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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櫥窗-中醫婦科

《景岳全書·婦人規》中提到「婦人諸病，本與男子無異，而其有異者，則惟經水、胎、產
之屬」，因為女子會經歷月經、懷孕、生產等和男子不同的身體結構和功能，所以將婦科獨立
出來專責照護女性同胞的健康。 而除了門診服務外，也提供會診諮詢治療，包括婦癌、產後
坐月子、安胎等，希望藉由中西醫共同照護能夠達到最佳的治療成效。

醫師叮嚀 呂怡瑾 醫師

近日因應新冠肺炎delta變異株疫情，各行各業對於衛生防疫仍無法鬆懈，除了平日作息受
到影響外，身心的緊繃、壓力也是不可忽視的一環，甚至可能影響到免疫系統，所以如何在疫
情延續的現在，調適身心的平衡是重要的課題。運動、均衡飲食、規律作息以及適度的休閒皆
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以往習慣的戶外運動也可以改為居家太極拳，養成規律作息也能讓身心得
到舒緩。

中秋節過後，很多民眾會藉著佳節連假和家人團聚，雖然在疫情期間，不像往年一樣聚餐
烤肉，但月餅、柚子等高熱量食物仍是中秋常見的食物，如何在過完節後身體不至於有太大的
負擔，以中醫的角度來看，高熱量食物為肥甘厚膩之品，很容易影響到我們的消化系統，進而
形成中醫所謂的「痰濕」，而有腹脹、打嗝、泛酸、腹瀉、腹痛或噁心感等情形，除了適當的
運動促進代謝外，水分的適量攝取和飲食的細嚼慢嚥都能減輕腸胃的負擔以及減少痰濕的累積
，進一步可選取正確的食物，包括吃食物的原型不吃精緻食品、均衡飲食不偏好某一類食物以
及定時定量的用餐習慣，都能避免脾胃功能的傷害，導致消化道不適的症狀。

在二十四節氣來到了秋分，《黄帝內經·四氣調神大論》曰「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
，地氣以明，早臥早起，與雞俱興，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
使肺氣清，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飱泄，奉藏者少。」此時的作息隨著外
在的環境可調整為早睡早起，飲食上也可多食用包括百合、白木耳、山藥、薏仁、杏仁等白色
食材補養肺氣，以因應逐漸寒涼乾燥的天氣，以待冬天的冷冽。



在中醫門診中常遇到更年期婦女因潮紅厲害來就診，主訴潮熱

半小時就發作一次、抱怨每天晚上半夜2點熱醒、發現衣服全濕甚

至於床單也濕了、晚上吹冷氣還會嫌熱必須加開電風扇、熱醒想再

睡卻又翻來覆去睡不著、且經常嘴破，對於這些的病患，我常開玩

笑說 : 「我開黃連這磨苦的藥來幫你降火氣，你自己不要火上加

油喔！」已經調理過一段時間，吃過苦頭的病人連忙點頭回答說:

「我知道！」

婦女停經過程是在數年間逐漸進行的，從月經一向規則逐漸變

為月經不規則，即至到月經不來，這幾年過渡時期就稱為更年期，

台灣女性停經年紀大多介於45-55歲，平均停經年紀在50-51歲，更

年期約在停經的前2-3年，有些婦女不能適應此階段的生理過渡，

出現一系列症候，臨床可常見潮熱盜汗、胸悶心悸、睡眠障礙、記

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情緒起伏、或煩燥易怒或莫名低落（嚴

重甚至有焦慮、憂鬱的情況），而這些干擾會嚴重影響婦女的生活

品質及與家庭成員的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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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床上發現食用過多烤炸辣食物，如烤羊肉、炸雞、炒花生、

桂圓、荔枝，容易耗傷津液並加重內熱之症，容易讓便秘、口乾、

口破的患者症狀更加重。花生、腰果、核桃、開心果等堅果，一些

油炸水果蔬菜乾，洋芋片等，這

些食物對容易熱潮紅、潮熱、心

悸、盜汗、失眠的更年期婦女真

是禁忌，是不能吃太多的。堅果

類營養價值高，堅果富含油脂，

只可少量食用，花生、芝麻可榨

油的食材，可知其熱量之高，真的不要等胖一圈，才又開始後悔。

若真的嘴饞，枸杞、葡萄乾、少量黑豆是我比較建議的零食，白木

耳、黑木耳具有滋陰生津、活血潤腸等作用，對潮熱、大便秘結是

較推薦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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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連假親朋好友難得相聚，吃月餅、烤肉、喝茶聊天，很多人

心想明天放假仍可補眠，誰知熬夜卻會使熱潮紅、潮熱等症狀更加嚴

重。而平時就有會失眠或睡眠障礙的人，更要少喝刺激性咖啡、濃茶

等。我常告誡她們: 「入秋後不要任意進補，冬令進補更不要自行吃

十全大補湯或麻油藥燉羊肉爐」。

更年期到來的早晚，過程的長短、症狀輕重等，皆與每個人的體

質、生活環境、精神狀態和種族、家庭、氣候、營養等因素有關。需

自我調適了解更年期是人生必經的一個正常生理階段，可以和同年齡

朋友聊一聊知道彼此的症狀及不適，適度疏導與壓力的排解是好的方

法。

更年期保健是個重要的課題。婦女一生，有三個重要黃金時期可

以調整體質，除了青春期及坐月子之外，更年期就是最後且最重要的

時期，保持愉快的心理，培養正當的嗜好與運動，多食具有養陰清熱

潤燥的食物，加上中藥的調養，為了好品質的延年益壽，更年期保養

是非常重要的。台灣女性常把重心在照顧家人，往往忽視自己的病痛

，我常常在門診說 : 「要對自己好一點！要開始保養！」

高銘偵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婦科 主治醫師

專長：
月經失調、痛經、妊娠及產後體質調理、不
孕症、子宮內膜異位症、更年期症候群、失
眠障礙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台北 台北 林口 桃園

下午 林口

夜診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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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一位30歲的婦女到中醫門診就診，主訴是生產後一個

多月後乳汁不足，嘗試補充一些發奶的飲食如黑麥汁、魚湯等，

效果仍然不盡理想，伴隨情緒低落、失眠等症狀，於是到中醫門

診尋求協助。

產婦胎盤娩出後，體內的荷爾蒙濃度急遽下降，促使腦下垂

體前葉分泌大量的泌乳素，刺激乳腺管增生，使乳房開始分泌乳

汁，當新生兒吸吮乳房時，除了泌乳素分泌增加，亦可刺激產生

排乳反射，使乳汁排出。排乳反射是一種神經性的刺激，會因嬰

兒的吸吮、母親聽到嬰兒的哭聲、母親愉悅的心情或自信而增進

；反之，若母親因疼痛、疲倦、焦慮、與嬰兒分離，則會受到抑

制。

一般產婦每天的排乳量可達1000㏄以上，排乳量之多少，與

個人的體質、乳腺是否暢通及營養、睡眠、休息、情緒、哺乳能

否定時有密切關係。乳汁最重要的成分其實就是水，大約是由95

％的水以及5％的蛋白質所組成，因此，湯湯水水及蛋白質要多補

充，攝取足夠的水分。常見發奶食物有花生豬腳、牛肉、鮭魚、

酒釀、黑豆、豆漿、山藥、葫蘆巴、卵磷脂等，也可透過補充發

奶食物增進乳汁。

中醫認為乳汁不足與「氣血不足」或「氣血不暢」有關。中

醫認為氣血是乳汁生化的源頭，一旦氣血不足會使身體沒有多餘

的能量分泌乳汁，此時乳汁較為清稀，乳房無明顯脹感而柔軟，

伴隨疲倦、飲食減少、排便或稀軟或便秘、面色淡黃無光澤、胸

悶心悸頭暈等症狀。治療以改善氣血循環為主，脾胃功能好則氣

血充足，乳汁自然也足夠，可適度服用花生豬腳湯、滴雞精等補

足氣血，也可服用有補氣養血作用中藥來調理脾胃，促進脾胃消

化吸收以生成氣血。

情緒與母乳分泌量也息息相關，臨床上常碰到新手媽媽因為

壓力大而導致肝氣鬱結，而有氣血不暢乳汁分泌不足的現象，此

時乳汁較為濃稠而量少，伴隨睡眠品質差、口乾口苦、甚至便秘

等症狀，此類患者可適度做伸展運動活動筋骨，有助於紓壓放鬆



陳曉暐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婦科 主治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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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按壓也有增進乳汁分泌的

作用，《針灸大成》云：「無乳，膻中、少澤，此二穴神效。」一般

乳汁不足皆可按壓膻中穴、少澤穴。「氣血不足」證型可搭配足三里

、脾俞、胃俞等穴道；「氣血不暢」證型可搭配太衝、內關等穴道，

依氣血不足與氣血不暢定分別能使產後泌乳順暢。

除了補充增進乳汁的飲食之外，哺乳期的媽媽在生活飲食中，也

要盡可能避免吃到會引起退奶的食物。例如麥芽、人參、韭菜等，冰

涼冷寒的食材如菜頭、大白菜等。

乳汁不足的媽媽可先每日親餵頻餵，配合按摩有助於發乳。接著

，著重飲食攝取的調整，多補充湯湯水水以增加乳量，配合中藥藥膳

能漸漸發乳。一般按照上述事項施行，大部分的媽媽都能漸漸發乳，

放鬆心情面對母乳餵食這件事，也有助於乳汁製造。前期乳汁不夠的

母親們也不需過於沮喪，可以先讓寶貝喝配方奶，待有乳汁時，循序

漸進的搭配配方奶至全母乳餵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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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也可服用通乳湯，有王不留行、路路通、當歸、黃耆等藥材與

鮮魚一起熬煮。也可服用疏肝理氣

的中藥，使肝經氣血通暢，以增進

乳汁分泌。

專長：
子宮肌瘤、子宮內膜異位症、多囊性

卵巢症候群、更年期症候群、骨質疏

鬆、尿失禁、月經調理、痛經、孕前

調理、過敏體質調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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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的小琳長年在國外工作，每個月的姨媽來訪是小琳非常

大的困擾，因為月經的出血量非常多，導致小琳有嚴重的貧血問

題，需要長期補充鐵劑以維持血色素。早些年，小琳已經在婦產

科做過檢查，婦產科醫師說她的子宮長了密密麻麻十多顆大大小

小的子宮肌瘤，是導致她月經期間大量出血的主要原因。此外，

小琳已結婚三年多，都沒有懷孕，已經符合醫學上不孕症的定義

，婦產科醫師也認為這些子宮肌瘤已經影響到子宮內膜的正常結

構，可能造成受精卵不易著床，如果想要懷孕，必須先進行手術

切除這些子宮肌瘤。然而，因為這些子宮肌瘤佔據著大部分的子

宮體，即使手術切除，也可能嚴重破壞子宮的結構，在懷孕和生

產的過程中，有較大的風險發生子宮破裂，對母親跟胎兒的生命

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為了處理這個問題，小琳暫時告別多年在

國外的工作，回來台灣準備懷孕，剛開始先諮詢在台灣較成熟的

「達文西機械手臂微創手術」，希望能儘量減少手術對於子宮的

傷害，在準備接受手術的同時，小琳經友人介紹前來諮詢中醫調

理，在門診評估小琳各方面的狀況後，我建議小琳接受更微創的

「海扶超音波子宮肌瘤消融術」，雖然海扶治療在台灣仍屬於新

興的技術，但在長庚醫院已經執行多年，相對其他醫院較成熟且

穩定。小琳在接受海扶治療的前後，皆同時搭配中醫調理，在接

受治療後幾個月後果然順利懷孕，懷孕期間的諸多不適也透過中

醫調理改善，並在今年順利生產，母子均安。

長庚醫院海扶治療中心

海扶(High intensity focused ultrasound, HIFU)是一項新

興的治療技術，藉由超音波能夠穿透人體但不傷害組織的特性，

利用海扶設備將超音波聚焦在子宮腫瘤上，聚焦的超音波因能量

的聚集，會在聚焦部位局部產生熱能，使得組織蛋白質變性而壞

死，進而凋亡，接著透過體內免疫細胞的將壞死的組織代謝，達

到「無創」消融子宮肌瘤的目的。長庚醫院在2015年自中國大陸

重慶引進海扶治療設備，並創立海扶治療中心，至今已經有6年的

治療經驗，設立初起由婦產部與中醫婦科共同合作，由中西醫同

時照護接受海扶治療的患者，患者術後也可同時接受西醫治療與

中醫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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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扶治療後中醫調理

對於中醫而言，海扶治療在台灣是一項全新的醫療技術。因此，大

多數中醫師對於海扶治療是陌生的，對於海扶治療造成身體的影響也不

甚瞭解；然而，在長庚醫院海扶治療中心成立初起中醫部便與婦產部有

密切的合作，我也經常實地在海扶治療中心全程參與患者的治療，並在

術前術後盡心照護海扶治療的患者，因此在海扶治療後的中醫調理累積

了許多實務經驗。與傳統中醫婦科學指導的子宮肌瘤中醫治療不同的是

，海扶是屬於熱治療(Hyperthermia)的一種治療方式，其作用機制是藉

由熱能引發蛋白質變性，造成細胞與組織的傷害，之後身體會透過免疫

細胞將凋亡的組織清除。然而，並非每位患者在接受治療後都能有效地

「消融」子宮肌瘤，根據中國大陸的文獻報導，在接受海扶治療之後，

也有患者的子宮肌瘤與術前比較，幾乎沒有縮小的情況，有些患者最後

不堪其擾，接受手術將子宮肌瘤移除，研究發現其子宮肌瘤的病理切片

，其組織多有纖維化的情況。因此，子宮肌瘤消融率是海扶治療是否成

功的指標，婦產部的海扶治療團隊，回溯研究長庚醫院263位海扶治療

的個案，發現患者接受海扶治療後子宮肌瘤的早期消融率，與免疫系統

的各項指標有關。因此，若要改善海扶治療的消融率，以中醫調理的思

路，除傳統的理氣疏肝、活血化瘀外，更要額外考量患者的免疫狀態，

並藉由中醫中藥調節患者的陰陽平衡，以達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海
扶
治
療
中
醫
調
理
，
助
不
孕
夫
妻
圓
夢

鄭為仁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婦科 主治醫師

專長：
更年期症侯群、睡眠障礙、骨質疏鬆、青少女生
長發育、月經不調、產後調理、乳腺炎、子宮內
膜異位症、慢性骨盆腔發炎、帶下疾病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林口 台北 林口

下午 桃園 林口

夜診 桃園 林口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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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香附（Coco-grass / Nut grass / Purple nutsedge）

來源：莎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莎草

（cyperus rotundus L.）的根莖。

性味歸經：歸肝、脾、三焦經。

功能：疏肝理氣，調經止痛。

主治：用於氣滯脅痛，腹痛；或用於

肝鬱月經不調、痛經、乳房脹

痛。本品有疏肝解鬱、行氣散

結、調經止痛之功。

典籍探討：

《湯液本草》「香附子，亦血中之氣藥也，方中用治崩漏，是益

氣而止血也。」

《本草綱目》「香附之氣，平而不寒，香而能竄，其味多辛多散

，微苦能降，微甘能和，乃足厥陰肝，手少陽三焦氣分主藥，而

兼通十二經氣分，童溲浸炒則入血分而補虛，鹽水浸炒則入血分

而潤燥，青鹽炒補腎氣，酒浸炒則行經絡，醋浸炒則消積聚，薑

汁炒則化痰飲」

《景岳全書》「味苦辛微甘，氣溫。氣味俱厚，陽中有陰，血中

氣藥也。專入肝膽二經，兼行諸經之氣。」

《本草分經》「辛香、微苦、微甘。通行十二經八脈氣分。調一

切氣…」。

現代藥理作用：

本品含揮發油。油中主要成份為β-派烯、香附子烯、α-香附

酮、β-香附酮、α-莎香醇、β-莎草醇。此外尚含生物鹼、黃酮類

及三萜類等。5%香附浸膏對實驗動物離體子宮均有抑制作用，能降

低其收縮力和張力。其揮發油有輕度雌激素樣作用。其水煎劑有降

低腸管緊張性和拮抗乙醯膽鹼的作用。香附油對金黃色葡萄球菌有

抑制作用。其提取物對某些真菌有抑制作用。其總生物鹼、甙類、

黃酮類及酚類化合物的水溶液有強心及降血壓的作用。

禁忌症：氣虛、血熱、無滯者忌服，用則耗氣損血。

資料來源：醫砭、衛生福利部中藥司台灣中藥典暨圖鑑查詢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