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养生演讲稿(模板5篇)
演讲稿是一种实用性比较强的文稿，是为演讲准备的书面材
料。在现在的社会生活中，用到演讲稿的地方越来越多。演
讲的直观性使其与听众直接交流，极易感染和打动听众。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演讲稿吧，我们
一起来看一看吧。

养生演讲稿篇一

大家好，我叫刘晓英，非常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赶来参加我
们的这期活动，同时也感谢昭明读书会提供了这个平台，今
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内家拳养生功法"。

开始前先讲讲《内家拳略谈》这个大框架，为什么叫略谈呢？
因为我自己学习内家拳也才三年的时间，不能算是一个成就
者，所以要把内家拳这个完整庞大的体系说清楚很不容易，
涉及到很多角度和层面，但为了更好的传达到师父教我的内
家拳思想的本意，我决定把我师父在广州分享的原文分享给
到大家，希望大家经过这次分享之后能够对内家拳有一个初
步的了解和认识，然后再来实操养生功法，这样大家也好有
个前提概念。我的师父是谢海隆。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
的主题。

我相信大家都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究竟什么是内家拳？它
是一种武术吗？应该说不完全是。那为什么叫内家拳呢？和
外家拳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说太极形意和八卦统称为内家
拳，之所以称内，是因为这三类拳术在拳理思想和功法训练
体系上，相对于外家拳而言，更多的偏重于身心之内的培育
和提炼。那么相应的，外家拳就是在拳理思想和功法训练体
系上相对的更多偏重于身心之外的培育和提炼了。由此我们
也可以初步的判定一个拳术它是不是真的是内家拳术，如果
一个拳术，它叫做某某太极拳，但你发现它在拳理思想和功



法训练体系上实际是更多偏重于身心之外的，那么尽管它在
名称上属于内家拳，但本质上它属于偏外家的练法。

通过自然的方式

什么是自然？我们先说说什么是不自然，我们平时经常说你
的表情很不自然，你的动作有点不自然，说的是什么呢？说
的是一种不协调，不顺应，不舒服，不自在。那么相反的，
自然指的就是协调顺应，舒服自在。那么内家拳要通过自然
的方式来练习，来达到，说的就是内家拳要在协调顺应的前
提下，在舒服自在的状态中来修习，不能违背规律，不能逆
行强来，不自然的练法，不属于内家拳的练法。

先天本能的状态

什么是先天本能？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小孩子是怎样的状态，
他们是怎么行走和运动的？是不是和我们成人不太一样。大
家可能会觉得大人做小孩子的动作怪怪的，但你必须承认小
孩子的动作直接，实在，纯粹，想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不参
杂多余的东西，而且非常柔软，大人的动作往往加进了太多
的规范和束缚，变得非常僵硬，规矩有余，但纯粹不足。那
么内家拳在某种程度上要往回练，把我们原本就拥有的，但
后天被压制或遗弃了的一些有利于身心的本能给找回来。与
本能相悖的不属于内家拳的练法。

养生和技击的目的

什么是养生？养生不仅仅是长寿，而是是让生命质量更高。
这里包含着身体好和心态好两个方面。什么是技击？技击不
仅仅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要击倒对方，对另一个人的制约统称
为技击。大多数人的概念当中，养生是建设性的，技击是破
坏性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物和方向，实际上它是可以
做到统一的，内家拳的目的就是首先要在能养的前提下，做
对他人的有效制约，只能养不能克制，或者只能制人不能养



的练法，都不属于内家的练法。

是一种思维方式和功法体系

说功法体系大家好像基本都能理解，说是一种思维方式，可
能大家会觉得不太明白。我们说所有的行为背后都有一套思
维方式作为支撑，一个人怎么做的透露出来他是怎么想的，
反过来一个人怎么想的决定了他会怎么做。那么内家拳首先
其实是一种思想和思维方式，这种思维决定了刚才我们说的
认为应该自然顺随，不应该逆反违背，决定了我们应该返寻
本能，不应该固化僵硬，决定了养生和技击要统一不能剥离
等等。正因为有这套思维方式作为指导，我们才有了接下来
一系列的方式方法，正因为有了这套思想作为指引，我们接
下来做的每一步才能保证是在正确的方向上，不会偏离。所
以说这个思想才是整个内家拳体系的重中之重和绝对的核心。
我们也可以简称为拳理。

好，经过我这样简单解释了一遍以后，相信大家会对内家拳
有这样一个初步的定义了，内家拳就是通过自然的方式，令
身心尽可能返还到先天本能状态，来达到养生和技击目的的
一种思维方式和功法体系。

刚才在说我们对内家拳定义的时候谈到了一个目标，就是要
同时达到养生和技击的目的。这应该说是我们练习内家拳的
一个总的目标。那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简单的谈谈。

养生

这个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共识，身体健康，
心态健康，是我们生活幸福，家庭幸福，工作学习等等一切
事物正常运转的基础和前提，是一切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没
有健康，其他的就没有意义和价值。所以修炼内家拳的一个
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目前我们身心上存在的一些问题，让
身体和心情尽可能恢复到比较本原的状态当中。现代工作让



我们很多人在年纪还不大的时候就有了一些普遍的亚健康问
题和慢性疾病，我列举几个常见的，比如颈椎胸椎增生变形，
伏案工作的几乎都有，肩周炎，腰间盘突出，肥胖，脂肪肝，
酒精肝，胃病，内分泌失调，便秘或者便溏，神经衰弱，失
眠等等，很多问题到医院里检查指标上并不明显，但你自己
不舒服会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而且如果不重视容易演变成
真实的病灶。内家拳通过养练结合安全不伤身的方式，用因
人而异的方便法，通过看似简单但实际上非常有针对性的一
些动作，加以适当的意识引导，就能够对身心内外做一些调
节，帮助你身体自行调节和归位，既切实的改善了身体，也
体现出传统的智慧。在这里我给大家演示一个基础的功法，
叫披肩搭背，坚持做一段时间对颈椎胸椎肩周炎等问题的恢
复有很好的效果。

技击

技击其实是我们学习内家拳的一个副产品，很多人是抱着养
生的目的来练的，结果练到一段时间以后，当身心在一定程
度上恢复到比较原始的状态之后，他会发现不知不觉会发掘
出一些技击的本能，实际上不论人也好，动物也好，本身就
有着非常强烈的防御和攻击本能，而且这个本能的效果，因
为它更加直接，更加纯粹，身心结合的更好，往往要优于后
天刻意训练去掌握的效果。所以很多在这方面有兴趣的人，
在养生之余，有倾向性的训练一下防身自卫的技术，也会很
快的有所感觉。但我们在传授这方面功夫的时候，会对学习
的人有一个品质和德行上的要求和考查，品行不端或者争强
好胜的人，都不会轻易的传授。

我们刚才简单说了一下我们学习内家拳的目的，为了养生，
解决身心现有的一些问题，提高我们生活的质量，为了技击，
掌握一些防身和自卫的本领，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安全。

认识自己、认识他人、认识世界



第一、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内家拳其实正是通过养练身心
的方式，了解自己的身体，了解自己的想法，了解自己的心
情，了解之后，才能有目的的去修正它，调节它，改善它。

第二、进一步了解别人。当你更加清醒的认识自己以后，你
才有可能更加清晰的去了解别人，内家拳特殊的功法训练会
通过听，摸，推，击等训练方式提高你对别人的感受和觉知，
更延伸到对对方意图和思维方式的感知和把握，只有了解别
人，才能有效的控制和制约。

第三、了解整个世界。当你充分的了解了自己，也了解了别
人，你也就了解了由人们组成的世界，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
律和本质。换句话说，其实这就影响和塑造了你的价值观，
影响了你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让你成为了一个怎样的
人。

第四、帮其他人实现这一过程。当你实现到这一步以后，接
下来我们的价值就是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通过你曾经走
过的这样一种可行的成就之路，帮他们抵达，这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

发掘和孕育本能

我们又一次的提到了本能，在定义里曾经提到过。对，本能
是自然的一种方式，是我们原本就有的一种能力和技巧。自
然的方式，首先是要能够顺应和激发本能的方式，它原本应
该是怎样的，我们就应该令身心呈现这种状态，甚至是增强
这种状态。我举一个例子，人天生有一种对危险的环境和事
物保持警惕的状态，这应该是人类为了提高生存率所带有的
保护性基因所导致的，不仅人本来就有，很多动物到现在还
一直保留着，尤其还参与食物链竞争的动物，他们对天敌的
警惕是与生俱来的。内家拳有这样一种站桩的练法，尽管站
在这里看起来是一动不动的，但身上要带着一种你遇到危险
动物时候的这样一种感觉。这个桩虽然是个静止的桩，但要



求你在站的时候，身上要带着这样的一种危险就在附近的想
法，那么本能的就会相应培育出机警和敏感的动态，所以说
静桩不静，静中有动。

效仿和融入自然

大家都知道，人和大自然是和谐统一的，我们作为大自然的
一部分，顺应自然，融入自然，就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日出
而作，日落而眠，应该是最好的作息规律，见风而避，见雨
而藏，这也是最自然的避险行为。所以自然的第二个方面，
我们谈一谈效仿和融入自然。效仿就是跟随和模拟，比如自
然中的风，它能够不受阻挡，穿林而过，无形无态，自然中
的水，它屈高就下，随遇成形，遇山绕山，遇水则融，无比
的柔软，无比的包容。内家拳就是要充分的效仿大自然中的
风和水，极柔和极韧性，不拘泥固定的形态，随境遇而变化，
始终处于流动而有生机的态势。内家拳中有一种功法叫穿掌，
讲求行云流水，虚若飘物，就是要求充分的效仿风和水才能
达到的一种功法状态，对养生和技击来说都是难得的功夫。

认可和遵从规律

自然而练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对这个世界客观规律的尊重和
顺随。我看到很多已经年龄不小的人在练功时还在追求刚猛
的爆发力和不断超越的速度，无视身体机能已经逐年下降的
生理规律，久而久之对身体造成了很大伤害。我还看到很多
女生无视天生在力量上弱于男性很多的生理规律，执意要在
力量和速度上超越性别，以至于付出了很多，却收效甚微。
这些都是不遵从规律，违背自然而练，导致事倍功半的例子。
所以什么是规律，规律就是已经被证明了的，令这个世界正
常运转的规则和道理，我们应该尊重它，而不是忤逆它和挑
战它，这样你才能获得比较大的成功率。我们在推手中还发
现这样一个规律，就是当你的力量推过去以后，往往会在第
一时间受到对方的顶扛之力，然后两力相较，变成顶牛，这
几乎是必然的。其实在日常生活与人的交往中也是一样，如



果你对人的态度总是很冲，总是直接攻击性的，往往得到的
也会是正面回应的攻击和伤害。但如果你能换一种方式，当
对方硬来的时候，你有所缓和，甚至有所后撤，换一个角度
和方式处理，或许你不用费力就能赢得结果。所以如果你在
推手中能够遵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客观规律，那么你往往
更容易赢得胜利。这是我们遵从规律，自然而练的另一个例
子。

现在我们应该大致了解了内家拳应该怎么练了，那么为什么
要这么练呢？

首先，从继承的角度，它是历代前辈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它
是一种通过人与人在长达百年的过程中积累和验证下来的思
想，方法和训练体系，并且通过传承的方式双向筛选，在少
数人身上通过体验的方式继承和流传下来的一种思维，习惯
和生活方式。当你接受它，并且愿意去按着这个规则去训练
的时候，实际上你是接受了它的这种文化，这种思想内涵，
或者说这种流传下来的东西，暗合了你本身内心深处所有的，
或者你虽然并不一定具备，但是你向往的，或者追求的一种
东西。所以，你愿意去相信它，去践行它。所以我们之所以
这么练，首先我们是在身体力行的在践行我们内心所奉行的
我们坚信是对的一套价值观体系。

其次，这是养生和技击功能兼具的唯一练法。我们所说的唯
一，不是说只有我们练的东西才既能养生又能技击，实际上
有很多其他的功法系统都能兼具两种效能。我们所说的唯一，
是不论哪种功法系统，只有依奉自然而练，顺随规律而练的
才能兼具养生和技击两种效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身体
好，在对身体不造成伤害的前提下练好技击，只有依赖这种
自然的练法才能达到。

另外，这种练法与大道相合。什么是大道？就是事物运行和
发展的普遍规律，简单的理解就是和我们做其他正确的事情
相通。当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



道它为什么可以做好做成，当一些事情没有做成的时候，我
们通常也知道为什么没成。当我们用正确的方式去和人交往
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关系是正常健康的，是舒服的，也会
知道某些关系是失败的，是糟糕的。一个好的练功系统，理
应同这些规律统一融合，我们是在用同样一种规则在练习，
在修炼，那么把功夫练好，就相当于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
处理好，把生活中交往的每一个人的关系管理好，相当于言
谈举止，举手投足都有所奉行，有所依据，我们内心深处知
道这是对的积累，所有的一切都是统一的。所以我们说随着
练功水平的深入和提高，它会逐渐的改变我们的性格，改善
我们的生活，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作为现代人修习内家拳通常从哪里开始呢？从练松开始。
为什么呢？因为放松是觉知身内身外的方法，是一切其他功
法的前提和起点，也是改善问题，调节身心的入口和便利契
机。现代人很多问题都是由于不会放松导致的，刚才我们也
提到过，一旦身心能够放松下来，这些问题往往都能得到不
同程度的缓解和改善。这里我教大家一个基础的功法，叫做
水中浮板，这个功法用来帮助大家迅速的找到放松的感觉，
进入到初步的松功状态当中。有人可能有一个疑惑，就是这
种放松的感觉可以技击吗？能达到防身自卫的目的吗？我给
大家简单做几个动作，都是通过放松来达到的，大家可以感
受一下（做几个披挂和通背的甩排连环动作）。

以上，我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内家拳，为什么我们要练内家
拳，怎么练，以及为什么这么练，从哪儿开始练这么几个关
于内家拳的主要问题，希望通过我的介绍，大家对内家拳能
够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养生演讲稿篇二

我们知道懂得生活的人想必了解养生，不懂生活的人只知吃
喝外加玩乐。今天我讲的是春季养生。那么，什么叫春季养
生呢?我个人认为养生是对生命机理的维护和善待。我将从以



下四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

一是饮食。常言说：饮食有节。这个“节”就是节气。人吃
东西要按节气规律去吃，吃应季食品，这样才是最合理的养
生之道。这里有个食品“性”的问题，反季节的食物保留它
原有的性，这样在寒冷的季节吃性寒的食物会寒上加寒，会
对人体造成伤害，次外还有个“量”的问题，自古以来，中
医十分注重饮食养生，“早晨一定要吃好，午饭一定要吃饱，
晚饭一定要吃少。”暴饮暴食，山吃海喝，让脾胃苦不堪言。
最终导致它们的运化功能的衰退。再次提一提吃的“质量”
的问题，大家说五谷杂粮好?还是大鱼大肉好?从美食家养其
口来讲大鱼大肉绝对好，但从养生的角度讲就是五谷杂粮，
粗茶淡饭。为什么呢?因为“鱼生火，肉生痰”。痰就是湿气
的凝聚。湿气过多会凝滞，凝滞不运化会血稠，经脉不通畅，
甚至血栓，等等。最后，顺便提一下，生物的种群在减少，
人的群体在增加，人是万物之灵并非万物的终局者。所以，
要爱护动物，保护植物，热爱我们共同生存的家园。

二是运动。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跑步”。所
以，吃了要活动。从人类进化历程看：劳动创造了人手，人
手创造了了大脑。为什么要运动呢?一方面运动会花掉人身上
腠理的湿气，否则会交由元气来处理，损耗元气的过程就是
生病的开始。另一方面运动就是锻炼膀胱经，膀胱经主气化，
更主筋，主筋的收摄力和柔韧度，目的只有一个：人老腿不
老。这就是说，运动要得法，疏通经脉为主，练肌肉为次，
练意志为了长久——运动有恒。这样就要增大脚与大地的感
知力，到户外去，随日升而生发，伴日落而潜藏。

三是情志。无限极健康理念倡导的是怎样的情志?舒畅情志。
为什么要舒畅情志呢?因为现代社会生存压力太大，造成精神
压抑。像情志病中的抑郁症比比皆是。这里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个是心理问题，另一个是气度问题。说到心理，“自古中
国有君子和小人的评判问题。君子讲究向内追求，不会向外
攀比;那么，小认正相反，重身外之事，就会产生攀比之心，



有攀比之心，人就会有烦恼，就会情志不舒畅。所以，传统
文化历来主张人要做君子或淑女，就是教人把心收回来，把
心态摆好，这样就会减少烦恼，修身养性，情志病离我们远
去”。我们再说气度。“气“的功能在气化，“气为血之
帅”，气在带着血走。如果我们对气的功能乱发挥，就会造成
“气结”，气结是小事，“瘀血”却是大事，谁不怕肿瘤?!
时下妇女得乳腺疾病和子宫肌瘤的较多，均为气的上壅和气
的下行所致。男人虽然不得此病，但气很大，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气吞山河。你看贪不贪，现在缺少的土地，有的是房地
产。开个玩笑。总之，要舒畅情志。如果”志“高不起来，
就要”淡“，淡泊才能志远。如果”气“傲不起来，就要”和
“，和为贵，一团和气，尽享天年。

春天主“生发“，宜于养肝，五脏中肝在东属生发之象。这
里有个问题，我们中大部分人即便是按照有关的养生方法做
了，但是效果不甚显著，问题在那里呢?一是养生的深度达不
到，二是环境变了，社会也变了。采取的补救办法是什么呢?
办法是使用优质的健康产品，即无限极健康产品。因为他的
配方均为药食同源的中草药，以及相应的复合多糖，无毒副
作用。

现在谈一下如何养肝的问题。“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本性天
真，处于一种浑然天成的和谐格局之中。我们的身体是一种
最精确，最自足的自组织结构，凭借其自身的能力，以无为
的方式达到非常有力的状态”。这里存在一个“关联“的问
题：肝与小肠相表里;心和肝同为宝贝，他们主血，肝经走
心“路”;肝胆相照，即相互关照，胆主生发，肝主收藏;肝
胃同行，胃主造血，肝主藏血;肝肾同根，有藏有泄;肝肺相
配，各司其职，降龙伏虎;肝脾联姻，协同运化。这样说肝与
五脏六腑皆为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福同享，有难
同当;荣辱与共，金城团结。因此，必须结合自身情况，坚持
健康的生活方式与使用优质的健康产品双管齐下，在有意和
无意中达到预期的效果。有意养生，无意护肝，迎来肝的春
天。



“在中医眼中，人不是机器，而是“内景”，生命如同一棵
树，在自然光影的明灭中，从枝杈在四季风雨的变化中，我
们就可以知道它深埋在地下的根部的情况。从此，人类隐秘
的气血内脏不再是黑暗混沌的“灰籍‘，而是如诗，如画”。
让我们用养生来歌唱，让我们用养生来描绘，让我们用养生
来说健康。

谢谢大家!

养生演讲稿篇三

大家好！

秋季气候变化快，早晚温差大，很多人会忽视养生的重要性，
其实这是不对的。秋季养生也是要讲究方法的。

1.注意养阴润燥

养阴润燥的食物主要有蜂蜜、百合、银耳、山药、莲子、核
桃、芝麻、梨、香蕉、话梅等。话梅特别适合秋季食用，中
医认为酸甘化阴，话梅酸酸甜甜正好符合“以润为主，佐以
酸味”的养生法。此外，秋季养生小常识告诉你应该注意多
饮水。

秋季养生，滋阴润燥是十分重要的，每天要记得喝水，不要
等到渴了的时候再喝，已经来不及了。

2.养肺为要

秋季饮食应以滋阴润肺为佳，秋燥易伤肺,可适当食用如芝麻、
蜂蜜、百合、杏仁、乳品等柔润食品，可以益胃生津，有益
健康。同时可适当多食一些酸味果蔬，食酸以收之。

3.慎食瓜果



秋季一定要谨记不要贪凉，在饭后不要吃凉性的瓜果，这对
于脾胃是不利的，很容易引起腹泻的。

4.多吃根菜

古人云：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秋冬相接的季
节，应季的根菜大量上市，这时的根菜既新鲜又便宜，而且
耐储藏，特别适合多多食用。像常见的萝卜、山药等，虽然
普通，营养价值却很大，可谓是滋补珍品。

5.肉多豆

这似乎已成了众人皆知的秘密。我们身边有不少肉食动物，
其实按膳食平衡宝塔的建议，一个人每天只摄入瘦肉75克，
即一副扑 克牌大小的一块。

其中，体力劳动者、男性可以多吃红肉，脑力劳动者、女性
及身体机能退化的老人，应多吃白肉，尤其是患有肥胖、心
脏病、高血压等的人，更应少吃肉,多吃豆制品。

6.少吃辛辣

秋季养生要注意饮食清淡，不要吃一些刺激辛辣的食物，这
对于我们的肠胃是不利的，而且还会伤到肺。

7.多吃温食

初秋时节，仍然是湿热交蒸，以致脾胃内虚，抵抗力下降。
这时若能吃些温食，特别是食用粳米或糯米，均有极好的健
脾胃、补中气的功能。体质、脾胃虚弱的老年人和慢性病患
者，晨起可以粥食为主，如百合莲子粥、银耳冰片粥、黑芝
麻粥等。

8.宜补汤汁



秋季饮食以滋阴润燥为原则，在此基础上，每日中、晚餐喝
些健身汤。一方面可以渗湿健脾、滋阴防燥，另一方面还可
以进补营养、强身健体。

秋季常食的汤有：百合冬瓜汤、猪皮番茄汤、山楂排骨汤、
鲤鱼山楂汤、鲢鱼头汤,鳝鱼汤、赤豆鲫鱼汤等。

谢谢大家！

养生演讲稿篇四

大家好！

俗话说“春捂秋冻”，在中医眼中，体温下降利于人体阳气
内藏（冬藏），秋季六节气的养护调节重在着装和保暖，切
不可因着装单薄而受凉，导致一些疾病的发生。初秋，暑热
未尽，凉风时至，衣被要逐渐添加，但不可一下加得过多，
捂得太严。

秋装要宽紧适度、长短大小适宜，穿在身上感到舒适，不宜
露臂、露胸、露腿。穿着纯丝或纯棉织品或混仿品面料的外
衣裤，既可防秋凉，又能防燥热，质地柔中有刚、软中有硬。
秋凉切勿急加衣，老年人可适时加厚衣服。秋天的早晚凉，
要注意别让“背”和“心”凉着，必要时可先穿上夹背心或
毛背心。

秋冻培养的是耐寒力，这是抵御疾病的一种抗力，尤其在冬
季更重要。耐寒锻炼，应该始于初秋，可循序渐进地坚持，
从冷水洗脸、擦身，到冷水浴，直到冬泳。

秋季养肺首先就要多做深呼吸。每天清晨起床先站在窗口，
吸入清气、呼出浊气。吸气时，限度向外扩张腹部，胸部保
持不动；呼气时，限度向内收缩腹部，胸部保持不动。呼吸
要深长而缓慢，用鼻呼吸，每次深吸气3—5秒，屏息1秒，然



后慢呼气3—5秒，屏息1秒。每次5—15分钟，每天练习一两
次。

对于身体弱的人而言，秋季还是应该吃些肉类补一补的。但
进补之前先把脾胃调理好。平时可以多喝一些绿豆汤或是薏
米粥之类的食品，因为夏秋之际湿邪热邪较重，这样可以促
进湿热之邪的排出，有利于脾胃功能的恢复。

秋高气爽，气温适宜，秋季可谓锻炼的好时节。秋天经常参
加健身活动，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内脏器官的功能，而
且还有利于增强各组织器官的免疫功能。

谢谢大家！

养生演讲稿篇五

大家好！

秋季，外界气候骤然变凉，而人体内的热量还在原来的位置，
（夏季时，人的体内温度会调节到和外部相应的状态。），
外凉内热，内热不容易散发，就出现了不平衡。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比如脸上痘痘增加，喉咙肿
痛，牙龈发炎，晨起干咳等。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忙着吃消炎
药等，可以吃一些xxx等去火清热解毒药。

1要注意防止热能过剩。在秋季饮食中，要注意适量，而不能
放纵食欲，大吃大喝。

2中医称“宜食麻以润其燥”。首先应当少吃一些刺激性强、
辛辣、燥热的食品，如尖辣椒、胡椒等等，应当多吃一些蔬
菜、瓜果，如冬瓜、萝卜、西葫芦、茄子、绿叶菜、苹果、
香蕉等。另外，避免各种湿热之气积蓄。因此提倡吃一些有
散发功用的辛香气味食物，如芹菜。



3少食生冷。由夏到秋，气温下降，人体为了适应这种变化，
生理代谢也发生变化，饮食过于生冷，会造成消化不良，易
生各种消化道疾患。所以饮食上有“秋宜温”的主张，也就
是说秋天应当避免光吃些凉和性寒的食物，应当多吃一些温
性食物。

5吃秋梨。秋梨是很好的秋季水果，对于止咳、去燥有很好的
疗效。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