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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高婷婷 吕鹏

它们常出现在我们生活中，摸得到、吃得着

一种果实可口 一种形似虎耳

“梅”那么简单

梅雨季节
当心疾病偷袭
□记者 吕鹏

进入梅雨季节，整个永城都“湿漉漉”

的。阴雨绵绵不仅使人感到郁闷惆怅，湿热

的坏境也给病菌滋生提供了温床，进而诱发

各类疾病。记者从市一医了解到，最近一段

时间，尿路感染、风湿类疾病的患者比平时

多了不少。

尿路感染
专家支招：多喝水，注意卫生

黄梅天闷热潮湿，一些女性长时间保持

一个坐姿，再加上常穿不透气的牛仔裤、紧

身内裤和化纤内裤，容易出现尿路感染，给

工作和学习带来很多不便。

“每年夏天，尤其是梅雨季节，尿路感染

就呈高发趋势。尿频、尿痛、尿道红肿、尿道

口有分泌物流出等都是尿路感染的典型临

床表现。”市一医泌尿外科副主任吕海欧表

示，女性尿路感染患者比男性多一些，这是

因为夏天女性尿道局部卫生得不到保证。

尤其是平时喝水比较少的女性，天热出汗增

多导致尿量浓缩，尿液减少，尿道没有充分

的尿液冲洗，更容易发生尿路感染。

尿路感染首先表现为急性尿道炎，如果

逆行感染，还会导致肾盂肾炎。养成良好的

生活习惯，该病是可以预防的。吕海欧建

议，注意个人卫生，特别是夏季要每天洗澡，

勤换内衣裤；适当多饮水，保证每日的喝水

量；不可憋尿，增加排尿次数。如果出现了

尿频、尿急、尿痛，甚至伴有发烧、全身感染

的症状，应尽早就医。

风湿病
专家支招：勿着凉，别直吹风

“我得类风湿六七年了，之前通过药物

控制，关节一直保持得不错。前阵子，晚上

睡觉觉得热，就开着电风扇吹了一夜，第二

天，两条腿就酸痛不已。尤其是前天下了一

场雨后，更是疼得受不了。”住在城区溪心的

刘女士向记者诉苦。

“一入梅雨就难过，疼痛乏力重风湿。”

确实，风湿类疾病也非常容易在这个时节诱

发。此时，由于空气中的湿度变大，加上季

节转换，易导致人体免疫功能出现紊乱。尤

其是湿寒体质的人，更容易受到外界不良因

素的影响。夏季炎热，不少人喜欢贪凉，直

接导致风湿疾病发作、加重。

因此，夏季也要注意保暖，不要贪凉，切

不可对着风吹，使用空调也要注意调节湿

度。对于风湿病患者而言，阴雨天还要注意

适当减少户外活动，避免淋雨、趟水，加强膝

关节等重点部位的保暖。如果出现关节疼

痛、身体疲劳感和身体承重感加重的情况，

应及时到医院检查。目前，临床上通过中药

汤剂调理、服用免疫抑制剂、扎针灸等对改

善风湿引起的疼痛、肿胀有较好作用。

漫步徐旭明的百草园，
我们还有不少惊喜的发现：
来自南美洲，能产“百香果”
的西番莲；造型可爱，常被
市民养在家中的虎耳草。

本周的丽州本草就带
你认识，这些常常出现在我
们生活中，摸得到、吃得着
的中草药。

在徐旭明的百草园中，有一株
本草与众不同，它显得特别“柔弱”：
枝干嫩细，绿叶却长得肥硕、宽大，
需要依附四周一圈的铁丝网才能向
上攀援。

“这是藤本植物西番莲。”徐旭
明走过来向记者介绍。

西番莲？这个名字听着十分陌
生。看着记者一头雾水的样子，徐
旭明继续解释：“它还有一个广为人
知的名字——‘百香果’，众多吃货
爱吃的‘百香果’就是西番莲结出的
果实。”常见的西番莲能产出黄色和
紫色两种“百香果”，黄色的果汁含

量较高，是用于制作果酱和饮料的
不二选择；紫色的甜度会比黄色高，
果实成熟后味道更佳。

“这株西番莲是去年种下的，现
在还处于生长期，要等到明年才能
开花结果。”徐旭明说，他通过和朋
友交谈得知西番莲也是一种中药
材，具有除风、除湿、活血、止痛的功
效。于是，喜爱尝试种植各种本草
的他就从农贸城买了“百香果”，留
下几粒种子种植。

“再过两天，就要把西番莲搬出
来晒太阳了。”徐旭明说，与一般的
喜阴植物不同，西番莲属于热带植
物，喜湿暖、喜光，夏天需要放在露
天的地方。西番莲不惧太阳，却非
常怕低温。在我市种植西番莲，需
要注意冬季防冻，因为裸露在外的
苗不一定能熬过江南的湿冷。“入
冬，要把它放进大棚内。”徐旭明这
样打算着。

西番莲并不是本土中药材。记
者了解到，西番莲原产自南美洲，在近
代传入广州。现在，广泛种植在江西、
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

药用价值
西番莲最早记载于《植物名实

图》，1929 年收入第一版《巴西药典》
中。在一些中国典籍中也记载着它
的药用价值。比如，《生药学》记载：

“用于神经痛、失眠症、月经痛及下
痢等症，有麻醉及镇静作用”。《四川
中药志》中则记载西番莲用于：“除
风清热，止咳化痰。治风热头昏、鼻
塞流涕。”

在江西、四川等广泛种植西番
莲 的 地 方 ，也 留 下 了 关 于 它 的 用
法。《西昌中草药》中有描写：“西番
莲治疗外感发热咳嗽：西番莲茎叶、
坝子花、枇杷叶各9克，煎水服。”

现代医学认为，西番莲是天然
的镇定剂，可以起到松弛、镇静神经
的效果，和消除头痛、晕眩等现象。
因为其含有的丰富的天然活性成分
类黄酮，是减除烦躁和缓减压力的
基本元素。

西番莲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合理的搭配利用，可以让身体更加
健 康 。 但 是 ，也 并 非 所 有 人 都 适
合，胃不好的人就不适宜多吃，以免
导致胃酸过多，伤害肠胃。同时，西
番莲果汁不适宜给阴虚和淤血体质
的人喝，也不适合给气郁和痰湿体
质的人喝。

最早听说虎耳草的大名是在沈
从文的《边城》里，虎耳草寓意为“真
切的爱情”，多次出现在女主人公翠
翠的梦境里，暗示着小说爱情线的
发展。

实际上，虎耳草是一种非常常
见的植物。每年春天，在我市八字
墙、永祥、历山的田间地头，都能看
见成片成片开着白色小花的虎耳
草。

虎耳草顾名思义，外形类似老
虎耳朵，叶片圆鼓鼓，边缘长着一圈

细绒毛和锯齿，白色的纹路搭配翠
绿的叶子，看起来好似西瓜皮。花
朵则是五瓣式的小花，花瓣细长。
每到花期，它会在叶腋抽出高高的
花枝，每一枝都会开出众多的白色
小花，如荷叶盖状，因而又被人呼为

“石荷叶”“金丝荷叶”。
因造型憨态可掬，虎耳草有时

会被人们从野外移植，做为盆栽装
饰。近日，记者登门拜访了住在城
区的李先生，就在他家的阳台上看
到了一大盆虎耳草。到了夏天，虎
耳草的花已经完全谢了，只剩下枝
枝蔓蔓的茎叶在盆里肆意生长，装
点出葱茏的绿色。

虎耳草被李先生妥帖地放在背
阴处，一块不透明的遮光板阻挡了
阳光直射。“虎耳草喜阴湿环境，春
天要多浇水，保持土壤湿润。”李先
生向记者科普，夏天气温高，植物处
于半休眠状态，浇水次数就要相应
地减少。

虎耳草容易成活，受到得当照
料的情况下，能保持一年四季常青，
因而成了市民家中颇受欢迎的盆栽
观叶植物。或用于室内绿化装饰，
或作为盆栽悬挂植物种植、配置盆

景，效果都很好。现在走进我市花
鸟市场，还能在摊位上看见许多虎
耳草的身影。

药用价值
可爱的虎耳草，实际上还是我

国一味传统中草药，在永康有着悠
久的使用历史。

钻研中草药数十年的徐旭明告
诉记者，虎耳草可全株入药，苗、
根、叶子都有药用价值。在永康民
间用得最多的场合，是把新鲜的虎
耳草捣成汁滴入耳内，用来治疗中
耳炎。

除此之外，虎耳草还有凉血、止
痒的效用。摘下虎耳草几株，用水
煎服，可以治疗牙痛和热毒。南方
夏天湿热，有时皮肤上会起一粒粒
红色的湿疹，瘙痒难忍，也可以把先
前的虎耳草切碎，加酒精浸泡一周，
去渣，敷在患处，可以缓解病症。

但正如《本草纲目》记载：“虎耳
草微苦辛，寒，有小毒。”虎耳草性寒
凉，体质本就阴虚的人群不适合使
用这种草药。该草兼有毒性，使用
时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避免过
量使用。

西番莲
来自南美 能产“百香果”

虎耳草
模样可爱 功能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