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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鹤是健康长

寿的象征，“松鹤延年”“龟鹤遐龄”等词

数不胜数。而在施金玉的草药园里，

有一小株名为“仙鹤草”的植物，不禁让

人产生遐想，吃了它能延年益寿吗？

“风流倜傥乾隆皇，江南私访巧

遇方。不是灵芝胜仙草，延年增岁龟

鹤长。”传说乾隆皇帝来到浙江海宁，

看到“长春药堂”往来人员皆为耄耋

老人，于是询问高寿秘诀。一老人赠

言：“草名仙鹤，气血双双补，若想延

寿限，共与红枣煮。”乾隆如获至宝，

回到京城后，急命太医院广采仙鹤

草，并如法常食，精神体质大为好转，

成为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除乾隆遇仙鹤草故事外，仙鹤草

还有一个传说。古时有两名秀才进

京赶考，途中路过一片沙滩地带。时

值炎夏，烈日当空，晒得他们汗流浃

背，又渴又累。这时，一名秀才流鼻

血，另一名慌了手脚，用土块塞，用纸

堵，但都无济于事，血又从嘴里流出

来。正在这时，忽然有一只仙鹤嘴里

衔着一根草，慢慢从头顶飞过来。他

们十分羡慕仙鹤能来去自如，羡慕地

喊道：“仙鹤，把你的翅膀借给我们用

用，让我们赶快飞出这个鬼地方！”谁

知仙鹤被他们这一叫，吓了一跳，嘴

一张，衔着的野草便掉了下来。他们

心想，翅膀借不下来，先拿野草润润

嗓子吧。流鼻血的秀才把野草放在

嘴里嚼了嚼，有了水分的滋润，嗓子

不干了，口也不渴了，没一会儿，鼻血

也不流了。后来，他们都中了进士，

当了七品县官，就派人到山上寻找那

种野草。经医生辨认试验，证明它确

实有止血之功。为纪念送草药的仙

鹤，就把它取名叫“仙鹤草”。

施金玉介绍，仙鹤草是一种多年

生草本植物，广布于各省市区。这种

植物生命力很顽强，溪谷边、灌木丛、

林下均可见到它的身影。其叶片多

呈倒卵形或椭圆状卵形，边上有锯

齿，每对小叶片之间又有成对的小裂

片，多在5月至12月开花结果。到了

夏天，穗状的花序逐渐开放，金黄色

的花瓣精致可爱，是夏日山野中常见

的一道风景。

在江浙闽一带，这种草也较为常

见。当地村民有个经验，在田间从事

重体力劳动之后，特别是在炎热的夏

季，许多体质不佳的人容易感到极端

乏力，疲惫不堪，甚至大汗淋漓。此

时，赶快用仙鹤草30克，用水煎煮，加

入红糖适量，搅拌均匀喝下，就可以缓

解症状，恢复体力。因此，民间亲切的

称呼仙鹤草为“脱力草”。

药用价值
仙鹤草为蔷薇科龙芽草属植物

龙芽草的地上部分，性味苦、涩、平，

具有收敛止血、消炎、止痢、解毒的功

效。主治吐血、咯血、尿血、功能性子

宫出血、痢疾、胃肠炎、劳伤无力、闪

挫腰痛。

现代研究证明，仙鹤草含仙鹤草

素、鞣质及少量维生素 K，具有良好

的止血作用。《现代实用中药》将其列

为强壮性收敛止血剂，用于肺病咯

血、肠出血、胃溃疡出血、子宫出血、

齿科出血、痔血等。仙鹤草还具有抗

肿瘤的作用，尤其对消化道肿瘤细胞

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且能增强机体的

免疫力。

仙鹤草还可作为茶饮，与其“脱

力草”一名有关，据称饮用后可以迅

速解除疲劳，恢复体力。据说，口感

并不比王老吉差多少。

仙鹤草

仙鹤草：天上掉下的神仙草

仙鹤衔来神仙草 凤尾落地化成宝
相传，这两株本草都深受乾隆喜爱

我国中药品种繁多，中药名称也多种多样，其中不少是以动物命名的。
在经济开发区长城村，村民施金玉的屋内屋外，就有不少中药本草以名字

显赫的动物命名：由凤凰尾毛落地化成的凤尾草；从仙鹤嘴中掉落的仙鹤草。
相传，这两株本草都深受乾隆皇帝喜爱。本期丽州本草，就带你认识这些名字
特殊的本草。

□融媒记者 李悦 吕鹏

进入三月，气温开始逐渐回升，记

者发现不少市民已经脱去厚重的外

套，换上靓丽的春装。但是，在这万物

复苏的季节，病原微生物同样开始活

动频繁。那么，仲春时节要警惕哪些

“春季病”呢？

过敏性鼻炎
春 季 万 物 复 苏 ，各 色 花 儿 竞 相

开放，花粉也漫天飞舞。与此同时，

春季地气上腾，粉尘散布，这些对于

过敏体质的患者，特别是过敏性鼻

炎、过敏性哮喘的患者而言，简直就

是噩梦。

预防措施：引起过敏性鼻炎一般

有四大元凶，尘螨、花粉、宠物和霉

菌。预防过敏性鼻炎要远离这些过敏

源。初春是尘螨繁殖活动的季节，因

此平时要多注意晾晒棉被，保证每年

至少更换一次枕芯；对花粉、粉尘过敏

的人，外出尽量避开花园、工地等花

粉、粉尘聚集的地方，必要时可戴上有

过滤功效的口罩，隔绝与花粉、粉尘的

接触。

呼吸道疾病
冬春交替时节，早晚温差较大，冬

季穿了几个月的棉衣，身体产热散热

的调节与冬季的环境温度处于相对

平衡的状态。过早脱掉棉衣，一旦气

温下降，就难以适应，会使身体抵抗

力下降，病菌乘虚而入，从而引发感

冒、支气管炎、扁桃体炎、肺炎等呼吸

道疾病。

预防措施：古语有云，春捂秋冻。

气温刚转暖，不要过早脱掉棉衣。特

别是老人、小孩等抵抗力较弱的人，出

门时可备几件厚薄不一的衣服，并随

着天气的变化增减穿衣量。此外，还

要保持规律作息，进行适量运动，让身

体尽快适应温暖天气，提高身体免疫

力，更好地预防感冒。

胃病
初春气候变化较大，是胃病易复

发的季节。由于气温不稳定，衣物添

减无规律，风、寒、湿气会侵袭人体，容

易导致肠胃道反射性痉挛收缩。再加

上人体在低温环境下，免疫机能会变

得低下，无形中也会为一些肠道细菌

打开入侵缺口。

预防措施：中医认为，“胃病者十

有六七是胃寒”。患有慢性胃炎的人，

初春时节要特别注意胃部保暖，应随

气候的变化适时添加衣物，睡觉时要

盖好被褥，以防腹部着凉引发胃痛。

饮食上应尽量不喝冷饮，宜常喝温

水。还可适当吃些温补的食物，如鸡

肉、羊肉、栗子、山药等。

除了屋外一圈的草药，在施金玉

的屋内，记者还发现了不少中药本

草，它们大多种植在盆中。不过，有

一株本草例外，它生于石缝间，探出

了嫩绿的叶子，很是出众。

“这是凤尾草，如果咽喉肿痛了，

找它就对了。”施金玉告诉记者，凤尾

草多生于石缝间，全年可摘，在夏秋

两季长得最旺盛。

光听凤尾草的名字，就能把它和

古代神话当中四大神兽之一的凤凰

联想到一起。传说，凤尾草是凤凰的

尾毛落地化成的，如果穷人生病了，

吃了它就可以医治。

其实，凤尾草在农村很常见，有

些地方也叫它鸡脚草、金鸡尾、井边

凤尾、凤尾蕨等。它喜欢生长在偏潮

湿、阴暗的地方，在一些岩石边上、井

边，甚至是老房子的四周也能见到它

的身影。

“你也许不认识它，但指不定还

吃过它。”施金玉说，凤尾草的嫩叶可

以食用，人们称之“蕨菜”。蕨菜质

地肥嫩，颜色青翠。在春季，采其未

展开的嫩叶，开水烫后就可以用来做

菜，清脆鲜嫩、香味独特。相传，乾隆

皇帝很喜欢吃它，将它变为皇宫御

膳，成了菜中珍品。

近些年，凤尾草因为容易种活，

观赏价值很高，还被当成观赏植物栽

种在果园、小区，甚至是一些家庭的

庭院里。

药用价值
凤尾草的药用历史悠久，曾被用

于治疗痔疮、刀伤、便血等病症，关于

其入药源流，有以下几种不同的说

法：有人说凤尾草最早记载于唐代的

《本草拾遗》中，书中以“井口边草”称

之，《本草纲目》中的相关内容或许可

以证实这一说法；也有人认为，宋代

的《履巉岩本草》中所提及的小金星

凤尾草，才是今天的凤尾草。

众多药用古典记载，凤尾草主

要用于治疗皮肤科疾病。到了近

代，凤尾草的功效应用逐渐拓展，开

始应用于治疗一些内科的疾病，很

多近代书籍对相关细节有十分详细

的记录。

《中药大辞典》的书中不仅记录

了凤尾草很早就有的疗效，还对其

现代临床应用和药理作用作了一个

系统的总结，包括凤尾草在抗菌、抗

肿瘤、抗氧化衰老方面的作用，以及

对泌尿系统感染、慢性前列腺炎的

疗效。

凤尾草的民间妙用使很多人对

它十分熟悉，在现代医学还不发达的

时候，人们总是依赖民间偏方，其中

就包含凤尾草各类偏方。如今医学

有了长足的进步，凤尾草便渐渐淡出

我们的生活。

凤尾草：凤凰尾毛落地化成

凤尾草

万物复苏
病原微生物活动频繁

仲春时节
谨防“春季病”
□融媒记者 吕鹏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