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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肯定对各类范文都很熟悉吧。
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这
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
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一

艾草是一种常见的中药材，在中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除此
之外，艾草也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中
医和传统文化的重视，艾草文化也逐渐受到关注。在弘扬传
统文化的同时，艾草文化也为人们带来了许多启示和思考。

第二段：艾草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艾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起源可以追溯
到几千年前的古代。据历史记载，艾草最早是用来驱邪的，
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具有保健功效的中药材。随着历史
的变迁，艾草文化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承和发展。如今，
艾草文化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段：艾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艾草文化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包括艾草的种植、采摘、加工
和应用等方面。艾草文化不仅具有重要的医学价值，还承载
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历史文化内涵。艾草文化的价值不仅在
于其作为中药材的疗效，更在于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表达
方式，传承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人类
智慧。

第四段：艾草文化的现状和未来



尽管艾草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但在当今社会中，艾草
文化的面临着许多挑战和困境。一些地区的艾草种植和采摘
工作已经受到了破坏，艾草资源也逐渐减少。此外，由于生
活方式的改变和现代科技的发展，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关注
也逐渐减少。未来，我们应该积极推广艾草文化，挖掘其深
厚的文化价值和民族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体验这一传统
文化。

第五段：总结

艾草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艾草文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创新，传承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当代社会中，我们应该积极弘扬和传承
艾草文化，推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更好地传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遗产。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二

端午节的注意事项非常多，因为端午是五月，在风水习俗中
称为“恶月”，是不吉利的月份，五月初五端午节又称
为“重五”，是恶上加恶，是五月中最不吉利的一天。下面
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端午节为什么插艾草，希望对您有所帮
助!

原因：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的药草，插在门口，
可使身体健康。

一般人也有在房屋前后栽种艾草，求吉祥的习俗。台湾民间
也有在端午时贴“午时联”，它的作用和灵符一样，有些午
时联上有下列的句子“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

五月在俗信中被认定为恶月，也称“毒月”，从科学的观点
来解释，是指此时气温迅速升高，天气暑热，病原微生物大



量繁殖，毒瘴滋生，人极易生病。为了应付恶月，安度暑日，
民间便在端午这天，选吃一些营养价值较高的食物，并采集
一些草药悬挂、佩戴或服用，以此防病。

端午节家家户户都要吃粽子，而最传统的当属红豆糯米粽了。
红豆不仅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而且具有利水除湿、和血排脓、
消肿解毒等功效，是夏日清利湿热不可多得的佳品。

古时端午节这天，家家户户都要把从田野采回的艾蒿、菖蒲
悬挂在门户上，有的用艾叶、菖蒲、大蒜烧水洗澡并喷洒房
前屋后，或用艾叶或菖蒲浸制药酒饮服。一些地方的人还喜
欢将艾叶、菖蒲研成末，包上布，制成香包(又称香袋、香
囊)佩饰，以其香气避免虫菌侵扰。

端午节是中国重要的节日之一，它也是人们纪念楚国大文学
家屈原先生的日子。在端午这一天，除了吃粽子之外，每户
人家的门口都会挂着菖蒲和艾草。这是因为农历的五月正是
蛇虫鼠蚁非常多的时候，因此挂上菖蒲和艾草可以利用它们
的气味和药用价值驱赶这些害虫，起到保平安的作用。

一、端午节要驱虫蚁

中国农历的五月也被人们称之为毒月，在民间也有“烂五
月”一说。中国农历的五月也被人们称之为毒月，在民间也有
“烂五月”一说。所以农历的五月也是许多细菌和病毒等微
生物十分旺盛和最容易繁殖的时节。同时也是人们所说的五
种有毒害的动物最容易出动的时候。因为如此，人们就将门
口挂上菖蒲和艾草，来保护家宅平安，在五月不被邪气所伤
害。

人们就将贴灵符一样的，将菖蒲和艾草在端午节这天挂在门
边上。传言草蒲是古时候防疫驱邪的灵草药，它就像可以驱
逐不好的东西的利剑一样。同时也因为它的外形像剑一样，
于是挂在门口就像宝剑一样可以驱逐邪气。人们称它为“水



剑”或“蒲剑”。在清代和晋代古人有所记载，称它为可以
驱邪的宝物;艾草就是人们非常见的草药，从中国古代开始就
将它作为治病的药材，我们平时看到的中医治疗时，艾炙就
是用艾草为主要材料制成的。所以民间不仅将它用作治病的
良药，也将它挂在门口当作 驱邪的物品。

因为端午节这天，正逢农历五月，而这个时候正是毒虫猖獗
的时候，于是人们将菖蒲和艾草挂在门口，利用它们的气味
来驱赶走这些毒虫。在端午的节日，大家不仅要忙着挑选菖
蒲和艾草，还要食用粽子，看赛龙舟比赛。做的这一切都是
为了纪念投湖的屈大夫，中国的文化离不开这些已故的文人，
而屈原的精神也在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前进。

1、吃粽子

端午吃粽子也是一个重要习俗，粽子又被称为“筒
粽”、“角黍”，每年端午节家家户户都会浸糯米、洗粽叶、
包粽子。每个地方的粽子口味和馅料都有所不同，粽子最初
为了祭祀祖先神灵，但是屈原投江那天也正是五月初五，人
们不忍心江中的鱼虾吃掉屈原的身体，便向江中的鱼虾投入
粽子。粽子的起源远早于屈原时期，为了纪念屈原，后人才
坚持端午吃粽子，慢慢就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吃粽子的习俗
在中国各地都盛行，也是对伟大诗人屈原的怀念。

2、拴五色丝线

传统之俗，用红绿黄白黑色粗丝线搓成彩色线绳，系在小孩
子的手臂或颈项上，自五月五日系起，一直至七夕“七娘
妈”生日，才解下来连同金楮焚烧。还有一说，在端午节后
的第一个雨天，把五彩线剪下来扔在雨中，意味着让河水将
瘟疫、疾病冲走，谓之可去邪祟、攘灾异，会带来一年的好
运。

3、佩香囊



端午节这天小孩子佩戴香囊的习俗据说有避邪驱瘟的含义，
而在南方，年轻男女还会通过香囊来表达各自的爱意。香囊
形状万千，小巧可爱，但它不仅仅是装饰品而已。香囊内通
常会装有中草药、香药、朱砂、雄黄等，具有驱虫防病的功
效。外面由丝布包着，再用彩色丝线缠绕固定，最后再用彩
绸刺绣，五颜六色的香囊十分炫彩夺目。

4、饮雄黄酒

雄黄酒有驱虫解毒的功效，多喝还能养颜美容。端午节喝雄
黄酒，寓意驱除病魔。人们浸入酒后再用菖蒲艾蓬蘸洒墙壁
角落、门窗、床下等，再用酒涂小儿耳鼻、肚脐，以驱毒虫。
这些活动，从卫生角度来看，还是有科学道理的。雄黄加水
和酒洒于室内可消毒杀菌，饮蒲洒也颇有益。

5、悬艾叶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艾叶是一种药用植物，
它的叶片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可以驱赶蚊虫、提神醒脑。在
端午节这天，人们会把家里打扫干净之后，将艾叶插在门楣
上。艾叶代表招百福，可以使身体康健，起到防治疾病的作
用。南方北方都有端午挂艾叶的习俗，但是区别于作用不一
样，南方利用艾叶祛邪祛病，而北方进行避毒避恶，其药理
相通，都起到杀菌防病的作用，这也是中华民族传统。

6、赛龙舟

赛龙舟是端午节的重大习俗，至于赛龙舟这个习俗从何而起，
还是来源于历史典故。根据古时传说，屈原含冤投江之后，
楚国人十分悲伤，他们相信楚原是忠心贤臣，便划船去拯救
屈原。然而当他们奋力到达洞庭湖时却不见屈原的踪迹了，
他们担心湖中的鱼吃掉屈原的身体，便借划龙舟来驱散湖中
的鱼。后来每年的端午节都会有赛龙舟活动，赛龙舟之习俗
盛行于当时的吴、越、楚三国。之后人们以端午赛龙舟的方



式来祈祷风调雨顺。

糯米粽子为养胃清火而来

无论南北方，端午节被大众广为继承的习俗一定是吃粽子，
为什么要吃粽子呢?“端午时节，气候特点是潮热难耐，人们
普遍食欲不佳。在这个节气里吃粽子，不仅健脾养胃，还清
浮火。”传统的粽子主料是糯米加大枣，粽叶一般都用苇叶。
在中医里，糯米味甘、性温，入脾、胃、肺经，粽子里的糯
米一般都煮得很软，适量食用对健脾养胃有很好的功效。而
苇叶等材料都具有较好的药用价值，苇叶有清热解毒的功能，
经过长时间的蒸煮，粽叶内的有效成分可与内馅部分的营养
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增强粽子的补益作用。大枣具有补气
养血的作用。如果在粽子里加些莲子，可以健脾除湿;加些小
豆，可以消肿。

艾草是为抵抗疾病而挂

端午时节，采集艾叶、菖蒲挂在门楣和窗户上的习俗，是取
其避邪的寓意。其实，艾叶与健康也有着很紧密的联系。艾
草早在我国古代就是重要的药用植物，具有特殊气味，驱虫
的效果很好，而且属性辛温，能净化空气、有芳香通窍的作
用。中医常以艾叶或艾条来做针灸或草熏，可通畅全身的气
血，提升免疫力，祛风除湿，活血化瘀。此外，用干的艾草
泡手泡脚，可以去湿驱寒。

咸鸭蛋为滋阴清肺而生

端午节也是咸鸭蛋热卖的节日，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小时候
端午节氛围浓厚，一大清早闻着粽香起床，而在煮粽子的锅
里，一定会一起煮上咸鸭蛋、鸡蛋，伴着粽叶的香味，这些
蛋似乎也格外增添了香气。除了吃粽子，端午节为何要吃蛋
呢?这也是顺应节气的饮食。在中医里，鸡蛋黄是一味滋阴的
药物，具有清热解毒的作用，而鸭蛋本性偏凉，味入心，具



有滋阴清肺的作用，在阳气旺盛的时节，可以帮助祛除体内
的湿热。

赛龙舟是为了气血通畅

端午节习俗还有与运动有关的，就是赛龙舟这样的项目。端
午时节是一年中阳气至盛的时段，天气较闷热，人容易烦躁
忧郁。夏季养生，除了药物、食疗及平和心态外，也应同时
加强运动。划龙舟能使全身气血畅通，可增益心肺功能，调
理脾胃代谢，忧郁情绪也随之化开。运动时还可以分散注意
力、忘掉不快，我们可以用这些“快乐因子”让身体更健康。

阳刃之日，毒气攻身

此日为五月初五，从农历气象上看，正是夏至左右，故也是
一年之中阳气最盛的日子;也是实际上的羊刃日，这个农历的
五月，阳刃为凶，本来就是所谓的“毒月”，共有“九毒
日”，而端午又是“九毒”之首，故称为“毒日”。而从五
行上看，任何一种五行过旺或过衰，都会形成邪气，都会对
自然气候或人身健康，构成威胁与伤害;何况这个时节，也是
毒虫坏虫肆虐猖獗的时候;故这一天需要在房门上，插艾、插
桃技、插菖莆以驱鬼;薰苍术、白芷、喝雄黄酒，或在儿童身
上洒雄黄酒，以驱虫避邪，保障健康。

祭祀之日，阴气伤身

端午节的一个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就是祭祀先人。不但祭
祀投江自尽的诗人屈原，有的地方还祭祀忠臣伍子婿，祭祀
孝女曹娥等，这天要包很多粽子，然后把粽子投入江中，就
象给死人上坟一样，而剩下的则自己享用，所以粽子实际上
也是一种祭祀供品。而祭祀时难免产生悲伤，故此日也象清
明节一样，人为制造出很强的阴气，而这些阴气，与阳气一
样，也会伤害心理与身体比较弱质的人;如抑郁寡欢，心情不
好，身体痛苦等等。故端午节这天，是诸事不宜的，更不适



合上任、搬家、动工、开业、结婚、庆典等喜庆活动;也不适
合参加娱乐活动等，而归宁父母，与家人团聚才是正确的选
择。

九毒之日，严禁房事

农历五月初五、初六、初七、十五、十六、十七以及二五、
二六、二七，此九天为 “天地交泰九毒日”及十四为天地交
泰日。以上一共十天，而端午为九毒首日，毒气攻身，邪气
旺盛，又传说为天地交泰之日，非常不适合男女交欢，故古
训严禁房事，这个并不是迷信，而是非常自然的科学道理。
因为天地气场不正的时候，必然会影响到人的身心，所以如
在九毒日交欢房事，必须会中邪毒伤身体。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三

对于很多人来说，艾草可能只是一种普通的草药，但是对于
我们中国人来说，艾草却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药用价值。
最近，我有幸参观了一家艾草基地，不但深入了解了艾草的
种植、采摘、炮制等一系列过程，也感受到了艾草承载的中
国传统文化的底蕴。

第二段：观赏艾草的过程

漫步在基地里，就能看到各类艾草肆意生长的景象。有枝瑶
瑶的苏铁、开着小黄花的黄艾蒿、呈现深绿的山香菜等等。
通过观察，我才知道了原来艾草不止一种，有药用、佐茶的，
也有很适合日常吃的，像绿花艾和小黄艾都可以当蔬菜来食
用。在基地里，还有专门的工人负责采摘艾草。不同的艾草
采摘时间、方式都不尽相同，他们全程佩戴口罩，确保艾草
的品质符合标准。

采摘完后，基地还有专门的团队负责进行一系列炮制，将新



鲜的艾草加工成最适合人体吸收的艾条、艾花等等。他们会
严格按照传统的方法制作出高品质的艾制品，也不断探索新
的技术方法，保证商品的优质。

第四段：品尝艾制品

除了了解艾草的生长和加工过程，我还有幸品尝了基地出产
的艾制品。这天，工作人员精心准备了茶叶和烤马铃薯，我
们把泡好的茶和烤制好的马铃薯蘸上搅拌好的艾花，吃到嘴
里的瞬间，美妙的味觉体验瞬间爆发。艾花的特殊芳香和清
香的茶汤，还有马铃薯独特的口感完美融合，令人回味无穷。

第五段：结语

这次艾草基地之旅，让我更加深入的了解了艾草的文化内涵
和功效，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和民俗的
魅力。艾草基地的每个环节都充满了创造和关爱，让人深深
体会到了艾草背后的中国精神，我对艾草的心理认知也得到
了很大的升华。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艾草的魅力，品尝艾
制品带给我们的美好体验。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四

我读了《小英雄雨来》这一课，我最喜欢文中的雨来，因为
他机智勇敢。

有一次，他掩护李大叔被鬼子看见了。雨来把李大叔藏在他
家的地洞里，鬼子来到他家问了半天雨来也没有说，鬼子便
生气 的走了。

后来，雨来又上夜校，看见他爸爸背着步枪从山上回来了 ，
说鬼子又要到我们村了。

第二天，妈妈去买菜了，家里只有雨来一个人，鬼子来到他



家找一个人，鬼子把雨来家翻的乱七八槽的，也没有找到，
鬼子看到雨来手里拿着一本书，鬼子把雨来揪过来，把他的
书撕了。鬼子问雨来说：你看见一个人过来吗?雨来说：“没
有”。鬼子打了雨来几个巴掌，见雨来还是没有说，鬼子说
把他拖到河边枪毙，就在鬼子要开枪的时候雨来趁机跳到河
里了。

乡亲们都到河边去找雨来，大家看到远处露出一个小脑袋，
过去一看原来雨来没有死，所以我们一定要贡献祖国。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五

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之一，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气。在端午
节这一天，人们有许多的习俗和活动，其中悬挂艾草是重要
的一项。艾草被认为有消灭邪气、驱避疫病的作用，因此在
端午节会悬挂艾草来保家卫国。我在今年的端午节也参与了
悬挂艾草的活动，收获了许多感悟和体会。

首先，悬挂艾草是一种传统的信仰与祈福的表达方式。在社
会的日益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中，许多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
观发生了改变，然而，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于祈福
的愿望依然不变。而悬挂艾草就是一种传统的信仰和祈福的
表达方式。在悬挂艾草的时候，人们会默默祈祷，希望能够
远离疾病，家人健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信仰和祈
福的传统在现代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它不仅能够让人们感
受到来自传统文化的力量，也能够让人们更加坚定自己的信
仰和憧憬美好的未来。

其次，悬挂艾草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体现。作为中国传统节日
中的一种习俗，悬挂艾草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艾草不仅在
医学和防疫保健方面有着独特的地位，也在文化传统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悬挂艾草的习俗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的古代，
这是一种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一直传承下来的文化符号。通
过参与悬挂艾草的活动，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华民族文



化的博大精深。每一根艾草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和对于传统文化的坚守，这种传统和文化应该被弘扬下去。

第三，悬挂艾草是一种传统智慧的展现。艾草既可以驱邪又
可以保健，这是古人通过长期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智慧。相
传屈原，一个伟大的诗人和爱国者，曾经把艾草放在户外消
除瘟疫。这种智慧让人们不再害怕疾病和邪恶的气氛，也让
人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更加坚定和勇敢。而悬挂艾草就是
把这种传统智慧传承下去的一种方式，通过悬挂艾草，人们
能够在心理上找到一种安慰和宽慰，也能够更加坚定自己的
信念和力量。

再次，悬挂艾草让我更加感受到了团结和共享的力量。在悬
挂艾草的过程中，我看到了许多人都在同一个目标下努力，
大家一起工作，互相帮助。这种团结的力量无论是在家庭还
是社会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正如端午节中粽子的寓意一样，
它是由许多小麦粒构成的，代表着人们的团结和共享。通过
悬挂艾草的活动，我明白了团结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大家
齐心协力，才能够共同实现目标，共享美好。

最后，悬挂艾草的活动让我深感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中国文
化的博大精深无论是在传统节日中的习俗，还是在日常生活
中的举手投足都表现的淋漓尽致。悬挂艾草是一种传统文化
的体现，它让人们重新审视和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和魅
力。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美好的追求和神奇的智慧，更是一
种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通过参与悬挂艾草的活动，我明白
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和传承这份宝贵的
财富。

总结起来，通过参与今年的端午节悬挂艾草的活动，我收获
了许多感悟和体会。悬挂艾草不仅是一种传统的信仰与祈福
的表达方式，也是一种文化传统的体现。同时，它还是一种
传统智慧的展现和团结与共享的象征。通过悬挂艾草的活动，
我更加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于



美好未来的憧憬。我相信，只有传承和弘扬好传统文化，我
们才能够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根基和力量。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六

开学的第一周，我们迎来了新学期里的第一堂课--电子工艺
实训课。对于新学期里的新课程、新知识，我有种迫不及待
的感觉。

在这一学期里，我们首先接触的是对电子元件的初步认识，
还有电路的结构和布局。而这一实训课里最重要的东西便是
日常生活里所见到的电焊。在课堂上，老师指导了我们对电
焊的使用，由于在焊接过程中，加热的电焊是比较具有危险
性的，如果使用不当会对自己或别人造成伤害。所以我们必
须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正确的使用方法去使用电焊，避免烙
伤事故的发生。

当我们初步掌握了电子元件的焊接方法技巧之后，便可以开
始尝试焊接一些电路板元件了。其中电子元件的布局是很重
要的。因为它关联到电路连接的方便简洁。

实训课已渐入尾声，通过这一次，我们又收获到了很多珍贵
的`知识，而这与老师的辛勤是离不开的。在此，我和全体同
学对老师说一声谢谢!老师您辛苦了!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七

第一段：引言（200字）

艾草课程是一门让人们对自然界万物充满敬畏之情的课程，
通过学习艾草的功效和使用方式，我对大自然的神奇和伟大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这门课程中，我不仅学到了关于艾草
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得到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



第二段：提供对艾草课程的评价与体验（350字）

在艾草课程过程中，我们首先了解了艾草的生长环境和生命
周期。然后，我们学习了艾草的功效和药用价值以及如何使
用。通过实际操作，我们学会了以艾草制作香包、艾灸等物
品。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无穷智慧和神秘
力量，也更加明白了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艾草课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也给我带来了深刻
的心灵触动。在艾草的芬芳中，我重新思考了现代社会快节
奏、功利主义的生活方式。在以科学为核心的现代医学方式
中，我们往往忽视了身体和心灵的平衡。而艾草课程让我重
新认识了身体的调养和内心的满足，并意识到了传统医学在
这方面的价值。

第三段：分享对艾草课程的实践经验（300字）

除了学习知识和技能，艾草课程还给予了我一些实践的机会。
我在家中种植了艾草，并用它制作了一些艾灸用品。在日常
生活中，我也开始尝试根据身体不同状况使用艾草护理自己。
一次艾草浴，使我感受到肌肤焕发的活力；一次艾灸，让我
舒缓了紧张的神经。这些实践经验不仅保护了我的健康，还
让我体会到了自然的神奇。

第四段：艾草课程对我生活的影响（250字）

艾草课程不仅仅是一门学习课程，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思维
方式。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饮食健康，增加了对于草本植物
的关注。我不再喜欢吃过多加工的食品，而是更注重选择天
然无污染的食材，尽量避免使用化学调味品。此外，在面对
疾病时，我也会先考虑一些传统医学的方法，尝试用自然的
方式来调理身体。

第五段：总结（200字）



通过艾草课程的学习与实践，我意识到了自然和人类的和谐
相处之道。艾草课程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技能，更让我
重新认识了自然界的智慧和力量。这门课程改变了我的生活
态度，让我更加关注自己的健康和身心平衡。我深深感谢艾
草课程给予我的启发和改变，我会继续学习和传承这种传统
医学智慧，为自己和他人的健康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对艾草的了解篇八

1、艾叶的药性：味苦、辛、性温；归肝、脾、肾经。

2、艾叶的功效：温经通络、行气活血、祛湿除寒、消肿散结、
回阳救逆及防病保健。

3、艾叶的主治：腹中冷痛、小腹寒痛、子宫寒冷、久不受孕、
虚寒性痛经、月经过多、崩漏、皮肤瘙痒等。

4、艾叶的防病：过去民间一直认为艾具有驱邪辟秽作用，在
端午节前后将艾扎好悬挂在门上，亦或点燃烟熏，以驱病逐
邪，确保家宅和人丁平安。现在，经有关部门的研究，燃烧
艾有清洁空气，预防“非典”和杀灭细菌的作用。

这种菊科植物有很多药用的近-亲.本草纲目记载：艾草气味
苦、微温、无毒、治百病，止吐血、妇人漏血、利阴气、辟
风寒、使人有子，所以也有人称艾草为“医草”。

一、用途：

1.药用：可止血、治头痛、痛风、皮肤痒等。

2.园艺观赏用：植株造型颜色特殊，各地均可见的景观植物。

叶：叶互生，叶片卵状椭圆形，羽状深裂，叶缘有粗齿，表



面有白色腺点，背面则密生白毛。

花：花期7~10月，头状花序，排列于枝顶或叶腋，花小，黄
色或淡褐色，总苞卵圆形，缘花雌性，盘花两性。。

茎：为多年生草本，高60~120公分，地下有根茎，茎直立，
上部多分枝，全株被灰白色绒毛。

果实：瘦果长椭圆形、无冠毛。

其他：茎叶均有特殊香气。辨认艾草的方法有两个，一是艾
草叶子的两面颜色明显不同，还有就是它特殊的“香”味。
榕枝与艾草都是传统袚鬼驱邪圣物。

二、艾草运用于生活中的使用方法大概有6种

１、饮用法：可制成茶、醋、粉末等当成饮品来调息养生。

２、食用法：采用嫩叶煎蛋、炒菜、炖汤调整体质，改善身
体状况。

３、抽精法：从艾草萃取精油与有效的成分做成软膏药剂、
清洁卫生、美容保养等产品。

４、温灸法：萃取艾绒制成艾灸，全身九十八处穴道都能施
灸，可收养生防病之神效。

痒者妙不可言。

６、力线法：用艾草萃取或干燥艾草茎叶制成枕头、被褥、
椅垫、鞋垫，让药草成分缓和释放，有健身保固之妙。

三、艾草于食物中之运用:

艾草的叶子其实并不好吃，有股微微刺鼻的青草味，尝起来



还带着一点点苦。要克服这点苦不难，可以用加盐的沸水氽
烫，再切成小丁炒蛋或煎蛋。艾草和蛋的味道非常“麻吉”，
怕冷的人常吃艾草煎蛋，可以祛风温热。

用一小把干艾草、半只小土鸡，配上红枣和枸杞。斩块土鸡
氽水和艾草、红枣一起放在炖盅里，加水盖过材料，隔水蒸
炖一个半时，放下枸杞再炖半小时，就可以靠这一碗艾草鸡
健胃养脾。

3. 艾草茶

艾草洗净后晾干，抓一把放进茶壶中，加入滚水，冰糖可随
自己口味添加。艾草茶，可以消除疲劳，贫血、怕冷的人可
以多喝。

4.乌贼排：

将乌贼划花印成合适吃的`小块，然后将艾草嫩叶切碎，混合
后泡在橄榄油中约３０分钟．直接大火快炒，调盐、酒即可。

5.艾草酒：

艾草叶２００公克阴干，白砂糖２００克，浸泡米酒1.8公升
（不是料理米酒喔，要一般纯正的米酒），大约两个月后取
出叶子，再一个月即可饮用。这个可以止咳化痰止血，对腹
痛也有不错疗效。

6．茶单：

南阳市水木荣春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与南阳水木荣春艾灸用品
有限公司。正在不断开发新型灸器和艾灸用品，以新型经济
方便为目的，从顾客出发，以实用为宗旨，开创世界范围内
的名牌产品和系列！



依据艾灸行业的发展，本厂经过多年的蓄势调整，确立了以
艾草和艾叶深加工技术为主导，以艾灸用品和艾草制品为核
心产业，以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为理念，以产品价值多
梯次开发、资源最大化利用为手段，致力于艾草的全面、综
合、规模、系统的开发和循环利用，从而使现有产业得以优
化、提升和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