咳痰较重者。

3. 四仁饮

原料：冬瓜仁 30 克、杏仁 10克、白果仁 10克、苏子仁 15克、冰糖适量。

制作：冬瓜、杏仁、白果仁、苏子仁加水煎沸后去渣，加冰糖溶化即可。

用法：每日 1剂，每次 20 ~ 40毫升，分早、晚 2次服用。

功效及适应证：止咳平喘。适用于慢性气管—支气管炎哮喘明显者。

（三）脾肾阳虚

【症状】 咳而气怯，痰多，喘促，动则尤甚，气短，食少，胸闷，畏寒

肢冷，舌苔白润或腻，舌质胖大，脉沉细而滑。

【治法】 温补脾肾。

【药膳选用】

1. 芝麻糖浆

原料：黑芝麻 250克、白蜜 120克、生姜 120克、冰糖 120克。

制作：将黑芝麻炒熟，摊冷。将生姜捣烂取汁，去渣。将白蜜蒸熟，冰

糖捣碎蒸后，与白蜜混合调匀，再加入黑芝麻和生姜汁即可。

用法：每日 1剂，分 3次服用，每次 30克。

功效及适应证：补肾纳气，止咳平喘。适用于慢性气管—支气管炎病程

长久，体质虚弱者。

2. 萝卜蜜膏

原料：白萝卜子 250克、橘红 6克、大梨 250克、白蜜 500克、白藕 250
克、核桃仁 120克。

制作：将萝卜子、梨、藕、橘红共熬成膏，加入白

蜜、核桃仁调匀，瓷罐收贮。

用法：每日早、晚或临卧时吃 1 ~ 2茶
匙。

功效及适应证：润肺化痰，补肾

纳气，止咳平喘。适用于慢性气管—

支气管炎病程长久，气喘明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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