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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在第1版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作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结合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详
细介绍了饮酒的有关科学知识和防醉解酒的具体方法。
包括适量饮酒有益健康，酒的分类与科学饮用，饮酒宜忌，醉酒对健康的危害，防醉解酒的各种药方
、汤水、果菜汁和药茶等。
内容新颖，阐述简明，对纠正人们对酒的认识误区和解除醉酒后的困扰，具有很好的指导价值，适于
广大群众、饮酒者和基层卫生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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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适量饮酒有益健康
　1.中国酿酒始祖及古人对饮酒的认识
　2.酒对人体健康的六大好处
　3.酒为百药之长
　4.科学饮酒方法
　5.饮酒注意事项
　6.酒有八大社会功效
　7.饮酒的 “四种最佳”
　8.适度饮酒，使人更聪明
　9.适度饮酒能长寿的原因
　10.适度饮酒能促进健康
　11.破解饮酒的“十大误区”
　12.老年人饮酒益处多
　13.适量饮酒可防电磁辐射
　14.美酒外用让女人美丽长久
　15.饮酒方法有讲究
　16.品酒论优劣
　17.酒的社会魅力
二、酒的分类与科学饮用
 （一）葡萄酒
　1.葡萄酒是怎么酿成的
　2.葡萄酒的营养成分
　3.葡萄酒如何分类
　4.葡萄酒的药用价值
　5.葡萄酒的饮用学问
　6.葡萄酒与菜肴搭配的方法
　7.葡萄酒的爱情滋味
　8.葡萄酒有沉淀是不是已经变质
　9.“干红”的“干”代表什么
　10.品尝葡萄酒时为什么要察颜观色
　11.干红与干白有什么区别
　12. 为什么别喝太甜的葡萄酒
　13.喝葡萄酒要注重酒的“个性化”选择
　14. 选购和饮用山葡萄酒注意事项
　15.冰酒——液体黄金
　16.品冰酒与吃芒果布丁
　17.红酒泡洋葱饮用，抗癌又保健
　18.红酒不宜与鱼肉搭配饮用
　19.自己酿制葡萄酒的方法
　20.常喝红酒对人体的九大好处
　21.适量饮用葡萄酒可强健骨骼
　22.关于葡萄酒的年份
　23.葡萄酒怎么喝最有味
　24.常饮葡萄酒对身体健康的影响
　25.最新研究的红酒医疗保健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饮酒与解酒的学问>>

　26.红酒能缓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二）黄酒
　1.黄酒的分类及主要成分
　2.黄酒的营养价值
　3.黄酒的药用价值
　4.中医要用黄酒作药引
　5.黄酒在烹调中的作用
　6.黄酒变质不宜饮用
　7.冬天喝点黄酒对人体有益
　8.端午节要慎用雄黄酒
　9.黄酒一定要加热后再喝
　10.常喝黄酒好处多
　11.雄黄酒
 （三）啤酒
　1.啤酒的种类
　2.如何正确饮啤酒
　3.鉴别啤酒好坏的方法
　4.储藏啤酒的方法
　5.啤酒有助于强健骨骼
　6.饮用啤酒可消除或缓解运动后肌肉酸痛
　7.饮用啤酒可祛寒解乏
　8.啤酒的药用价值
　9.黑啤能防血栓
　10.喝啤酒过量后果不良
　11.饮用啤酒最佳用量
　12.冬天饮用啤酒价值更高
　13.饮用啤酒14忌
　14.喝啤酒要因人而异
　15.剧烈运动后不宜马上饮啤酒
　16.“啤酒肚”与喝啤酒无关
　17.出现“啤酒肚”的原因
　18.以下八种人夏天不宜饮用啤酒
　19.夏季畅饮啤酒“五不宜”
　20.不宜饮用啤酒的常见情况
　21.德国流行喝抗衰啤酒
　22.自己配制风味啤酒饮品的方法
　23.常用啤酒烹调的美食
 （四）白酒
　1.白酒的分类
　2.白酒纯（醇）度及其测定方法
　3. 白酒选购常识
　4.白酒妙用小常识
　5.怎样欣赏和品尝白酒
　6.饮用白酒的基本方法
　7.适量饮用白酒的益处
　8.不同人酒量大小的奥秘
 （五）白兰地与香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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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白兰地酒的治病效果
　2.香槟酒的药用价值
 （六）蜂蜜酒、果酒及其他
　1.蜂蜜酒酿制
　2.蜂蜜酒分类
　3.果酒抗衰老，养容颜
　4.饮用果酒最好搭配吃苏打饼干
　5.玫瑰花泡酒饮用可缓解乳腺增生
　6. 饮用黄精酒让男性精力更旺盛
　7.自酿苦瓜酒
　8.常饮水果味鸡尾酒有益健康
　9.雅赏菊花，趣品菊花酒
三、饮酒杂谈
　1.酒后忌饮浓茶
　2.烟酒不宜同用
　3.酒、烟、茶混合的恶果有哪些
　4.酒精导致饥饿的原因
　5.哪些患者不宜饮酒
　6.适量饮酒有助防癌
　7.服用哪些药的前后不能饮酒
　8.滴酒不沾对身体不利
　9.科学的饮酒配菜有益健康
　10.饮酒御寒不可取
　11.饮酒解愁不可取
　12.酒后看电视有何利弊
　13.酒后不宜立即洗澡
　14.酒类饮用的最佳温度
　15.喝热酒对人体有益
　16.饮多少酒为适量
　17.酗酒与遗传的关系
　18.酒后为什么感到口渴
　19.酒后脸红和脸白的原因
　20.打鼾者应戒酒
　21.饮酒十八“忌”
　22.新酒和陈酒的区别
　23.新婚夫妇应忌酒
　24.孕妇与儿童不宜饮酒
　25.喝酒可致孕妇早产
　26.老年人饮酒宜忌
　27.低度酒不宜久存
　28.嗜酒者易患癌症
　29.酒量小的人天天饮酒易患癌
　30.肝病患者不宜饮酒
　31.只有适量饮酒才有益于人体健康
　32.会饮酒的人总爱贪杯
　33.醉酒的原因
　34.醉酒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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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解酒机制
　36.节假日如何饮酒不伤身
　37. 空腹饮酒有害身体
　38. 喝酒应有“三不喝”
　39. 酒和柿子同吃会中毒
　40. 吃大豆制品菜肴有解酒作用
　41. 饮酒要少吃凉粉
　42. 饮酒最佳间隔时间
　43. 各种酒混合饮用为什么易醉
　44.饮酒时别吃胡萝卜
　45.“酒水”混饮有损健康
　46.中年人不宜贪酒
　47. 65岁以上老年人不宜喝高度酒
　48.老年人喝酒应该坚持“五不”
　49.未成年人饮酒的危害
　50.孕期饮酒，宝宝多弱智
　51.女性饮酒患七种癌症的风险高
　52.感冒药和酒千万别同时服用
　53. 晚上最好不要饮酒
　54.经期慎饮酒
　55.喝酒御寒不可取
　56.喝酒易脸红者长期饮酒患癌症的风险高
　57.熏腊食品下酒容易致癌
　58.嗜烟酒者易患口腔癌
　59.长期饮酒、酗酒“伤心”
　60.酒后洗澡易诱发心脏病或脑中风
　61.长期饮酒需要警惕酒精性脂肪肝
　62.哮喘病人喝酒要慎之又慎
　63.长期饮酒易患糖尿病
四、醉酒对健康的危害
　1. 酒在人体内的化学变化及醉酒与乙醇浓度的关系
　2.过量饮酒对肝脏的危害
　3.过量饮酒导致高血压
　4.酗酒者易致中风
　5.酗酒可引起心脏病
　6.酗酒可损伤大脑
　7.酗酒易导致痴呆
　8.过量饮酒可引起失眠
　9.酗酒易导致癌症发生
　10.过量饮酒对性功能及胎儿的影响
　11.过量饮酒易损伤胃黏膜
　12.酗酒可引起胰腺炎
　13.酗酒可损伤肺功能
　14.过量饮酒易导致高脂血症
　15.过量饮酒容易诱发头痛
　16.过量饮酒会导致贫血
　17.酗酒会导致营养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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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酗酒者易骨折
　19.喝酒常醉者易患老年痴呆症
　20.喝酒与酒量
五、防醉解酒良方
　1. 螺蚌葱豉汤
　2. 石膏汤
　3. 老菱角汤
　4. 醒醉汤
　5. 绿豆甘草汤
　6. 橘味醒酒汤
　7. 香薷汤
　8. 化漏汤
　9. 挝脾汤
　10. 神仙醒酒丹
　11. 解酒仁丹
　12. 活命金丹
　13. 济生百杯丸
　14. 葛花丸
　15. 夺命抽刀散
　16. 避瘟散
　17. 樟叶葛花散
　18. 葛根散
　19. 葛花白药子散
　20. 白蔻丁香散
　21. 八仙锉散
　22. 芜菁根散
　23. 紫金锭
六、防醉解酒简易汤水
　1. 酸梅汤
　2. 西瓜翠衣汤
　3. 薄荷绿豆汤
　4. 葛花汤
　5. 菠萝汤
　6. 红枣绿豆汤
　7. 藕块银耳汤
　8. 草豆蔻汤
　9. 绿豆汤
　10. 桂圆红枣汤
　11. 冰糖银耳汤
　12. 白糖汤
　13. 似神汤
　14. 消水肿汤
　15. 绿豆花汤
　16. 火腿汤
七、防醉解酒简易果菜汁
　1. 扁豆汁
　2. 盐菠萝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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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鲜藕汁
　4. 西瓜番茄汁
　5. 三鲜汁
　6. 白萝卜汁
　7. 杨梅汁
　8. 草莓汁
　9. 樱桃汁
　10. 胡萝卜乳蛋汁
　11. 番茄乳汁
　12. 西瓜乳汁
　13. 葡萄乳汁
　14. 乌梅汁
　15. 红果汁
　16. 番茄汁
　17. 葡萄汁
　18. 柠檬汁
　19. 鲜橘汁
　20. 芹菜汁
　21. 鲜五汁
八、防醉解酒简易药茶
　1. 杏仁茶
　2. 槟榔茶
　3. 枇杷竹叶凉茶
　4. 金银花凉茶
　5. 葛花茶
　6. 菊花茶
　7. 甘草茶
　8. 陈皮茶
　9. 咖啡茶
　10. 桑菊枸杞茶
　11. 柿叶茶
　12. 姜醋茶
　13. 生姜乌梅茶
　14. 紫苏生姜茶
　15. 柑橘茶
九、其他解酒戒酒方法
　1. 间谍产品为何变成解酒良药
　2.戒酒综合征
　3. 食醋解酒
　4. 西医厌恶疗法戒酒
　5. 中西药联合治疗急性酒精中毒
十、饮酒文化
　1.侃侃而谈话酒吧
　2.酒吧的种种形式
　3.历史上十大酒局
　4.“酒”言真经蕴哲理
　5.喜酒名目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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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清明时节话酒俗
　7.刘备托孤与孔乙己买酒
十一、解酒戒酒知识
　1.运动前后不要喝酒
　2.喝酒前的准备
　3.醉酒人员护理
　4.自抠咽喉，催吐酒不可取
　5.喝酒前喝牛奶可防醉酒，喝酒后吃西瓜可以醒脑
　6.常用解酒食品
　7.多吃橘子可防酒精性脂肪肝
　8.戒酒过急反伤身体
　9. 酒后不宜立即睡觉
　10.服药期间喝酒与“双硫仑样反应”
　11.容易引起“双硫仑样反应”的药物
　12.解酒并不能护肝
　13.提倡戒酒，才是护肝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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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葡萄酒：一般是在餐桌上饮用的，故常称为佐餐酒。
在上葡萄酒时，如有多种葡萄酒，哪种酒先上，哪种酒后上，有几条规则：①先上白葡萄酒，后上红
葡萄酒；②先上新酒，后上陈酒；③先上淡酒，后上醇酒；④先上干酒，后上甜酒。
 最佳温度：不同的葡萄酒适宜的饮酒温度有所不同：①白葡萄酒和红葡萄酒8～12℃；②香槟酒、甜
型白葡萄酒6～8℃；③新鲜红葡萄酒12～14℃；④陈年红葡萄酒15～18℃。
 （3）白酒和啤酒：白酒一般是在常温下饮用，但是，稍稍加温后再饮，口味较为柔和，香气也浓郁
。
邪杂味消失。
其主要原因是，在较高的温度下，酒中的一些低沸点的成分，如乙醛、甲醇等较易挥发，这些成分通
常都含有较辛辣的口味。
啤酒是一种低酒度的饮料酒，较适宜的饮用温度在7～10℃，有的甚至在5℃左右。
如果喝黑啤酒，温度更低些，较为流行的做法是将酒置于冰箱内冻至表面有一层薄霜时才拿出来喝。
 （4）开胃酒、佐餐酒和饭后酒：①开胃酒，这是饭前饮的酒，能增加食欲。
适合于开胃酒的酒类品种很多，这些酒大多加过香料或是植物性原料，用于增加酒的风味。
现代的开胃酒大多是调配酒，用葡萄酒或烈性酒作酒基，加入植物性原料的浸泡物。
②佐餐酒，是在进餐时饮的酒，常用葡萄酒。
③饭后酒，在西方，有先吃饭后喝酒的习俗，饭后酒的种类主要是：白兰地和利口酒。
利口酒也是一种烈性酒，但其风味是由加入的香料决定的。
制作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风味料浸泡在烈性酒中，另一种方法是加入香料后进行蒸馏。
因都要加入糖浆作为甜味剂，故利口酒都是甜酒。
 16.品酒论优劣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所带礼品中少不了酒。
怎样才能买到价廉物美的酒呢？
下面介绍一些简单的鉴别优劣的方法。
 （1）白酒：一般无色透明，首先要看看酒色是否清澈透亮。
鉴别时，可将同一牌子的两瓶酒迅速同时倒置，气泡消失得较慢的那瓶酒质量较好。
因为气泡消失得慢，说明酒浓度高，或者存放时间长，喝时酒味会更加醇香。
再看是否有悬浮物或沉淀。
把酒瓶颠倒过来，朝着光亮处观察，如果瓶内有杂物、沉淀物，酒质量就不好。
最后看包装封口是否整洁完好。
现在不少酒厂都用铝皮制作的“防盗盖”封口，这样比较保险；酒瓶上的商标也要细看，因为一般真
酒的商标印制比较精美，颜色也十分鲜明，并有一定的光泽，而很冒的却非常粗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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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饮酒与解酒的学问(第2版)》适于广大群众、饮酒者和基层卫生人员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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