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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

特别提醒
天气预报早知道
请拨打电话12121

今天，多云转
阴天有小雨，偏北
风3到4级，11℃到
14℃。

出门看天

许昌移动用户
编写11发送到10658121即可订购

许昌联通用户
编写121发送到10620121即可订购

感冒指数
易发

日 出 时 间日 出 时 间

06时57分

日 落 时 间日 落 时 间

17时20分

冬令进补，不能盲目

穿衣指数
厚夹克

初冬的田园 签约摄影师刘喜芳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婵）冬天只要是
阴雨天，天就好像变了一副样子，今天
出门的你有没有多加一件衣裳？好在
阴雨天今天会结束，马上我们会有一个
天气还算不错的双休日：今天，多云转
阴天有小雨，偏北风 3 到 4 级，11℃到
14℃；周六，多云转晴天，偏北风转偏南
风 2 到 3 级，9℃到 17℃；周日，晴天转
多云，偏南风 2到 3级，6℃到 19℃。

此时，正值一年中叶子最好看的日
子，窗外简直就是一幅极致绚烂的油
画，这个周末趁天气好，气温也不算低，
出门赏叶吧。

一年中叶子最好看的日
子来了！

当然，天气虽然不错，气温还是有
点儿低的，出门一定要记得加衣。

既然冷是无法避免的，那就要靠自
己调节，发现一些这个季节才有的好风
景，让它们带来一些好心情。

不知你有没有发现，一年当中，只
有到了 10 月、11 月，一直默默做配角的

树叶，才会因为被秋色渲染过的缤纷色
彩，一下子“咸鱼翻身”成了主角，吸引
整个许昌人的眼光。

就连最普通的梧桐，被一阵阵的风
吹过，叶子也会从绿色变成淡绿色，然
后是鹅黄色，再是亮眼的金黄色。各种
颜色交织在一起，没有经过任何加工，
却依然美得像一幅画。

银杏树一树金黄，几乎没有人不喜
欢，也是此时许昌当之无愧的树叶主
角。红枫则是一片恣意的猩红色，有着
最浓郁的色彩。这个周末，若闲来无
事，出去走走吧，去看看一年中最美的
树叶。

为啥秋季寒潮多？
一到秋天，好像总会在天气预报上

看到寒潮来袭有消息，而进入冬季，好
像寒潮却少了起来。那么，为啥冬天的
寒潮反而比秋季少呢？

“春秋季属于季节转换时段，夏季
风与冬季风切换，天气系统及冷空气
活 动 频 繁 ，导 致 气 温 起 伏 比 较 剧 烈 。

尤其是秋季，前期基础温度比较高，一
次 冷 空 气 开 始 之 前 往 往 出 现 明 显 升
温，冷空气影响后降温幅度非常大，容
易形成“断崖式”降温，相对容易达到
寒潮标准。而冬天，基础气温本来就
低，冷空气来袭时降温幅度往往有限，
达到寒潮标准的情况就相对较少。”许
昌市气象台高级工程师王东平解释。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科普，影响我国
的寒潮一般“出生”于新地岛和冰岛附
近，大约 95%的寒潮在西西伯利亚累积
加强，犹如经过一个“加油站”，然后兵
分三路影响我国，一般可以影响到长江
中下游及江南地区，有的甚至能抵达华
南。

王东平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能
受到寒潮天气的影响，除青藏高原、云
贵高原寒潮过程较少外，其他地区均
有明显寒潮天气，尤其是西北地区、东
北地区、华北地区最能感受到寒潮的
威力。

艳烈的枫叶、梦幻的银杏……一年中叶子最好看的日子
来了，周末带家人一起赏叶吧！

这个周末，天气不错！

□ 记者王婵

“冬令进补，来年打

虎。”进入冬季，不少中

老年人喜欢买些中药材

在家煲汤。

然而，并非所有中

药材都能当食品。即使

是药食同源的中药材，

也不意味着可以盲目滥

用。不少人为改善体质

而急于进补，反而给身

体健康带来很多麻烦。

每个人体质各异，进补

方式也有所不同，应该

因症施治，避免走入冬

令进补的误区。

细心的市民也许会发现，每年进入冬季，
市区多家药店都有熬制阿胶糕业务。日前，记
者在市区一家大型连锁药店看到，几款阿胶正
在进行特价促销，购买指定款的阿胶，可免费
赠送辅料核桃仁、黑芝麻、红枣等，并免费帮熬
制阿胶糕。

记者在市区另一家药店里看到，养生药包
的种类很多，西洋参虫草花汤、巴戟杜仲健肾
汤、茯苓淮山薏米汤、黄芪当归气血汤等，成分
同样涉及多种中药材。但产品介绍中，并没有
给出明确的禁忌人群，也没有限量说明。记者
询问店员这些养生药包是否全家都能用，对方
答复称可以的。而店内有一些养生中药茶，宣
称由老中医专门为三高人群配制，选用绞股
蓝、罗布麻、辣木叶等十余味中药材，可以起到
调理改善血压、血糖、血脂的作用。

“一些市民服用滋补膏方或养生汤后，反
而引起食欲不振、舌苔白腻、上火等不适症
状。”许昌市人民医院中医科的丁盈戈医生表
示，如果盲目进补，会出现不良反应。丁医生
介绍，进补膏方必须根据个人体质，通过辨证
与辨病的结合，强调个体化给药处方，单独加
工制备。

许昌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
张惠琴提醒，食品用来供应营养，
适合绝大多数人食用；药品用来治
疗疾病，不求营养和美味，只适用
于需要它的某些疾病状况或特定
体质的人。所谓“是药三分毒”，药
品仅对部分患者的治疗有益，还有
严格的数量限制。有些人长期睡
眠不好，精神不振，以为自己体质
差，自行服用人参、西洋参、参芪大
补膏等补品，用量较大就会出现兴
奋、烦躁的症状，导致失眠问题更
加严重。这就是典型的乱补，对身
体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对于这几年膏方的流行，张惠
琴说，膏方可以调治慢性病，但绝
不能代替治疗慢性病的药物。对
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来
说，吃膏方起到为身体打好底子的
作用，控制血压和血糖还需要特定
药物，否则得不偿失。

张惠琴说，冬令进补的方法主
要有两种，食补和药补。由于食补
安全性高，一般没有不良反应，也
不需要懂得太多医学知识，容易被
掌握，颇受到人们的欢迎。食补方
法多种多样，如炖、煮、蒸、煲汤等，
在滋补调养的同时，还可以享受美
味佳肴，毕竟“药补不如食补”。若
真想要在煲汤时加入各种药材，最
好咨询专业医生或药师，了解药材
是否适合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情况，
加多少量是安全的。

【现象】

各类养生汤、膏方热销

【提醒】

“药补不如食补”，
用与不用最好咨询专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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