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产业 27
2019年03月08日星期五编辑：康源校对：筱华美编：王祯磊

艾，又名香艾、蕲艾、艾蒿。它的茎、叶都含有
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蚊蝇、
虫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
子宫、祛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
法治病的重要药材。灸疗法是中医学中最古老的
疗法之一。传统的艾灸是用艾叶制成的艾炷、艾
条，熏烤人体的表穴位或特定部位，通过激发经气
的活动来调整人体紊乱的生理生化功能，从而达到
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治疗方法。

2010年底，中医艾灸成功申请非物质文化遗
产，这为艾草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此，中医艾灸这千年瑰宝不仅会代代传承，还将
会走向世界，造福万民。而杨玉柱也借此契机，悉
心研究太紫艾的发展，不仅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
视，而且还得到了很多国家大使的认可。2018年
10月，杨玉柱来到牙买加，与牙买加驻华大使签订
了战略协议。业内人士指出，这不仅标志着太紫艾
将走向世界，还标志着中医文化走向国际。杨玉柱
表示，下一步，公司还将扩大太紫艾的种植和生产，
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为打造“一带一路”健康
产业链而不懈奋斗。

2019年1月19日，中泌医生集团特聘杨玉柱为
海外事业部董事长。正是因为杨玉柱身上具有的善
良、诚恳、忠信、睿智以及充满魄力和国际战略眼光
的特质，使他得到了中泌医生集团的认可。展望未
来，杨玉柱将凭借创新、管理、人才建设、透明化服务
等优势，推进公司发展进程，让太紫艾和慈善拍卖遍
布全国，让太紫艾跟随“一带一路”走向世界。（袁文）

杨玉柱：打造“太紫艾”健康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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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纲目》记载：艾以叶入药，性
温、味苦、无毒、纯阳之性、通十二经、具
回阳、理气血、逐湿寒、止血安胎等功
效，亦常用于针灸。故又被称为“医
草”。台湾正流行的“药草浴”，大多就
是选用艾草。

关于艾叶的性能，《本草纲目》记载：
“艾叶能灸百病。”用艾叶作施灸材料，有
通经活络，祛除阴寒，消肿散结，回阳救
逆等作用。现代药理发现，艾叶挥发油
含量多，1.8-桉叶素（占50%以上），其它
有α-侧柏酮、倍半萜烯醇及其酯。风干

叶含矿物质10.13%，脂肪2.59%，蛋白
质 25.85%，以及维生素 A、B1、B2、C
等。灸用艾叶，一般以越陈越好，故有

“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说法。
而艾草中尤以南阳艾草最为著

名。在北京壹佳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董事长杨玉柱看来，得天独厚的生态环
境和丰富优质的艾草资源是南阳赐予
我们的天然药库。正是由于这样的认
识，杨玉柱在得到中医专家的指点后，
潜心学习艾草的种植技术和注意事项
等相关知识，经过大量调研，最终将种

植基地落户南阳。
据了解，南阳艾草种植面积，产量

产值及出口贸易额居全国首位。南阳
以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为主线，以养
生、健康、旅游为拓展的“艾产业”发展
迅速，截至目前，南阳艾草产品年产量
达 6200 吨，占全国 50%以上。不仅如
此，杨玉柱还积极探索研究艾草的多种
用途，将艾草加工成艾条走进各大医
院，做成艾草床垫等不同的保健养生品
进入千家万户，南阳太紫艾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也因此诞生了。

在太紫艾种植基地里，一眼望去，只
见叶大如巴掌，一阵清风拂过，艾叶气味
迎面扑鼻而来，沁人心脾。这里的艾叶
气味较其他诸地更胜，田野路边，村落沟
坡，处处充满了艾草的郁郁葱葱。这是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记者在杨玉柱的太
紫艾种植基地和工厂录制采访时看到的
情形。

端午时节，艾草长势有一人高，人在
其中，犹如进入到灌木林中，当地人或做
柴烧，或熏烤自身顽疾，或驱赶瘟疫蚊
蝇，或采摘嫩叶泡茶饮用，或做艾窝窝头
食用，习以为常，老少皆知。

关于艾叶，自古就有“清明插柳，端
午插艾”之说。千百年来，每逢端午，人
们在吃粽子赛龙舟纪念屈原的同时，还
会将采集到的艾叶插在门楣上，用以辟
邪驱毒。家家都洒扫庭除，把插艾作为
重要内容之一，以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
中，并用艾叶、榴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
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
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以驱瘴邪。

据传，最先发现南阳艾草的医圣张
仲景将艾叶用在内服汤药中，有两个用
艾的处方——胶艾汤和柏叶汤。前者
取艾叶温通暖宫作用，治疗胞宫内寒月

经不调、宫冷不孕诸症；后方取其止血
作用，主治妇科多种出血不止症候。也
就是说东汉末年，艾叶治疗妇科病是必
需的主要药物。而所用艾叶必然是南
阳艾叶。艾叶历来就在我国民间广泛
利用，有的用它治疗养病，有的用它来
食用充饥，更有的用它作为辟邪驱毒的
信物，用途非常广泛。直到现在，许多
民间老人对艾叶还会比较钟情，常常将
它采回家，晒干保留，以备后用。而艾
叶也宜为生长，特别是在我国南方的丘
陵地带，荒山上遍野都是，生长得极为
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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