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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醫學會將於9月13日舉行大型科普講座「腫瘤的中醫預防
與保健」。學會特邀請中國中醫治療腫瘤權威專家、中國中西醫結
合學會腫瘤專業委員主任林洪生教授做關於「減少腫瘤發生的中醫
藥預防」的演講。屆時林教授將從中醫對癌症的認識、預防的對
策、防癌建議幾方面切入，為聽者分析癌症的好發年齡及原因並給
出中醫藥對癌症的預防和治療的十四條建議。
而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黃雅各榮譽教授則會從腫瘤患者的飲食原

則、飲食誤區和保健品的選擇出發，為大家闡述飲食營養忌口和癌
症的密切關係。最後，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陳建萍副教授將以「腫
瘤的高危因素」為題，總結腫瘤發生的內因和外因，為聽眾解答人
體自身抵抗力、情緒 、體質類型與腫瘤是否發生關鍵性聯繫的疑
惑。
地點：香港會議展覽中心演講廳1
時間：2015年9月13日（周日）下午2至5時
費用：全免（憑門券入場）
香港中醫學會特為本報讀者提供20張入場券，名額20位，有興趣
的讀者請將來信郵寄至香港仔田灣海旁道7號興偉中心3樓副刊養生
版收，封面請註明「腫瘤的中醫預防與保健」，截止日期：9月11
日，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配方：熟地黃，黨參，白朮，茯苓，白芍，川穹，炙甘草。
製法：先將所有配料洗淨。雞肉、鴿肉或瘦豬肉食材洗淨

後，汆水備用。將所有配料及肉放入湯鍋內，注入6
碗清水，煲約1小時。最後，加適量食鹽調味，即可
飲用。

功效：補氣益血、扶正固本。
適應症：氣血兩虛，症見肢體倦怠乏力、面色蒼白無華或萎黃、睡眠不佳、頭暈眼花、氣短懶

言、心悸怔忪，食慾減退、舌質淡、苔薄白、脈細虛。特別適宜氣血兩虧，身體虛
弱及病後康復期人士飲用。

方解：黨參補中益氣。熟地補血養陰、填精益髓。當歸補血活血、潤腸通便。參、術、苓、草
補脾益氣。歸、芍、地滋養心肝，加入川穹入血分而理氣，則歸、地補而不滯。可加
薑、棗助參、術氣分以調和脾胃。

按語：本方又名「八珍湯」，是中醫氣血雙補的經典方。由補氣的代表方「四君子湯」和補血
的代表方「四物湯」組合而成。此款湯色較深，口感也較濃重，藥味明顯，但一般來說
可以接受。

小貼士：
1. 建議配雞半隻，或鴿一隻。
2. 或瘦豬肉約250克。
3. 補虛藥原為補虛而設，凡身體健康、並無虛弱表現者不宜用，以免導致陰陽平衡失調，「誤
補益疾」。

4. 實邪方盛，正氣未虛，如感冒發熱者，應以祛邪為要亦不宜用，以免「閉門留寇」。
——摘自党毅、陳虎彪編著《湯療：湯的健康小百科》

處於45歲至52歲之間的女性，需面對更年期
這一人生重要的轉捩點，其間不適的症狀包括潮
熱、盜汗、易疲倦、肌肉關節疼痛、失眠、憂
鬱、焦慮、煩躁、心悸、頭暈、頭痛、陰道乾
澀、性交疼痛、頻尿、尿失禁及骨質流失等。其
中，失眠是更年期最常見的症狀之一。42.1%更
年期婦女被睡眠問題困擾，停經後期（56%）顯
著高於停經前期（38.7%）。失眠婦女除服用醫
師處方外，最重要的是養成良好的睡眠衛生習

慣，定時入睡及起
床，睡前少看電
視、少用電腦。但
千萬不要強迫自己
入睡，避免在床上
思慮規劃事情，以
維持舒適的睡眠環
境，才有希望達成
逐漸減少用藥，甚
至停藥的目標。

你的早餐都是走路中匆忙解
決的嗎？英國莎麗大學一份最
新研究指出，邊走邊吃早餐，
容易導致體重上升，值得注
意。莎麗大學研究人員對60名
女性進行調查，將她們分組在
走廊上行進、看電視喜劇節
目，以及與朋友聊天時，食用
早餐穀物棒。實驗結束後參與
者被要求填寫問卷，同時對包
括巧克力，胡蘿蔔棒，葡萄及
洋芋片等4種零食進行味覺測
試，研究人員再觀察他們吃了
多少零食。研究結果顯示，那
些邊走邊吃早餐穀物棒的參與
者在味覺測試中吃了最多零食，巧克力的食用量是其它對照組的5倍
之多。
帶領這項研究的學者奧格登指出，邊走邊吃早餐的參與者之後吃

更多零食，可能是因為走路造成分心，影響身體專注消化食物，消
除飢餓感，另一種可能是，走路被視為是運動，為了「回饋」身體
的辛勞，之後再多吃食物補充體力。奧格登表示，進食時宜專注，
除了走路，在書桌或辦公桌上用餐都容易造成體重增加。

濕疹是一類特殊的過
敏性、炎症性皮膚病的
統稱，在香港尤為常
見。由於香港地區氣候
潮濕結合西式的飲食文
化特色，導致其發病率
格外高。濕疹大致可分
為「急性濕疹」、「亞
急性濕疹」和「慢性濕
疹」三個類型，中醫一
般會以中藥內服並輔以
外敷治療該病。而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最近完成了一項有關中
醫治療濕疹的臨床觀察，結果顯示中醫治療濕疹的總有效率達
81.3%。
為了探索香港地區濕疹的證候特點和中醫療效，浸大中醫藥學院

首席講師兼臨床部副主任黃霏莉對於學院轄下三間中醫藥診所，所
求診的539名濕疹患者進行了臨床觀察，當中包括316名女性、223
名男性，年齡介乎1至83歲，其中「急性濕疹」、「亞急性濕疹」
和「慢性濕疹」患者分別佔18人、90人和431人。綜合觀察和分析
結果所得，濕疹患者的證候類型大致可歸納為十種：脾虛、血瘀、
肝鬱、風熱、血熱、陰血虛、腎虛、心肺虛、濕熱和風濕。
在臨床觀察期間，黃霏莉醫師根據中醫學辨證治療的原則，針對

患者的不同證候類型調配合適的中藥處方，部分患者同時配以中藥
外敷或針灸治療，結果發現中醫治療濕疹的總有效率達81.3%，其
中「急性濕疹」患者的總有效率更高達100%、「亞急性濕疹」的總
有效率為94.4%、「慢性濕疹」則為78.2%。另一方面，患者接受治
療的次數愈多，療效愈見顯著，接受七次或以上治療病例的總有效
率為 95%，而患者年齡與療效則沒有明顯關係。研究亦發現
88.9%、32.7%、34.1%和48.8%的濕疹患者分別出現脾虛、肝鬱、
血瘀和外邪侵襲的情況。
整體臨床觀察顯示，中醫治療濕疹的案例中80%為「慢性濕疹」
患者，他們均有不同程度的身體內部臟腑陰陽失調問題，尤其是脾
虛的問題較普遍，反映了濕疹的發病與脾的關係密切。由於皮膚的
濕疹是身體內部失調所造成，因此患者需要經過較長時間調理才能
取得滿意療效，而在接受中醫治療後皮膚好轉的同時，身體狀況亦
會得到改善。
黃霏莉表示，由於濕疹患者大多脾虛或其他臟腑出現問題，導致

皮膚抵抗力降低，容易遭受外邪入侵而發病或令病情加重，因此中
醫一般會在調理臟腑時選用祛風藥、祛濕藥和清熱解毒藥等藥劑，
對感染性濕疹具有良好療效；另亦會採用活血化瘀藥，以便舒緩濕
疹患者因血瘀而引致的皮膚瘙癢。黃霏莉指出，中醫認為肝鬱可以
影響脾胃功能，還可導致血瘀，對濕疹的發病有重要影響，因此濕
疹患者應注意調節個人情緒，盡量避免產生負面情緒和精神刺激，
以免令病情惡化。

聽講座

提升腫瘤的預防保健意識
八珍氣血湯

浸大臨床觀察顯示
中醫治療濕疹總有效率逾八成

邊走邊吃早餐 易變胖

健康小百科

失眠者
切勿強迫自己入睡

中醫皮膚病專家朱仁康以「烏蛇驅
風湯」治療風熱鬱表，氣陰兩虛

型老年性皮膚瘙癢，藥用烏梢蛇、蟬蛻
搜剔風邪，荊芥、防風、羌活、白芷祛
風止癢，黃連、黃芩清熱燥濕，金銀
花、連翹、甘草清熱解毒，當歸、生地
黃養血和血，何首烏、雞血藤、麥冬養
血滋陰潤燥，黃芪益氣固表。中醫皮膚
科泰斗趙炳南以「全蟲方」治療蘊濕日
久，風毒凝聚型老年性皮膚瘙癢，藥用平息內外表裡
之風的蜈蚣，消風止癢、消腫托毒的皂角刺及豬牙
皂，配伍清熱散風、燥濕止癢的白鮮皮和苦參，祛風
止癢的蒺藜，通絡祛風除濕的威靈仙，清腸濕熱的黃
柏及炒槐花。然而蜈蚣性溫味辛有毒，務須由註冊中
醫處方。四川綿陽市名老中醫黃純琪教授以「荊防四
物湯加味」治療濕熱鬱滯，血虛生風型老年性皮膚瘙
癢，治宜疏風養血，清熱除濕，藥用荊芥、防風、生
地黃、當歸、川芎、赤芍、白芍、牡丹皮、紫草、白
蒺藜、牛蒡子、枳殼、桔梗、連翹、白鮮皮、地膚
子、僵蠶、蟬蛻、黃芪、茯苓、炙甘草。

中藥熏洗及刮痧療法
除了內服中藥及配合針灸，還可選擇中藥局部熏洗
護理老年性皮膚瘙癢。中藥熏洗療法是通過藥物的局
部吸收或刺激，藥物透過皮膚孔竅直接吸收，從腧穴
進入經絡血脈，達致溫經散寒、活血通絡之效。常以
清熱燥濕的苦參、祛風止癢的地膚子及養血潤燥的當
歸各30克，加水煎取藥汁200毫升，再於盆內放溫水
1000毫升，倒入藥汁，調節藥液溫度至攝氏40至42
度。用毛巾浸漬輕柔緩慢擦拭患處，每日1次，10天
為1個療程。熏洗時可按頭面、軀幹、手足依次向下
的順序進行，手法宜輕柔，力度應適中。同時需注
意，皮膚皺褶處也要擦洗乾淨。一般熏洗過程以10分
鐘內為宜，且在熏洗時應注意保暖，慎避風寒，而熏
洗後則要適當潤膚，保持皮膚清潔，避免搔抓。老年
性皮膚瘙癢最好選擇柔軟的棉織品作為貼身衣物。
刮痧療法是中醫外治法之一，能刺激經絡穴位，激
發經氣，對經絡進行整體性、雙向性的良性調整，達
到治病和保健的目的。於背部的太陽膀胱經及督脈進
行規範的刮痧，能使表裡調和，血養而癢止。太陽膀
胱經主表，當中的「膈俞」為八會穴之血會，位於背
部第七胸椎棘突下，正中線旁開1.5寸處，尤能清血
熱；而督脈總督一身之陽氣，均有解表扶正、祛風止
癢的功效。然而，如患者出現皮膚損傷、嚴重皮膚過
敏、過飽、過飢、極度疲乏、嚴重虛弱的狀態，則不
宜進行刮痧療法。

老年性皮膚瘙癢
中醫特色療法與護理
目前，西醫在治療皮膚瘙癢症上多採用口服抗過敏、抗焦慮、激素類

藥物，外用保濕潤膚乳霜或止癢劑，甚至會採用皮質類固醇激素製劑對

抗老年性皮膚瘙癢。雖然以上療法每每能取得一定療效，但停藥後卻易

反覆發作，且長期用藥或會出現副作用。因此，在防治老年性皮膚瘙癢

問題上，選擇通過中醫進行治療可謂：簡、便、廉、驗。

文：藍永豪（香港中醫學會副理事長）

老年性皮膚瘙癢的護理
長者亦可從心理、飲食、生活起居、皮膚護理等方面積極

防護老年性皮膚瘙癢。

心理護理
皮膚瘙癢易使人煩躁不安、急躁易怒或情緒低落，因此旁

人尤需給予關心、同情及理解。保持長者情緒穩定，建立開
朗性格，根據聽音樂、看書、做手工、下棋等自身愛好，培
養相關興趣，轉移長者對瘙癢感的注意。

飲食管理
1. 宜清淡飲食，選富含維生素和助消化的食物如黑芝麻、核
桃等。

2. 忌食魚蝦、咖啡、酒類等易激發組織胺活性的食品，少吃
薑、葱、辛辣刺激性的食物。

3. 留意血脂水平，酌食含豐富膠原蛋白的食物，如豬皮、豬
腳、牛筋等以滋潤肌膚。

4. 雪耳、百合、馬蹄等甘寒涼潤的食品亦有助減少血熱風燥
所致的瘙癢。

5. 適度飲暖水，多食粗纖維食物，保持大便通暢。

起居護理
1. 起居宜有規律，睡眠適時，休息充足。
2. 及時調整衣被，慎避寒風，避免因被褥過暖或炎夏汗多而刺激肌膚。
3. 避免接觸或吸入環境中的致敏物質如塵蟎、花粉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4. 控制居所的溫度和濕度，不宜長期處於高溫、低濕度的環境。
5. 宜穿純棉製品的衣服，避免羊毛等對皮膚刺激的製成品。
6. 加強體育鍛煉，增強體質，提高機體免疫力，宜進行強度稍低的運動如散步、八段錦、
太極拳等。

皮膚護理
1. 皮膚瘙癢時勿用手抓，實在瘙癢難耐則輕輕拍打癢處。
2. 保持雙手清潔，勤洗手，勤剪指甲。
3. 保持皮膚清潔，然而洗澡不要過勤，水
溫忌過熱，不宜超過攝氏42度，不宜用
力擦洗，避免使用鹼性清潔液。宜選中
性肥皂，沐浴後外抹保濕潤膚霜，秋冬
乾燥時尤需保濕潤膚。
據臨床觀察，加強心理護理、飲食起居
管理和皮膚護理後，對疾病痊癒和避免復
發起積極的作用，然而如果瘙癢症持續不
見好轉，應進行全面體檢，排除身體其他
系統的疾病。

■黑芝麻與核桃富含維生
素，既助消化又可滋養肌
膚。

■牛筋富含膠原蛋白，適
量食用可潤澤肌膚。

■由於患者皮膚瘙癢時常需拍打癢處，所以
應勤剪指甲，保持雙手清潔。

■老年性皮膚瘙癢患者忌食
魚蝦。

■「膈俞」是
八 會 穴 之 血
會，位於背部
第七胸椎棘突
下，正中線旁
開1.5寸處。

■■秋冬兩季天氣乾燥秋冬兩季天氣乾燥，，老年性皮老年性皮
膚瘙癢患者尤需注意保濕潤膚膚瘙癢患者尤需注意保濕潤膚。。

■八珍氣血湯。

■老年性皮膚瘙癢
患者應避免穿着羊
毛等對皮膚刺激的
服裝。

■■治療濕疹的常見中藥材治療濕疹的常見中藥材。。

■■失眠是更年期最常見的失眠是更年期最常見的
症狀之一症狀之一。。

■■邊走路邊進食邊走路邊進食，，影響身體專注影響身體專注
消化食物消化食物。。

膈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