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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山紅是杜鵑花科半常綠灌木與
安杜鵑Rhododendron dauricum L.
的乾燥葉。又名映山紅、達子香、
金達來。這是一味新興的藥物。
1959年黑龍江省祖國醫學研究所在
用滿山紅酊劑治療克山病時發現滿山紅有止咳、祛痰、平喘的作用，
經過對其化學成分、藥理等研究，證明確實有止咳祛痰的作用。在臨
床應用中取得了較好的療效。因此被收入1977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
藥典》。分佈於東北及內蒙古等地。藥材主產於東北。
滿山紅樹皮淡灰色。多分枝，小枝細而彎曲，暗灰色，有鱗片和柔

毛。葉互生，多集生於枝頂，葉片近革質，卵狀長圓形或長圓形，全
綠，上面深綠色，散生白色腺鱗，下面淡綠色，密生腺鱗；冬季捲成
筒狀，搓揉後有香氣。五至六月開花，花先於葉開放，一至四朵生於
枝頂，粉紅色或紫紅色；萼片短小；花冠漏斗狀，花柱比花瓣長。七
至八月結果，蒴果長圓形，先端開裂。九至十月採摘葉子，曬乾。藥
材葉片多呈捲筒狀，有的皺縮破碎。氣芳香特異。
成分藥理：含黃酮類：金絲桃甘、杜鵑素、杜鵑乙素、萹蓄甘、杜鵑

黃素、槲皮素、棉花皮素，另含揮發油、薄荷醇、香豆素
類、木毒素、鞣質等。具有鎮咳、祛痰、平喘、降低組織
耗氧量、強心、抗炎等藥理作用。

藥性功用：味辛、苦、性寒。歸肺、脾經。功能止咳、祛痰。用治
急、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喘息。

用法用量：水煎內服，每劑15至30克；或浸酒服。目前有複方滿山紅
糖漿、滿山紅油滴丸、滿山紅油膠丸成藥供應。

簡易方：
1. 治慢性支氣管炎。滿山紅葉60克，搗為粗末。加入40度白酒500
克。浸7日，濾去渣。每服15至20毫升，每日3次。

2. 治慢性氣管炎、早期或緩解期肺心病。滿山紅葉20克，人參葉10
克，枸杞子10克。加入白酒500克，浸7日後過濾。每次服10至20
毫升，每日3次。連服10日為一療程。

3. 治療支氣管炎咳嗽，氣喘。滿山紅葉30克，罌粟殼15克，百部、
桔梗、遠志各10克。每日1劑，水煎兩次，合併煎液，分2次服。

4. 治療氣管炎咳嗽不止。滿山紅葉100克，黃芩、穿山龍各60克，桔
梗30克。加水1000毫升煎煮15分鐘，濾出汁，渣再加水1000毫升

煎 10 分鐘，濾取汁與上汁合
併，加熱濃縮至200毫升，加入
適量蔗糖。每服20毫升，每日3
次。

使用注意：肝病患者禁服。本品所
含的梫木毒素為有毒成
分，長期或過量服用會
損害肝臟功能。

現代人生活步調快、壓力大，作息常不規
律，免疫力易下降會帶來疾病，其中之一是
顏面神經急性發炎引起的「顏面神經麻
痺」；此病最主要是表情肌肉的動作不協
調，患者通常一覺醒來時，發現自己臉部單側感覺麻木、動作僵硬及表
情怪異。研究顯示，顏面神經麻痺好發於青壯年，男女比例相當，左右
臉部罹病比例也相近；但外傷、腫瘤、中風及病毒感染，也會造成顏面
神經損傷。這種病症需把握發病後1至2周的治療黃金期，及早治療才
能獲得較佳療效，多數患者治療後，症狀約在2周後逐漸緩解。若超過
3個月仍未恢復，完全復原機率變小，可能殘留後遺症。

根據醫院管理局2011年資料，香
港約有30萬婦女及10萬男士患有
骨質疏鬆。骨質疏鬆患者由於骨骼
多孔，骨質密度低，容易引致骨
折。而骨質疏鬆性骨折不但可引發
高死亡率的併發症，亦可能會大大
影響患者日後自理能力。骨質疏鬆
性骨折患者當中有過半需要植入骨
內固定物，常見骨折包括髖部骨
折、遠端橈骨骨折、肱骨近端骨折
等。以髖骨骨折為例，醫院管理局
2013年的記錄顯示65歲或以上長
者每年就有約5千5百宗，佔全港骨科床位總用量的17%。
現時手術一般採用不銹鋼、鈦及鈦合金製成的骨釘骨板，以固定骨

折處，但這些金屬硬度遠高於骨質疏鬆的骨骼，部分患者需要在骨折
癒合後進行第二次手術，將固定物移除。移除後骨釘處的骨留下空

洞，容易發生再骨折。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最近研發出一種
結合可生物分解鎂金屬與傳統材料製成的骨內固定物，可應
用於骨質疏鬆性骨折固定手術。臨床前研究顯示使用新
物料設計的固定組件，不但可將骨折癒合時間縮短三
成，亦能將癒合的骨骼強度提高三成，有助避免或減少

再度骨折。有關研究成果於今年第43屆「日內
瓦國際發明展」上獲頒發銀獎；並獲香港研究
資助局協作研究金支持，可望日後通過臨床驗
證後用於骨質疏鬆性骨折病人。
領導該研究的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學

系實驗室主任秦嶺指出：「鎂金屬分解後形成
的鎂離子能刺激骨膜神經末端分泌神經遞質釋
放，促進骨膜內的幹細胞進行成骨分化，形成

更多新骨，補充鎂釘分解後的空隙，從而提高治療效果和加強骨癒合
後的強度。此外，鎂金屬價格低廉，預計相比現有醫用金屬成本低
50%，若日後能臨床應用，長遠或可減低醫療成本。」

肥胖是指人體脂肪儲存使體重超過標準體
重的10%以上。根據病因肥胖有單純性肥胖
和繼發性肥胖之分。單純性肥胖多發生於嬰
幼兒期、青春發育期和40歲以後，其中女性
則多發於妊娠哺乳期和絕經期後。不同年齡
的肥胖所伴隨的病種和程度也有所不同。
1.既怕冷又怕熱： 我們常誤會肥胖者怕熱
不怕冷，以為皮下脂肪較厚可以比瘦人更耐
寒，其實卻相反。瘦人不管產熱多少，都有
一個很高的產熱效率。而肥胖者的產熱效率
則偏低。因其機體將食物轉為熱能的效率
低，所以在寒冷時會因為產熱不足而感到
冷。同樣地他們皮下的脂肪較厚，在炎熱的
天氣散熱便出現困難，肥胖令人既怕冷又怕
熱。
2.呼吸障礙：中度肥胖患者在活動時常出
現氣短（喘）是因為胸壁和腹腔脂肪沉積太
多，限制胸部呼吸肌運動。腹壓高使膈肌上
舉，全胸順勢降底，加上脂肪在肺內沉積，
導致換氣體量減少。重度肥胖者更因頸部脂
肪沉積，舌體肥大，舌根後移，引致有不同
程度的呼吸道阻塞。加上換氣體量少，二氧
化碳儲留和低血氧症而使得呼吸困難。嚴重
時甚至會出現總循環血量，左心負荷過重，
浮腫及心肺功能不全的狀況。
3.水液代謝障礙： 肥胖者的體重超重約

20%以上，容易出現下肢浮腫，與血管
瀘過壓升高和靜脈回流受阻有關。由於
皮下脂肪組織增多，所以淺靜脈容易擴
張，加之肥胖易使人不願運動，更加減
少肌肉運動對靜脈血回流的作用，使下
肢靜脈壓升高，組織間液積聚，出現浮
腫。而女患者的代謝障礙則可能與雌激
素促使血管內液體向組織間隙轉移有
關。
4.關節受損：大量脂肪組織積聚會形成機

體額外負擔，行動不靈敏，更容易使負重關
節酸痛和導致出現退行性變化。
由於兒童期的肥胖預防可降低日後患上冠

心病、心肌梗塞、腦血管病變、高血壓、膽
石症和糖尿病等疾病的機率。所以父母應該
注意合理管理孩子的熱量攝入。如孩子因嘴
饞哭鬧，可加餵清水或新鮮水果汁，不要養
成吃零食的習慣。同時要保證8小時充足睡
眠，更要用心陪伴及鼓勵孩子參與戶外運
動。
而青春期間人體新陳代謝旺盛，內分泌激

素增多，需要的營養也相對增加。尤其是女
孩子，進入青春期後會因為體內分泌激素的
影響變得文靜，減少運動。如果還迷戀零
食，就會造成熱量過多，營養過剩。這時更
需要控制飲食。

治療方面，不少人曾嘗試一星期內，選擇
一日24小時內只用蘋果充飢的極端方法。也
有只飲用維生素、水和少量蛋白的全飢餓法
在民間口耳相傳。但筆者提醒大家，全飢餓
法必須在醫護人員監護下方可進行。因為易
導致酮症酸中毒、乳酸性酸中毒、脫水、缺
鉀的電解質紊亂、氮負失衡，會嚴重危害身
體健康。同時，以上方法也較難被堅持，所
以不建議減肥人士採用。
單純性肥胖其實預防比治療更有效。限制

高脂肪、高糖類和高卡路里飲食；通過指
導、訓練、策劃等改變飲食模式；增加咀
嚼；記錄生活日記從而修正進食行為；餐後
三小時再睡覺；餐後散步半小時等方法才是
更為行之有效且易於堅持的減重方法。
文：鍾愛瑩（香港中醫學會副理事長、南

方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臨床醫學博士）

中大研發新物料
有助骨質疏鬆性骨折固定及癒合

滿山紅

健康小百科

顏面神經麻痺
需盡早治療

單純性肥胖的跟隨症狀
醫學解碼

二、溫中化濕茶
材料：藿香、佩蘭各9克，生薑12克，陳皮、砂仁各6克。
方法：藿香、佩蘭，生薑，陳皮，加水1000毫升，煮半小時後，加入砂仁，再煮

5分鐘。當茶飲。
功效：溫中行氣化濕。
適應症：胃口不好、口淡腹脹、食慾不振、大便稀爛、身體怕冷之脾胃虛寒證。
方解：藿香、佩蘭有「夏日良藥」之稱，有芳香化濕、解暑發表、和中止嘔、振

奮脾胃之氣的功效；砂仁是
芳香化濕、醒脾開胃的要
藥，入脾胃經，辛溫行散、
芳香化濕，與陳皮配合治療
胸脘脹滿、腹脹食少等病
症。生薑性熱，味辛，歸
脾、胃、心、肺經，有溫
中、散寒、溫肺化飲之功
效。

欲解暑欲解暑
應先辨明體質
應先辨明體質

八月，正值酷暑季節，氣溫高，濕度大。人

們很容易出現各種不適症狀，如精神萎靡、疲

倦乏力、食慾不振、口乾舌燥、腹痛腹瀉甚至

是中暑，其中胃口差更是最為普遍的現象之

一。為能解暑，港人通常會採取吹冷氣，游

泳，飲用涼茶、湯水或冰凍飲料、食雪糕等消

暑手段，但這些方法是否適合每個人？選擇解

暑方式需要針對個人體質嗎？

文：繆江霞（香港中醫學會）

中醫認為，暑為陽邪，其性炎熱，所以會出現發熱症
狀。暑易耗氣傷陰，導致疲倦乏力、口乾、煩躁、多

汗。暑性上升發散，經常上犯頭部，因而引起頭昏目眩等
症狀。暑必夾濕，暑與濕同時席捲而來，則低熱、心煩口
渴、身體困重、胸悶、噁心嘔吐、腹瀉、食慾不振等現象
便會伴隨而生。中醫強調養生要注重體質。所謂體質分
寒、熱、虛、實四大類別。通常人們會問中醫：「我是寒
底還是熱底？」卻往往忽略了虛與實。體質不同，養生的
方法必然不同。

不論是飲涼茶還是吹冷
氣，上文中所提及的解暑方
法均僅適用於熱性體質者。
涼茶，顧名思義，其性寒
涼，只適合熱性體質和壯實
體質的人服用。體質虛寒者
平時手腳冰凍，即便在夏天
也很怕冷，如果他們為了解
暑，也飲用「廿四味」涼
茶，就會適得其反，等於是
雪上加霜。根據《內經》的
養生思想，「春夏養陽，秋
冬養陰」。
在夏天保護陽氣十分重要，切不可為了解暑恣飲涼茶而
傷了陽氣。許多港人對涼性食物避之猶不及，卻對涼茶趨
之若鶩。一位患者曾告訴筆者，自己飲「菜乾湯」後會頭
暈，但是卻常飲「廿四味」。這是一個很大的誤區，食物
的「涼」與藥物的「寒」在程度上有很大的差別。打個不
精確的比方，如果「菜乾湯」的寒涼程度為一度，那麼
「廿四味」的寒涼程度可達近十度。所以，不能飲用「菜
乾湯」的人，顯然就更加不適合飲「廿四味」了。

體質虛寒 忌飲涼茶

解暑必須因應體質採取適當的
方法，避重就輕。較之飲涼茶，
食物療法是較為溫和的解暑方
法，可適用於大部分市民。夏季
的飲食原則包括：第一，多選擇
清淡水分多的食物，少吃肥甘膩
補之物，為腸胃減負。第二，保
持食物新鮮清潔，防止腸道感
染。第三，適當添加天然調味品
以增加食慾，如醋、蒜、酸菜
等。第四，合理搭配食材，細糧
雜糧要均衡，瓜果蔬菜多樣化，
魚肉蛋豆輪流吃，有助於增強脾
胃功能。第四，飲食有節，沒有
食慾時，少食多餐，切勿強制進
食。

食療解暑

一、解暑粥
材料：粳米250克、白扁豆50克、薏苡仁50克、新鮮雞蛋花10朵。
方法：將白扁豆和苡仁浸2小時，加入米和雞蛋花，加水適量，慢火共煮

1小時，成粥。可當三餐主食。
功效：消暑化濕，健脾和中。
適應症：夏季暑濕所致的食慾不振、

甚至嘔吐腹瀉。
方解：粥，是很平常的食物，容易消

化，非常適合夏季食用。扁豆
健脾化濕、和中消暑；薏苡仁
健脾除痺、利水滲濕；雞蛋花
清熱利濕、解毒潤燥。

另外，綠豆、百合、荷葉等消暑佳品
也可用來煮粥。

■滿山紅葉。

■■滿山紅滿山紅。。

■■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中大醫學院矯形外科及創傷
學系實驗室主任秦嶺表示新材學系實驗室主任秦嶺表示新材
料可促進成骨分化料可促進成骨分化。。

■解暑粥。

■清熱降溫等解暑方法僅適用於熱性體質者和壯實體質者。

■■體質虛寒者不適宜飲涼茶解暑體質虛寒者不適宜飲涼茶解暑。。

■溫中化濕茶。

■■如果如果「「菜乾湯菜乾湯」」的寒涼的寒涼
程度為一度程度為一度，，那麼那麼「「廿四廿四
味味」」的寒涼程度可達近十的寒涼程度可達近十
度度。。

■■佩蘭又名雞骨香佩蘭又名雞骨香，，具有解熱清暑具有解熱清暑、、
化濕健胃化濕健胃、、止嘔的作用止嘔的作用。。

■夏季烹飪時，適當
添加天然調味品如蒜
可以增加食慾。

■■單純性肥胖其實預防比治療更有效單純性肥胖其實預防比治療更有效。。

■顏面神經麻痺的黃金治
療期為發病後1至2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