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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這個時候，診所內都擠滿了各種過敏
症的病人。前來求醫的病人大多被鼻敏感、
哮喘和皮膚敏感症如濕疹等疾病困擾。很多
小孩令我印象很深刻，他們自小就有鼻敏感
和哮喘，因此長期服藥，且需早晚噴含類固
醇藥及哮喘藥以控制鼻敏感和哮喘發作。但
往往多年來只能勉強維持病情，家長們束手
無策以為別無他法，希望可以如醫生所說
「到青春期可能有所改善」。可事實上，青
春期是否能保證有所改善？答案無人知曉。
曾有報道說這些噴劑有機會引致鼻黏膜變
薄，而類固醇的副作用人所共知，而中醫藥
治療正好可以填補以上空白地帶。
首先我們要談談哮喘和鼻敏感這類「自身
免疫系統病」的成因以了解鼻水和痰是如何
產生的。當身體受到外邪入侵（即致病原如
病毒、細菌等），身體的免疫系統當然會作
出防衛反應——產生一些病理產物如鼻水和
痰涎等。鼻水與痰涎中含有已死去及仍存活
的病毒細菌，或是與致病原戰鬥的如白細
胞、巨噬細胞等。感冒產生的病理產物主要
集中在呼吸道，因此要排出體外（排邪），
否則就會影響呼吸。於是身體就會打噴嚏和
咳嗽。當病理產物全部都排掉，咳嗽、打噴
嚏就會停止，病就好了。
很多人不明白以上道理。認為咳嗽和打噴
嚏是不好的。於是，服止咳水和收鼻水藥，
把咳嗽和鼻水都暫時止住，因此鼻水和痰
（包括仍存活的致病原）仍留在呼吸道。當
藥力一過，身體又會恢復排邪工作，繼續清
理呼吸道。病人若繼續服藥把咳嗽和鼻水止
住，免疫系統便被西藥長期壓抑，身體不再
去清理，於是大量鼻水和痰積聚於呼吸道
中。一旦出入冷氣或天氣轉冷，呼吸道遇冷
就收縮，不讓太多的冷空氣進入肺部。可是

變窄了的呼吸道，再加上本身大量鼻水和痰
積聚，就造成呼吸困難，就是哮喘了，所以
「扯哮」時總會聽到痰聲。
同樣的道理，若上呼吸道的免疫功能長期

受抑制，免疫細胞抗病能力就會減弱。如有
少量異物或刺激 （如冷空氣、花粉、塵
埃、動物毛髮、空氣內本身就存在的少量細
菌和病毒）進入鼻腔，免疫細胞因本身力弱
所以只能激活大量「戰友」，引起過度的反
應來回應，鼻敏感就發生了。故清晨醒來，
免疫系統（陽氣）一開始活躍起來時症狀最
明顯。服用類固醇或抗組織胺之類的抗敏感
藥物，只能暫時令呼吸道放鬆，積聚的痰仍
在，更會導致身體遇到冷空氣時更不懂得反
應。結果病者只能服用更強的抗敏藥，甚至
要加藥或長期用藥。因此哮喘病及鼻敏感
者，多同時患有皮膚敏感、濕疹等「自身免
疫系統病」。
不論是反覆感冒或鼻敏感、哮喘發作等，

往往是身體本身正氣（陽氣）不足，加上寒
邪作祟而致，包括外寒（外來致病原、過敏
原）和內寒（身體本身的陽氣不足，免疫力
低下），因此病症以冬天發作較頻密也較為
嚴重，憑藉仲夏溫熱之氣，人體正氣較旺之
時「扶陽祛寒」就是天灸治療的一個重要原
則。天灸是古代灸法之，《內經》有云︰
「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三伏天正是肺經
氣血運行最旺盛的時刻，此時採用辛溫發散
藥製造之藥貼敷貼穴位，有扶助正氣（陽
氣）、祛除體內伏寒、宣通經絡的功效，達
到「緩治其本」、「冬病夏治」的目的。除
了天灸，醫師會根據病者的狀態處方中藥，
以加強療效。一般患者經治療後鼻敏感及哮
喘的發作次數會減少，感冒也能較快痊癒。
詳情請向你的家庭中醫師查詢！

新華社電：美國《新英格蘭醫學雜誌》日前刊登的最新研究說明，吃鹽過
多會引發心血管疾病等，全球每年約165萬人因此死亡。這項研究分析了全球
60多個國家的食鹽攝入量調查數據，這些國家的人口佔全球總人口的四分之
三。結果發現，2010年，全球人均每日鈉元素攝入水準為3.95克，而世界衛
生組織推薦的最大攝入量為2克。但各個地區情況大不相同，比如撒哈拉以南
非洲地區只有2.18克，而中亞則高達5.51克。
鹽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鈉，是人體必不可少的物質，但過量攝入會導致高血

壓，進而可能引發心臟疾病和中風等心血管疾病。全球將近10%的心臟疾
病、中風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病例的死因可歸咎於食鹽攝入量過多，即每年約
165萬人因吃鹽過多死亡。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死亡病例中，有80%來自
中低收入國家。研究負責人、美國塔夫茨大學弗里德曼營養科學與政策系主
任大流士．莫扎法里安表示，調查表明全球各國都需要採取有效的措施，幫
助民眾減少食鹽的過多攝入。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副教授楊智鈞博士成功採用納米技
術，研製了一種能在肺部保存藥物活性成分長達72小時的新型
肺部疾病用藥氣霧劑，並已獲得國家知識產權局批予專利權。該
氣霧劑能有效延長藥效，減少病人服用藥物的劑量，以及降低藥
物產生副作用的風險，對病人相對較為安全。
呼吸系統和消化系統是維持生命的重要部分，但同時容易受外
邪入侵而發病，其中哮喘、肺氣腫、呼吸道敏感等都是典型的呼
吸系統慢性疾病，患者會因為氣管連續收縮而引致咳嗽、氣喘等
症狀，嚴重者甚至會有生命危險，醫生一般會為病人處方口服、
注射或噴霧劑三類的支氣管擴張藥物來控制病情。
口服或注射的藥物會通過血液流經心臟、大腦等身體各部分，

一方面可能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副作用，對病人造成不良影響；另
一方面，藥物活性成分也會迅速流失而未能全部針對性地傳遞至
最需要藥物的指定部位，影響藥效，患者或需服用或注射較大劑
量的藥物，才能有效控制病情。較多病人會選用能將藥物直接經
呼吸道直達肺部的噴霧式藥物，這類藥物能快速發揮藥效，但劑
量不能過大，以免對呼吸組織黏膜造成損傷，一般劑量的藥效只
能維持約四小時，病人須經常定時用藥。
針對現有呼吸系統疾病，如哮喘用藥的局限，楊智鈞博士於
2007年開展了一項研究，希望能研發一種能將藥物活性成分直接
輸送到肺部並保留持久藥效的物質。他採用了體質極微少且不易

破損的天然分子
「脂質」進行研
究和動物實驗，
發現以「脂質」
包裹的藥物在肺
膜內傳遞的速度
較慢，藥物的活
性成分48小時後
仍存留在實驗動
物的肺部，這證明能防止藥效於肺部或通過血液迅速流失。有關
的研究結果已在2012年刊載於國際納米醫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nomedicine》。
楊博士其後進一步採用納米技術，研發適用於控制釋放藥物活

性成分的新型脂質體氣霧劑。患者吸入噴霧藥物後，藥物活性成
分會經由呼吸系統傳送至肺部，在72小時內發揮藥效。他表
示，新型製劑會將藥物對患者全身所起的作用改變為局部作用，
能延長用藥的治療周期，增加藥物的有效作用時間和穩定性，並
有助減少患者服用藥物的劑量和藥物對患者全身的副作用，全面
降低藥物的毒性。楊博士指出，「脂質」是天然分子，提取成本
不會過高，相信新型氣霧劑可廣泛應用在經由呼吸道發揮作用的
藥物治療上。

醫者手記

中醫治療哮喘及鼻敏感
文：黃子明（註冊中醫師）

食鹽過多易引發心血管疾病

浸大中藥學者研發新型納米氣霧劑浸大中藥學者研發新型納米氣霧劑

因地制宜 斂氣養生
此外，秋天在夏天之後，往往在剛入秋之時夏天的濕氣尚未盡退，就像今年的立秋時節，還是陰雨連綿，

燥氣尚未旺盛的。事實上，無論是初秋還是深秋，在香港因感受燥氣而生病的情況不多，現在不少人只知道
入秋後便宜滋潤，忽略了中醫因時（天時）、因地（地域）、因人（身體差異）制宜的原則，甚至濫用滋膩
的藥材作食療，這不單不可以達到保健養生效果，甚至或會因過食滋膩，而導致其他身體不適，弄巧反拙。
雖然如此，在香港四季之中，秋天還是相對乾燥的，若人們不留意，或會受燥邪所傷而出現口乾、鼻乾、

咽燥、皮膚乾燥和乾咳無痰等表現。所以大家可視乎天氣情況，在秋天燥氣較盛時選擇例如雪梨、蜜糖、百
合、雪耳等有清潤效果而不過於滋補的食材。以下介紹一款食療，供大家參考。

秋季養生漫談秋季養生漫談秋季養生漫談
秋天在五行屬金秋天在五行屬金，，經過春生經過春生、、夏長夏長，，來到立秋之時來到立秋之時，，陽氣開始進入陽氣開始進入「「收收」」的階段的階段，，於是天地萬物也於是天地萬物也

因應陽氣的因應陽氣的「「收收」」而有所變化而有所變化，，慢慢歸向成熟慢慢歸向成熟，，葉子也會變得枯黃葉子也會變得枯黃，，禾稻再過一會便可以收割了禾稻再過一會便可以收割了，，萬萬

物沒了春夏時的生氣物沒了春夏時的生氣。。生活在天地之間的我們生活在天地之間的我們，，這時也要開始收斂心神這時也要開始收斂心神，，避免劇烈活動避免劇烈活動，，讓自己漸漸讓自己漸漸

平靜下來平靜下來，，以順應天地之氣以順應天地之氣。。 ■■文文：：吳梓新吳梓新（（中醫學會中醫學會））

秋季飲食 清潤為主秋季飲食 清潤為主
另一方面，秋天以燥氣當令，秋風一起，潮
濕的天氣漸漸變得乾燥，所以一般認為秋天應
多加食用清潤之品。很多人在煲湯時更會加入
一些滋陰生津的藥物如麥冬、天冬、地黃等。
但應當注意的是，並不是入秋之後就必須滋
潤，還須視乎當時的氣候、地域和個人的體質
情況。
香港位處嶺南地區，南方屬火，氣候偏熱，
且因鄰近海洋，使本港長年氣候也偏於潮濕，
所以在香港的冬天不比北方寒冷，秋天的燥氣
也不像北方般明顯。筆者以往曾於中國北方習
醫，每至深秋，則常會口乾唇裂，甚至鼻燥流
血，每日早上一覺醒來，即覺喉中乾涸難耐，
就算運動出汗，只要秋風一吹，汗水也會很快
消失，身體一天到晚也是乾爽的，與我們在香
港所能感受到的秋天相距甚遠。

目前炎熱氣溫尚未下降目前炎熱氣溫尚未下降，，大家還被濕熱的天氣困擾大家還被濕熱的天氣困擾，，頭昏腦脹頭昏腦脹。。但其實秋天已悄然到臨但其實秋天已悄然到臨。。倘若不是查看日曆倘若不是查看日曆，，或或
許難以知曉秋天已經到了許難以知曉秋天已經到了。。秋天給人的印象是清涼而乾燥秋天給人的印象是清涼而乾燥，，為何在立秋之時天氣還是那麼炎熱呢為何在立秋之時天氣還是那麼炎熱呢？？
因為天氣物候變化因為天氣物候變化，，都由陰陽二氣的運作引致都由陰陽二氣的運作引致，，而陰陽的變化是有一個漸進過程的而陰陽的變化是有一個漸進過程的。。就像一煲沸騰的開水就像一煲沸騰的開水，，當我當我

們開始們開始「「收火收火」，」，水溫會慢慢下降而不會一瞬間掉下來水溫會慢慢下降而不會一瞬間掉下來。。所以立秋之時所以立秋之時，，雖已漸漸感受到秋天的氣象雖已漸漸感受到秋天的氣象，，但氣溫仍會但氣溫仍會
較炎熱較炎熱，，暑氣並沒有立刻消退暑氣並沒有立刻消退。。直至秋天第二個節氣直至秋天第二個節氣「「處暑處暑」（「」（「處處」」有中止之意有中止之意，「，「處暑處暑」」指指「「暑氣至此而暑氣至此而
止止」），」），暑氣消退會更明顯暑氣消退會更明顯。。而俗語而俗語「「爭秋奪暑爭秋奪暑」」正是描述立秋已過但暑氣仍盛的時間正是描述立秋已過但暑氣仍盛的時間。。這也是古時刑法一般會選這也是古時刑法一般會選
於秋後才處決犯人的原因於秋後才處決犯人的原因，，以免有違天地春夏天生長之道以免有違天地春夏天生長之道，，有礙國運有礙國運。。

雪梨玉竹瘦肉湯雪梨玉竹瘦肉湯
（（四人分量四人分量））︰︰
材料︰雪梨2個，玉竹一両，豬瘦肉一斤，蜜棗兩粒，

鹽適量。
製作︰首先，將所有材料洗淨，雪梨去芯，切塊備用。

然後，將豬瘦肉汆水去沫，撈起備用。最後，在鍋中加入
約1500毫升（約8碗）清水，煮沸後加入所有材料，慢火
烹調約煮至800毫升（約4碗），加鹽調味即可。
功效︰玉竹性味甘平，無寒熱之偏，李時珍謂其「柔潤

可食」，即其藥性平和而能養潤，故較宜作為一般養生食
材之用。雪梨味甘酸性微寒，有潤肺之效，且味酸能收
澀，有助陰液固斂於人體，加強生津的效果。加入性味甘
溫的蜜棗，使養陰生津的力量更佳，且能健脾助運化。此
食療方性質平和，有養陰生津潤燥的功效，適合一般人於
秋天燥氣較盛時食用。當然，若有疑問，應先諮詢中醫師

的意見。
希望大家都

能順着秋天
「收斂」之氣
養生，在此祝
各位讀者中秋
節快樂，人月
兩團圓！

■■楊智鈞博士在新聞發布會現場講解肺部疾楊智鈞博士在新聞發布會現場講解肺部疾
病用藥納米氣霧劑的優勢病用藥納米氣霧劑的優勢。。

■世界衛生組織推薦的人均每日食鹽最大攝入量
為2克。

■■風高物燥吃上一個甜甜的雪梨風高物燥吃上一個甜甜的雪梨，，既除煩解渴既除煩解渴，，又清肺潤燥又清肺潤燥。。

■■秋天最突出秋天最突出
的氣候特點之的氣候特點之
一就是乾燥一就是乾燥，，
而 蜂 蜜 能 潤而 蜂 蜜 能 潤
燥燥，，所以非常所以非常
適 合 秋 天 服適 合 秋 天 服
用用。。

■麥冬滋陰健脾，可謂潤肺之寶。

■■秋季燥邪為患秋季燥邪為患，，肺陰不足肺陰不足，，而百合而百合
甘寒質潤甘寒質潤，，有潤肺之功有潤肺之功，，對秋燥有明對秋燥有明
顯治療效果顯治療效果。。 ■■秋天喉嚨易感乾燥難受秋天喉嚨易感乾燥難受，，可用雪耳煲糖水潤喉可用雪耳煲糖水潤喉。。

■四季與五行之
間的關係。

■■雪梨玉竹瘦肉湯雪梨玉竹瘦肉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