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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防疫

近日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肆虐，人心惶惶，世界衛生組織（WHO）早前將之

正式命名為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Coronavirus Disease 2019）。從

防範疫情而言，中醫尤其重視“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變，病後固本”。

全城防疫，港鐵也引入

機械人消毒車廂，按摩亦早

有機械操作。而人體有很多

重要血管、淋巴和神經組

織，都集中於頸部，所以，頸項保暖屬防

疫不容忽略的重要一環。人手按摩可以通

經絡，可是疫情下應避免人與人之間的緊

密接觸，有中醫師認為以機械操作的按

摩椅進行人體按摩，同樣可以起到一定作

用。

日本醫學權威石原結實博士指出，根

據研究顯示，人體體溫上升攝氏1度，免疫

力會提升五倍，體溫上升能讓免疫系統正

常運作，加強身體抵抗病菌的能力，因此

感冒時發燒體溫上升，就是增加身體防衛

的免疫反應。相反地，一旦體溫降低1度，

免疫力就會降低30%，身體與生俱來的自

然治愈力隨之下降，令人容易感染病毒，

所以頸項保暖不容忽視。

按摩椅發展至今，功能越趨新穎，但

它的按摩效果能否和人手相比嗎？註冊中

醫郭岳峰說：“是可以的。但人手按摩靈

活方便，力度、部位、方向可隨時調整，而

按摩椅只能按程序設定好的參數運行，始

終是機器。所以，即使按摩椅有一定作

用，但不能完全代替人手。”他更言，從

中醫穴位角度來看，按摩肩胛部位的肺俞

穴有助增強免疫力，並調補肺氣，補虛清

熱，幫助加強呼吸及肺功能，減低肺炎和

支氣管炎等肺經和呼吸道疾病。

有專家認為宅在家會令人的精神狀態

繃緊，加上疫情下大家減少了正常的社交

活動，負面情緒隨時爆煲。其實，要有效

預防感染冠狀病毒，除了要注意“生理防

疫”，加強衛生措施外，更需注重“心理

防疫”。市面上的按摩產品五花八門，早

前有按摩椅品牌推出新產品，透過足頸保

暖、肺俞穴穴位按摩、疏通經絡淋巴和音

樂治療，同時照顧大家的生理和心理質

素。除了“生理防疫”，“心理防疫”也

不能忽略。按摩時多聆聽柔和系療愈助眠

音樂，能令人釋放更多安多酚，減輕壓力

及焦慮感，改善睡眠質素，免疫力就自然

上升。

但專家同時認為，雖然按摩椅經過不

斷改進，暫時還不可能達到頂尖的按摩師

級別。但是機械不會疲倦，可以隨時工

作，這也是人力無法比擬的。須注意的

是，老人家使用按摩椅要特別小心，因使

用不當，會有健康上的隱憂，除了可能令

酸痛更嚴重外，有骨質疏鬆的人或會有骨

折風險，甚至中風危機。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

按摩肺俞穴增免疫力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現時

大多數人聽到咳嗽、痰、發燒

等字眼，都會加倍留神，雖然

人有這些症狀，不代表他感染

了新冠病毒，例如，感冒也可能會發燒。

正值春季，天氣忽冷忽熱，一不小心就會

着涼，繼而感冒。

感冒時，人最需要的是休息靜養，若

然發燒，可以試試古人的方法。自古以

來，蔥被視為醫治感冒的良方，如果情況

輕微，就用蔥打成汁，加入熱水，喝一兩

次，出汗之後，就會痊愈。須注意的是，

直接用生蔥，入口刺激感太強，所以要將

蔥白微微烤過之後才使用。

對於痰多、內熱等問題，不妨多喝麥

冬化痰湯或生地麥冬茶，前者對久咳患者

有生津，漸漸化痰的功效；而生地麥冬茶

對由內熱旺盛，虛火上升所引致的牙齦浮

腫、牙齒疼痛的人，有漸消腫痛的功效。

現代醫學實驗證明，麥冬具有提高機體免

疫力的作用，但脾胃虛寒，溏瀉者忌用。

另外，花旗參老雞湯亦有補氣補血，生津

去痰的功效。補肺可以喝沙參玉竹豬肺

湯，此湯可以補肺止咳，益氣血，但肺寒

咳嗽者忌用。

麥冬化痰湯
材料：麥冬5錢、北杏3錢、川貝1錢、

豬 4両、陳皮1片。

做法：將所有材料洗乾淨，連同已飛

水沖淨的豬 一同放入煲內，加入適量滾

水煲1.5小時，下適量鹽調味即可。

生地麥冬茶
材料：生地、京元參、麥冬各4錢。

做法：將各種材料洗淨，連同八碗清

水放煲內，煮45分鐘即成。

沙參玉竹豬肺湯
材料：沙參3錢，玉竹3錢，蜜棗3粒，

豬肺1個。

做法：首先將豬肺用清水沖洗乾淨，

切件後放入滾水中煮片刻，繼而以白鑊烘

乾。把所有材料放入煲內，加入適量清

水，待水大滾十分鐘後，轉慢火煲1.5小

時，下適量鹽調味。

花旗參老雞湯
材料：花旗參1両，老雞1隻，紅棗2

粒，枸杞適量。

做法：劏淨老雞，去皮去脂肪後，飛

水沖淨。將所有材料放入煲內，加入適量

清水，以大火滾十分鐘，轉慢火煲2小時，

下鹽調味即成。飲湯之外可食雞肉。

貝母北杏煲西洋菜
材料：貝母6錢，北杏8錢，瘦肉6両，

西洋菜半斤，無花果6粒，蜜棗8粒，陳皮

適量。

做法：貝母舂碎，北杏、無花果、蜜

棗洗淨出水。除了西洋菜，其他材料放入

煲中，加入適量清水煲滾，然後放入西洋

菜煲至再滾，轉慢火煲3小時，下鹽調味即

成。

麥冬化痰湯
湯水
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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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者之言
藍永豪博士

香港中醫學會教務長

▲頸部有很多重要血管

廣東人一年四季都會

喝不同的涼茶，保健防

病。如今疫情未止，又逢

春季氣候濕困，有些人易有咽喉不適、咳

嗽、燥熱、上火等徵狀，此時，可適當利

用中藥以作緩解，例如，菊花可清熱解

毒，麥冬主治陰虛內熱，衰弱性體質之熱

咳、乾咳等，五指毛桃有健脾祛痰之效，

臨床上可用於治療慢性支氣管炎、肺癆咳

嗽。

針對肺熱及預防炎症，坊間也有涼茶

成品。

另外，松子仁可潤肺滑腸，適合慢性

支氣管炎者食用，但它含豐富的油脂，咳

嗽痰多者不宜進食過多。

清熱涼茶

新冠肺炎病性與“濕、熱、毒、虛、瘀”相關，其中

的濕、熱、毒、瘀屬邪實，常常兼夾為患，而正氣不足則

屬正虛。

新冠肺炎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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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表現

既有因於感受氣候濕冷而來，亦可因於飲食不節、

脾胃運化失常而暗自內生。患者出現胸悶脘痞、便

溏腹瀉、苔厚膩的表現，說明濕邪阻遏氣機，導致

氣機升降失常。

固然與患者發病期間出現了溫病發熱的特徵有關，

也反映了熱性升散易於耗氣傷津的病理表現。

指致病的疫毒發病急驟，侵犯人體後傳變迅速，侵

害臟腑，極易導致咳嗽喘促，甚則厥逆虛脫。

既指發病初期患者正氣不足，也指發病之後，疫邪

內留，氣血津液受損，容易致虛。當中年老、久病

而正氣難以恢復的人，較為容易出現危重病情。

指疫毒傷及血絡，邪熱耗傷陰液，出現血熱瘀滯。

患者出現微循環障礙及肺間質性病變等，皆屬於瘀

的表現。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屬於中醫“瘟疫”的

範疇，而中醫所稱的“瘟疫”，是指具有強

烈傳染性和流行性的一類疾病，由乖戾之毒

引發，是感受疫癘之邪而發生多種急性傳染

病的統稱，有“疫氣、癘氣、戾氣、雜氣”

等稱呼。其特點是發病急劇，病情險惡，有

強烈的傳染性，根據疫情程度形成“散發、

流行、大流行”等不同情況。

根據內地衛生部門提供的資料，新冠

肺炎個案的病徵包括發燒、乏力、乾咳及

呼吸困難，部分患者病情嚴重。年齡較大

或有慢性疾病的患者，有較大機會出現嚴

重情況。就以上所述的發病表現，其基本

病機可概括為“疫毒外侵，肺經受邪，正

氣不足”。

扶正氣保持心情舒暢
所謂“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當體

內正氣充足，抵抗力強，病邪也就難以侵

犯。保持健康生活模式才能增強身體抵抗

力。若論到實踐健康生活，最基本的莫如

不吸煙和不飲酒，還包括均衡飲食、恆常

運動、心境開朗及充足休息。時值陰雨綿

綿的春天，或是正進行家居隔離，或是在

家工作，乃至停課在家的莘莘學子，務要

作息規律、勞逸結合，工作與娛樂安排得

宜，尤其要使自己時常保持思想開朗，心

情舒暢，不使肝氣鬱結，憂鬱沉悶，以應

肝氣旺於春的特點。

面對來勢洶洶的疫情，具體來說，還要

有“未病先防，有病早治，既病防變，病後

固本”的準備。

未病先防
急性烈性傳染病最講求“早防護、早

發現、早診斷、早隔離”。所謂“未病先

防”，即未患病時早作預防，具體可透過

中藥、針刺、艾灸、天灸、刮痧、

推拿按摩、拔罐等傳統中醫藥方

法，調理五臟六腑，暢

行 經 絡 氣 血 ， 強 化 體

質。

有病早治
我們都清楚知道“病向淺中醫”和

“病入膏肓”的深意。一旦確診，無論中

醫西醫，均強調盡早進行治療。患者雖有

濕毒、熱毒、瘀毒等不同表現，然而所謂

“有邪必逐，除寇務盡”，疫毒尤須早

逐。早一刻逐邪，避免津液損耗，便得一

分生機。“有病早治”，即在發病初期及

早進行診治，以防疾病傳變，避免任其惡

化至大病重病而回天乏術。根據《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中醫診療手冊》中的專家總

結，中醫藥在改善新冠肺炎患者主要症狀

方面，具有確切作用。

普通型患者常以發熱、乾咳、乏力等症

狀為主，部分患者伴有咳喘及肺部滲出病

灶；中醫藥早期治以宣肺透邪，芳香化濁、

清熱解毒、平喘化痰、通腑瀉熱等治法，可

防止病邪深入；同時，中藥治療亦能處理焦

慮、煩躁等情緒問題。

既病防變
患者發病程度與感染毒株毒力強弱有

關，也與患者體質強弱密切相關。受感染的

患者，可因其正氣是否充沛、治療是否及時

等因素而進入不同病理階段，早期的治療措

施以截斷扭轉為目標，務求防止病情發展；

後期均以扶持正氣為要，預防肺臟及其他臟

器受損；危重階段需積極搶救。中醫藥的干

預，往往在減少抗生素與激素的副作用上有

正面的作用；對於重症、危重症患者，可減

輕肺部滲出，控制炎症過度反應，防止病情

惡化。

病後固本
當患者的疫毒邪氣已基本祛除，正氣尚

未完全恢復時，正是踏入恢復期的愈後階

段。患者常見胸悶氣短、疲憊出汗、聲低懶

言或乾咳嗆咳、食慾不振等虛弱表現，此時

需以扶正為主，促進恢復。對於恢復期患

者，繼續採用中藥治療，可清除餘邪，扶助

正氣，改善患者症狀，促進受損臟器的修

復；若能配合適量的鍛煉如耍太極拳或八段

錦，或積極進行經絡拍打及穴位按摩，每每

更能加快康復進程。

避毒邪慎用預防藥方
早在《黃帝內經》已經明言：“虛邪賊

風，避之有時”，也就是“慎避疫邪”的意

思，這正是傳染病防控的總原則；新型冠狀

病毒的傳播途徑主要是經呼吸道飛沫傳播，

亦可通過接觸傳播。現時對潛伏期的估計大

多是一到十四天，最常見的是五天左右。因

此，我們必須時刻保持良好的環境衛生及個

人衛生。一旦前往出現新冠肺炎活躍社區傳

播的國家或地區，應避免與發燒或有呼吸道

病徵的人士有密切接觸；假如無可避免與他

們接觸，應戴上外科口罩。

各地感染個案每日持續出現，針對新冠

肺炎的預防，減低病毒感染，首先要做好防

護措施，除了定時洗手，做好清潔消毒，佩

戴合規格的外科口罩外，應避免與病源接

觸，同時顧護自身正氣，體虛易病的人可透

過中醫藥的方法增強體質。然而人人體質不

盡相同，中藥之間藥性有別，實難有適合所

有人使用的預防方劑，因此我們更要審慎對

待坊間可見的預防藥方，總要根據其方解，

讓醫師進行辨證論治，因人制宜，制訂適切

的個體化防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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