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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叮嚀 盧嬿竹 醫師

近日台灣新冠肺炎疫情嚴峻，確診案例居高不下，使得民眾人心惶惶。在新冠肺炎進入社

區感染的狀態下，民眾除了減少不必要的外出與群聚，確實帶好口罩與執行手部清潔之外，平

時也可多補充水份的攝取與適當的運動。長庚醫院以薄荷、桑葉、菊花、甘草、蘆根、三七等

中藥材，製成「清濁化氣勇氣茶」茶包，除了能讓民眾可增強免疫力，也可緩解因擔憂疫情造

成的焦慮與心神不安。另外需特別叮嚀，「清冠一號」為新冠肺炎確診者，或有感染疑慮者的

「治療」用中藥，而非「預防」用的茶飲，需由合格的中醫師開立，民眾不宜自行服用。

夏三月，起於立夏，經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止於立秋前一天。5月5號是傳統

二十四節氣裡的立夏。進入立夏，也代表著夏天已正式展開。夏天養生的起居宜晚睡早起，但

不要熬夜。飲食不宜貪涼，少食冰品涼飲與寒涼蔬果(如蘿蔔、西瓜、橘子、柳丁等)，宜以清

淡為主，並多補充水份。炎炎夏日，不少民眾已開始吹冷氣、吹電扇與吃冰消暑解渴，也因此

，夏天也是相當容易誘發鼻過敏與氣喘症狀的季節之一。近日防疫升級，全台學生停課在家學

習，家長要注意孩童在家是否長時間吹冷氣。若冷氣溫度過低、冷氣風口對頭直吹，或是進出

室內室外溫差大流汗吹風，都容易誘發偏頭痛與感冒。

桃園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病房

醫務櫥窗-小兒氣喘中醫優質門診照護

針對年齡12歲以下的氣喘兒童，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於桃園分院院區設置健保給付的「小兒

氣喘中醫優質門診」，幫助氣喘兒童緩解發作頻率，改善生活品質。小兒氣喘中醫優質門診整

合中醫藥護理團隊，以病人為中心，在經過傳統的中醫四診診察(望、聞、問、切)後，依孩童

的體質開立口服中藥，並進行按摩推拿、針灸治療、藥餅穴位敷貼及氣霧吸入治療，同時定期

評估肺功能(其中氣霧吸入因疫情期間暫停)。若您的孩童氣喘控制不佳，感冒或季節交替時易

反覆發作，且具有西醫師氣喘診斷書或肺功能異常報告，可於網路掛號「中醫兒科」門診，由

醫師替您孩子安排。



民眾看中醫的時候，除了請醫師把脈了解自己的病情、體質，還

有一個特色就是被看舌頭。可能第一次吐出舌頭時，都會有些不習慣

。也不太清楚中醫師，究竟能從舌診中得到什麼資訊。今天的主題，

就是從中醫的觀點來解說舌診的意義。

舌診簡介

舌診屬於中醫望診的一環，包含舌質、舌苔、舌津、舌下絡脈。

主要是從舌質的形態、舌苔的顏色和厚薄、舌上津液多寡、舌下絡脈

分佈，等四個要素來做分析。

臟腑經絡對應

在黃帝內經的經脈篇裡，分別提到舌頭和各個臟腑、經別甚至經

筋都有關係。徐靈胎曰：「舌為心之外候，苔乃胃之明徵」。中醫常

用舌診來觀察心、脾胃等臟腑。

舌質觀心

舌頭是我們人體可以從外而內直接觀察的器官，若循環良好，正

常呈現淡紅色、薄白苔。若循環較差，可能呈現暗色甚至青色，舌下

絡脈可能會有怒張、曲張甚至集結成珠的變化。若伴隨有山根橫紋、

耳朵冠心溝、唇色紫暗而薄，要特別注意心血管之病史、家族史、危

險因子。

若屬於心火較旺、陰分不足者，則舌尖通常會有朱點、嚴重時會

有芒刺狀，舌質則偏紅或絳色，舌苔少或有部分剝苔，舌體可能會偏

瘦，舌津偏少或乾。常見於睡眠不足、或是重病後陰分虧損的病人。

若屬於陽虛怕冷者，則常見舌體淡暗而胖大，舌面津液多甚而水

滑。平日飲食宜忌，則要避開冰涼，減少瓜果類之飲食。

舌苔看腸胃

中醫認為舌苔為胃氣之薰蒸，所以觀察舌苔之厚薄，可以觀察腸

胃的狀況。若舌苔黃燥者，腹診堅實鼓音，許多為大便不暢者。以疏

通腑氣、三焦之法，使大便通暢，舌苔多能退去。

若舌質偏紅，舌苔黃厚或白厚，伴隨咽紅，口苦、口乾、舌刺麻

者，則常有胃熱或肝膽熱夾濕。

若舌質偏淡，苔白稍厚，舌邊齒痕較多，多為脾氣虛夾濕者，可

以健脾益氣之法，扶正恢復腸胃功能。

舌診前的準備

雖然判讀舌頭是很重要的診察工具，但在判讀前，仍要注意許多

干擾因子，減少誤判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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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的是染苔，舌苔染成黃色、黑色...，可能都會因為剛吃完

的食物，或是含了什麼潤喉糖、或剛吃完中藥而造成染色。

第二常見的是刮舌苔，常見病人腸胃不好，舌苔偏厚且有氣味者，

都會主動刮舌苔，則可能會看到舌苔變少的現象。

第三，則是剛吃完冰的食物，舌色會變較淡白，或是剛喝完湯，舌

色會變紅，這也有可能會造成舌質的誤判。

總結來說，提醒民眾在看診之前，盡量不要有以上行為。或是，當

覺得舌診有異常時，應該主動詢問民眾，以避免產生誤判。

舌診當下

舌診最重要是放鬆，許多緊張的病人，舌頭會緊縮在一起。可以請

病人吞一下口水，使舌面稍微清潔，並讓身體在放鬆的狀態下吐舌。

每次判讀時間僅數秒內，以免使舌色產生變化。環境的光線必須充

足，因為環境的明亮度，會影響判讀。建議可以準備接近自然光的筆燈

，減少因光線不良產生的誤差。此外，若張口不足，舌根常會忽略，要

能看到舌根，診察才會完整。

舌診完成

一個好的舌診判讀，如一開始提到的，要能記錄下舌質、舌苔、舌

津、舌下絡脈等元素。並能結合脈、證，做病因病機分析，並可以評估

每次治療前後的變化，進而擬定治法，選方用藥。

總結

一個舌診，其實可以觀察出身體很多的變化。「吾日三省吾舌」，

學習了解自己的舌頭，其實就是很好的自我健康檢查。希望大家都能從

舌診中，了解到中醫的智慧，並從中看見健康。

彭啟豪 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內兒科 總醫師

專長：
睡眠障礙、自律神經失調、腸胃疾病、心
血管疾病、耳鼻喉、皮膚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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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忙的現代生活中，人們可能會因為生活壓力大、飲食不當

、水分攝取不足等原因出現「大便不順」的情形。輕則增加水分

攝取或是多食蔬菜水果，就可以緩解，嚴重的話甚至需要每日使

用塞劑，或是服用大量西藥軟便藥，仍不見效，同時，接受了西

醫完整的檢查，但找不到原因。這個時候，便是中醫發揮奇效的

時刻。

什麼是便秘呢？

便秘是指糞便在腸內滯留過久，秘結不通，排便週期延長，或

週期不長，但糞質乾結，排出艱難，或不硬，雖有便意，但便而

不暢的病症。一般來說，一天三次至三天一次的排便頻率皆視為

正常

中醫如何看待便秘呢？

中醫將「大便乾結」、「便秘不通」、「排出不暢」視為便秘

的中心證候。「大便乾結」的常見表現是大便乾燥或呈羊屎狀大

便；「便秘不通」當中大便乾燥的程度則不如大便乾結那麼嚴重

；「排出不暢」代表大便乾或不乾不燥，可黏膩相夾。因排出困

難，使排便時間延長，便意頻頻，屢屢登廁，但大便難下。

中醫治療便秘的策略

中醫會以「寒」、「熱」、「虛」、「實」來分辨便秘的種

類。最常見的是「熱證」，熱邪灼傷津液，使得腸道內津液減少

，正所謂「無水行舟」，我們可以將大便視為「舟」，腸道內水

分減少，因此排便不暢，中醫會使用清熱養陰之品來治療。老人

的慢性便秘除了上述情形之外，也很常見到因為年老體虛造成的

無力解便，此時則會使用補益氣血的方式來治療。若是本身有比

較怕冷，喜飲溫水，手腳冰冷，腹痛等情形，伴隨便秘的困擾，

則很有可能屬於中醫所謂的「寒證」，此時會使用溫陽散寒的方

式來幫助大便順利排出。關於便秘，中醫能提供相對應的治療方

式及藥物，可以在中醫內科門診得到妥善的幫助。

便秘之相關衛教

便秘屬於腸胃道疾病，因此，注意「飲食」是非常重要的。

平時應多注意自己的飲食偏好以及飲食組成。建議均衡飲食，每

日需攝取足夠的蔬菜及水果，少吃烤、炸、辣以及較為溫燥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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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德茜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內兒科總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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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麻辣鍋、羊肉爐、薑母鴨等)，且一天飲水量至少要達到1500ml。

即使是屬於上述的較怕冷的狀況，也不建議過度食用溫燥的食物，可

以用多喝溫水並且注意保暖的方式來幫助排便，尤其是腹部的保暖

，因此，於夏天時穿著露肚臍的服裝，並不適合這類的病人。天地萬

物，適量才是最好的，過猶不及，皆不是養生之道。每日應隨時注意

自己的飲食狀況與排便的相關性，以利飲食調整，幫助排便。除了飲

食之外，維持愉快的心情以及規律運動皆是非常重要的。壓力的調適

與抒發以及養成運動的習慣，會使得身體的氣機變得更加通暢，有助

於排便。不需要要求自己要像時鐘一樣準確的每日在同一時間解便，

這樣子的要求，可能反而會給自己身心帶來壓力，使得排便更加不順

。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早睡且睡得充足，可以使人體於夜間得到充

足的修復，使得氣血變得充足，自然就會充滿解便的力氣了!

總結

我們生活在這個紛亂的環境中，大家都應該隨時注意自己的身體

變化與環境變化的關聯性，自己的身體需要自己照顧。若是出現便秘

的情形，可以先從調整自己生活作息以及飲食習慣開始做起，若是仍

然沒有很好的成效，就醫會是你的選擇。若是西醫檢查沒有異常發現

，且服用西藥軟便藥成效不好時，中醫治療便是一個很好的就醫新選

擇。中醫治療藉由調整身體的狀態，使得便秘的情況得以改善，當情

況改善，可以逐漸減藥至停藥，不用擔心需要因為便秘而服藥一輩子。

中
醫
助
好
便

專長：
呼吸胸腔、心血管疾病、腸胃道疾病、腫
瘤輔助治療、體質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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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劇中經常可以見到一些宮廷御醫為娘娘、公主們看病時，

用絲線一端固定在病人的脈搏上，御醫通過絲線另一端的脈象診治

病情，最常出現的場景是：「恭喜娘娘，您有喜了！」這時候全部

的人都很高興。把脈是看診中醫常見的診療方式，部分醫師會依據

脈診說出病人的症狀及病名，但把脈真有這麼神？

把脈的方法

中醫學是一套「以外診內，治外療內」的醫學。把脈屬於中醫

四診望、聞、問、切的「切」，脈診的方法有很多種，最常用的是

「寸口脈法」。這種方法是單獨按橈骨莖突內側一段橈動脈的搏動

，根據脈動，以推測人體生理、病理狀況的診察方法。寸口脈分為

寸、關、尺三部，醫生的手指先以靠近手掌的第一條橫紋，將食指

緊貼在這條最大的橫紋之後的橈動脈處，其他兩指依序排定，食指

為寸，中指為關，無名指為尺。每一部又根據脈診深度分為浮、中

、沉，合為九候，浮、中、沉是指手指按壓在脈的位置上，用輕、

中、重三種力度感受脈象的深度。

把脈的原理

「寸口」又名「氣口」，是用於診候無形的「氣(機能)」，而

非有形的「質(器質)」的。《內經》云：「經脈者，常不可見也，

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

由此可知，據古人的經驗歸納，「氣口」的脈動反應著12經脈

的盛衰，而經脈的盛衰又與臟腑的氣血的盛衰相藕合，故由「氣口

」即可間接得知臟腑的狀況。

寸關尺類似五臟六腑收發情報站，各有對應的臟腑，譬如左側

的寸關尺可以對應心、肝、腎陰（含膀胱）的狀況；右手的寸關尺

則對應肺（含大腸）脾、腎陽的狀況。依據不同的脈象的型態、跳

動的頻率、力量的大小，可以綜合判斷體內五臟六腑的狀況。

平脈的定義

正常脈象也稱為平脈，頻率大概為72-80次/分，脈象表現為不

浮不沉，不大不小，從容和緩，柔和有力，且節奏一致，並隨生理

活動和氣候環境的不同而有相應的正常變化。平脈的意思就是平常

的脈，也就是健康正常人的脈，也就是不生病的脈形長什麼樣子。

以平脈為基準點，把所有的脈象都拿來和平脈比較對照，凡是和平

脈大小長短不一樣的，基本上都可以先歸入病脈。病脈的意思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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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病的脈象，或許疾病尚未嚴重到已經能夠表現出症狀，但是對於病脈

，至少要先當成有問題的脈象來評估。平脈的定義是指按脈時（不管是

六部脈中的哪一部），都會發現在中取處，脈搏的鼓動最明顯而清楚，

閉上你的眼睛，然後伸出食指輕輕按一按你的鼻尖，那是平脈鼓動時力

量的大小程度（軟硬度）。而正常脈象也會隨人體內外因素的影響而有

相對應的生理性變化，其影響的原因可能有：四季氣候、地理環境、性

別、年齡、體格、情志、勞役及飲食等。

常見的病脈

浮脈及沉脈是指脈位，浮而有力表示症狀偏表症，例如感冒，浮而

無力表示體內氣血陰陽諸虛；脈位偏沉表示症狀偏裏症，沉而有力表示

有實證，沉而無力表示有虛症。遲脈及數脈是指脈的跳動頻率，比正常

頻率還慢的，即可以歸為遲脈，遲脈通常與寒有關連；比正常頻率還快

的，即可以歸為數脈，數脈通常與熱有關聯。滑脈的指感像摸念珠，通

常與痰及懷孕相關；弦脈是指脈的緊張度，脈位偏浮跟外感風寒有關，

脈位偏沉與疼痛有關。

門診偶爾會有病人二話不說，坐下來也不說哪裡不適，手就伸出來

，就要醫師把脈，要注意把脈只是中醫四診中的其中之一，把脈的目的

是了解體內的變化，而不是算命。醫師還是要先跟病人問診，先知道其

不舒服的症狀，疾病的嚴重度時間長短，以及是否有在服用其他藥物等

，做進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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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湘怡 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內兒科 總醫師

專長：
呼吸胸腔、心血管疾病、腸胃道疾病、腫
瘤輔助治療、體質調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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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西洋參
前言：
近日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民眾多希望透過中藥材增強免疫力。人參
主要功效為補氣養身，增強免疫力。《神農本草經》提到：「主補
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久
服，輕身延年。」西洋參除了擁有補氣的功效之外，其性偏寒，為
「涼補」，較適合體虛但兼有火氣熱症的民眾服用。在中醫古書中
已有相關的記載，如《醫學衷中參西錄》：「西洋參性涼而補，凡
欲用人參而不受人參之溫補者，皆可以此代之」。
品種來源：
西洋參為五加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西洋參 (Panax quinquefolium L.) 
的根。主產於美國、加拿大及法國，故又名「花旗參」，我國亦有
栽培。於秋季採挖生長3～6年的根。除去分枝、須尾，曬乾。噴水
濕潤，撞去外皮，再用硫黃熏之，曬乾後，稱「光西洋參」，挖起
後即連皮曬乾或烘乾者，稱「原皮西洋參」。切片入藥。
形狀：
呈紡錘形、圓柱形或圓錐形。表面淺黃褐色或黃白色，可見橫向環
紋及線狀皮孔，並有細密淺縱皺紋及鬚根痕。主根中下部有一至數
條側根；多已折斷。以條均勻、質硬、表面橫紋緊密、氣濃清香者
為佳。
性味歸經：
味微苦、甘。性寒。歸心、肺、腎經。
用法用量：
另煎兌服，3～6g。亦可切片泡水服用。
功效與主治：
補氣養陰，清火生津。
1.用於陰虛火旺的喘咳痰血證。
2.用於熱病氣陰兩傷，煩倦，口渴。 圖片攝於桃園長庚醫院中藥局

藥理機轉:
西洋參的根所含的皂甙對中樞神經系統可產生抑制作用，以及抗缺
氧、抗疲勞、抗心律失常、抗心肌缺血、抗心肌氧化、增加心肌收
縮力、止血、抗利尿、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凝固等作用。對
糖尿病患者亦有調節血糖作用。
使用禁忌:
對於體質偏寒、孕婦或哺乳中的女性、以及對雌激素敏感疾病患者(
如乳腺癌、子宮癌、卵巢癌、子宮內膜異位症或子宮肌瘤)較不適合
服用。
參考資料: 中藥材圖像數據庫、醫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