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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叮嚀-冬病夏治三伏貼

鼻過敏、氣喘、慢性咳嗽、異位性皮膚炎和蕁麻疹好發於冬季。中醫師建議除了冬季發作

時進行治療外，在一年陽氣最盛時搭配『三伏貼』扶助正氣，可有效預防冬日舊疾復發。

『三伏貼』源自清代張潞的張氏醫通：『諸氣門下‧喘。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未有

不應。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塗法往往獲效。方用白芥子淨末一兩、延胡索一兩，甘遂、細辛各

半兩，共為細末入半錢，杵勻，薑汁調塗肺俞、膏肓、百勞等穴，塗後麻冒疼痛，切勿便去，

候三柱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塗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結合經絡、中藥與節氣，以

溫散與免疫調節藥物敷貼於特定穴位上，達到治病與防病的效果。除了古籍記載，現代研究亦

發表於國外期刊證明三伏貼確實可以改善過敏性鼻炎、氣喘的病情與減少發作。一般建議連續

敷貼三年以上，可以達到明顯療效。

三伏日是指夏至以後的第三個庚日(初伏)、第四個庚日(中伏)和立秋以後的第一個庚日(末

伏)，此時是調理陽氣的最佳時機。107年的三伏日為7月17日(星期二)、7月27日(星期五)、8月

16日(星期四)。家中有過敏性鼻炎或氣喘困擾的患者，可把握夏日至合格的中醫院所進行敷貼

治療，以有效的預防疾病的發作。

醫務櫥窗
癌症患者西醫住院中醫輔助醫療計畫及癌症患者中醫門診延長照護計畫：

希望透過中西醫結合的治療方式，將腫瘤患者經手術、放化療後常出現的腸胃不適、眩暈

、落髮，以及療程中常出現的口亁、口腔潰瘍、便秘、腹瀉、張口困難等症狀減輕到最低，讓

患者能順利完成整個西醫療程，發揮最大療效；尤其對末期患者所出現的惡病質，諸如體重減

輕，食慾不振，精神萎靡等不適，以及癌性疼痛問題，透過中醫的體質調理，提升患者的生活

品質。

大陸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參訪團



一般正常人的肝臟內所含有的脂肪，約佔肝臟重量約4~7%，

當肝臟細胞的脂肪含量超過肝臟重量10%以上時，即為脂肪肝。脂

肪肝是脂肪聚積於肝臟細胞的一種狀態，也就是一般民眾所說的

粉肝或肝包油。根據統計，國人脂肪肝的盛行率約在25~33% 之間

，超過B型肝炎(15~20%)與C型肝炎(2~6%)。

脂肪肝常見的原因如下：

1.肥胖：攝取過多的營養及熱量，加上運動量不足，就會容易導

致肥胖。身體無法消耗攝取的過多熱量，自然會轉化成脂肪，

囤積在肝臟與脂肪組織之中。台灣地區的脂肪肝多半肇因於肥

胖。

2.血脂肪過高：血脂肪俗稱「血油」，所指就是血液中的油性物

質，包括三酸甘油酯和膽固醇。血脂肪代謝異常會引起脂肪肝

。根據研究顯示，脂肪肝與中性脂肪代謝異常的相關性較高，

尤其是血清三酸甘油脂大於正常上限2倍以上的病人。

3.糖尿病：糖尿病是因為胰島素分泌或是作用上有缺陷而導致高

血糖的一種代謝性疾病。全身血糖代謝異常，會影響肝臟內脂

肪代謝，因而形成脂肪肝。如果糖尿病控制不佳且明顯肥胖時

，脂肪肝炎合併嚴重肝纖維化或肝硬化的機會就會增加。

4.飲酒：長期酗酒可能會導致急性或慢性脂肪肝炎、脂肪肝炎合

併肝纖維化、脂肪肝炎合併肝硬化、甚至肝硬化後產生肝癌。

酗酒病人若合併慢性B型或C型肝炎病毒感染，可以加重及加速

肝臟的惡化。即使是正常人，在短期內的大量飲酒，也會產生

脂肪肝。

5.慢性C型肝炎：根據研究，C型肝炎病毒所製造的蛋白質，會導

致肝臟細胞脂肪代謝異常，進而形成脂肪肝。由於慢性C型肝炎

病毒感染與脂肪肝均有可能導致肝功能的異常進而產生併發症

，因此治療慢性C型肝炎可以改善肝功能以及脂肪肝。

6.藥物：目前已知至少有數十種藥物會引起脂肪肝或是脂肪肝炎

，包括賀爾蒙類藥物 (類固醇、女性賀爾蒙)、巴比妥類鎮定劑

、化學治療藥物、抗愛滋病藥物、及心臟科藥物等。

7.其他：甲狀腺機能亢進、高尿酸血症、庫欣氏症候群、先天性

代謝疾病、消化道繞道手術或廣泛性腸切除手術、環境毒素、

斷食或快速減重、全靜脈營養、發炎性大腸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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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昆壕 醫師檔案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內兒科 科主任

專長：胃腸肝膽疾病、消化性潰瘍、胃食

道逆流疾病、內分泌疾病、糖尿病

、皮膚疾病、蕁麻疹、濕疹、異位

性皮膚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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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大多數的脂肪肝診斷均可藉由腹部超音波檢查而獲得，診斷

準確率可高達97%。脂肪肝若合併有肝細胞壞死及發炎細胞的現象則稱

為脂肪肝炎，若合併肝臟內纖維組織的增生則稱為脂肪性肝纖維化、

甚至是脂肪性肝硬化。

根據國外研究顯示，脂肪肝病患中大約有10%被診斷為脂肪肝炎，

這些病患若沒有將引發的因子適時加以去除(例如持續酗酒、體重控制

不佳、糖尿病或高血脂控制不良、持續使用可疑藥物等)則可能進展為

嚴重肝炎、肝纖維化、肝硬化、甚至肝癌。大多數脂肪肝患者是屬於

單純脂肪肝，長期預後相當良好，但是也會有演變成脂肪肝炎或肝硬

化的潛在危險，因此所有的脂肪肝都應該追蹤及治療。

目前尚無任何西藥可以有效治療脂肪肝。大多數的脂肪肝患者都

其個別原因，運用各種不同的治療模式矯正其病因，通常可以改善脂

肪肝病情。

中醫認為脂肪肝的成因，是由於飲食失調、勞逸過度、先天不足

等原因，致使肝氣鬱滯、脾失健運、濕濁內生、氣滯血瘀，鬱積於肝

而發為脂肪肝。根據臨床試驗研究顯示，用中醫藥治療可以有效改善

脂肪肝。門診中也可以見到脂肪肝病患，經過飲食生活作習調整與耐

心服用中藥11個月後，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 BMI)與脂肪

肝程度獲得明顯改善。

脂肪肝是一種相當常見的疾病，大多數病患經過多年的追蹤後，

肝臟功能並無太大的變化，只有少數脂肪性肝炎會有進行性肝病。脂

肪肝本身是一種現象或是警訊，具有多種形成原因，必須針對各種不

同病因進行治療，才能改善脂肪肝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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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觀書有感》：「昨夜江邊春水生，艨艟巨艦一毛輕。

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能吃、能睡、能拉是人類健康最基本的三件事，但現代人

精神壓力大、生活步調快、缺少運動、飲食不均衡，影響消化功

能，往往締結了「不解之緣」。

大便的形成，主要是飲食進

入脾胃，將食物轉化為養分，而

剩下未完全分解的食物進入小腸

，將食物分為清與濁，濁的渣籽

進入大腸，水分和營養被吸收後

，糟粕形成糞便，經肛門排出。

而理想中的大便，應該每天一至

二次，深褐色，成形且呈粗條狀

，不軟散不乾硬，不黏，有排淨

感。

如果出現排便週期延長、糞質乾結、排便不暢快，便可稱作

便祕。便祕的併發症繁多，如果排便費力，肛門內壓力增加，則

易引發痔瘡、肛裂、出血；如果腸道蠕動失常，可導致胃口減退

、脹氣；或是糞便乾結在裡，向後推擠到脊椎，便容易腰背痠痛

、下肢痠麻痛無力；甚至其餘諸如痘瘡、煩躁、口乾、口臭、失

眠、血壓控制不良，這些俗稱「上火」的症候，皆可能與便秘相

關。

便秘的原因，需考慮到攝入的液體（水分）、固體（纖維）

，情緒壓力的波動，腸胃蠕動的能力（運動），診察上也可以參

考腹診，望腹直肌、切皮膚的溫度及張力、扣鼓音等來確認虛實

，以選擇藥物。

~6~

向
來
枉
費
推
移
力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中
醫
內
兒
科

主
治
醫
師

蔡
佩
儒
醫
師

實 虛

脾胃：飲、食
肝：情緒、壓力
肺、大腸：感冒

大黃、枳實、
厚朴

陰/陽/氣/血
過勞、年老、
久病

氣：白朮
血：白芍、

當歸
陰：生地、

麥冬
陽：附子



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內兒科 主治醫師

專長：自律神經失調、失眠、情志病、

胃腸道相關疾病

治療原則為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辨別虛實寒熱後給予針

對性的處方。若是進食困難，可考慮使用塞劑【蜜煎方】：把蜂蜜

放在銅器裡用小火煎，一直攪動避免燒焦，直到質地可以塑形，趁

熱將其作成三角錐狀，如小指大小。要使用時直接從肛門口塞入。

在日常保養上，須注意飲食的內容，宜新鮮、簡單、多變，少

糖、少油、少鹽；忌過度寒涼及燥熱的飲食，像是冰品、生食、油

、烤、炸、辣、煎、酒。值得一提的是水果也算是生食的一種，身

體為了讓生食腐熟，會延長腸胃道的消化時間，或是增加消化所需

的能量，使虛者愈虛，熱者愈熱，故理論上水果在身體的利用率上

不好，並不是一個可以無限量多食的食品。

此外，沿著大腸的解剖結構方向，

於腹部上順時針按摩，可以加強腸道蠕

動；或是腹部上的穴位，如中脘（臍上

4吋）、天樞（臍旁2吋）、大橫（乳中

線上，臍旁4吋），都是不錯的選擇。

總而言之，發生便秘時，可以先檢

視自己的生活，包含飲食、情緒、作息

、運動，再尋求藥物的幫助，相信在調

整過後，可以真正達到「向來枉費推移

力，此日中流自在行」。

蔡佩儒 醫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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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煎方】

食蜜七合。上一味，於銅器內，微火煎，膏須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

著，欲可丸，並手撚作挺，令頭銳，大如指，長二寸許。當熱時急作，

冷則硬。以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一位垂頭喪氣的伯伯由女兒陪同進到診間，女兒覺得父親這一年

來時常忘東忘西，而且會反覆問同樣的問題，以前喜歡和朋友出去爬

山聊天，但最近卻只想待在家，還時常對家人發脾氣，晚上也時常睡

不著而在屋裡走來走去。去醫院檢查才發現父親得了阿茲海默症。

阿茲海默症為失智症中最常見的類型，為一種腦部神經退化所引

起的疾病，其他造成失智症的原因包含額顳葉型失智、路易體失智、

血管性失智及其他因素導致之失智。

及早發現失智症－警訊症狀評估

認知功能減退，包括：記憶力減退、言語或書寫溝通能力減弱、

判斷力下降、處理事情能力減弱，無法勝任原本熟悉之事務、分不清

白天夜晚、迷路、困難理解視覺影像和空間之關係、物品擺放錯亂且

失去尋找能力。

精神行為及情緒異常，包括個性改變、憂鬱、冷漠、焦慮、妄想

、幻覺、激動或攻擊行為、睡眠障礙、飲食行為障礙、退出社交圈。

中醫文獻記載

中醫古代文獻中沒有「失智」的病名，根據臨床症狀將其歸為「

神病」，若有激動、狂躁、抑鬱、睡眠障礙等症狀則歸為「癲狂」、

「鬱證」、「不寐」等範疇。中醫基本病機總屬陰陽失調，以脾腎虧

虛為本，痰瘀互結為標。

「癲狂」主要表現為易怒、狂言叫駡、聲高氣粗、舌紅苔黃、脈

弦數；「鬱證」主要表現為表情淡漠、精神抑鬱、沉默癡呆、食少、

腹脹、氣短乏力，舌淡苔白膩、脈濡滑；「不寐」主要表現為淺眠、

心煩不易入睡、入睡困難或醒後難以再入睡，頭暈耳鳴，舌紅少苔，

脈細數。

中醫如何改善失智症之精神行為症狀

失智症患者出現的症狀中，以精神行為症狀是造成患者生活品質

下降，增加照顧者負擔及帶來痛苦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患者就診的

常見原因。精神行為症狀，是指失智患者經常出現包括紊亂的思維內

容、心境或行為、知覺等症狀。臨床上主要表現為幻覺、妄想、人格

障礙、焦慮、情緒激動、憂鬱等症狀。

憂鬱是失智症中期很常見的症狀，臨床會以如心情不好、易哭泣

、沮喪、覺得自己沒有用、自責生病拖累家人等為表現，這些症狀可

能會使患者對於各項事情變得更加退縮，社交能力與認知功能會下降

得更快，故也是需要積極處理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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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玟 醫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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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庚紀念醫院 中醫內兒科 總醫師

專長：自律神經失調、腦神經衰弱、睡眠障

礙、皮膚疾患(蕁麻疹、異位性皮膚炎

、乾癬)、胃腸功能失調、過敏性鼻炎

中藥對於失智患者的憂鬱症狀目前研究指出，在服用抗失智症西

藥外，再加入中藥「人參養榮湯」，可緩解憂鬱症狀，並降低失智症

的嚴重程度。人參養榮湯兼具補養氣血與寧心安神的效果，適應症如

形體消瘦、精神疲倦、易受驚嚇等，可嘗試以中藥來緩解這些問題。

焦慮與激動也是失智症中期很常見的症狀，雖其發生的主因是腦

部退化，但其他因素也可能會加重表現，如身體的各種疼痛、睡眠不

足或睡眠品質不佳、環境吵雜、大小便無法控制、感到孤單沮喪等。

目前中醫研究使用抑肝散來改善患者焦慮、激動、情緒不穩定等症狀

表現有一定的效果，也能降低幻覺和妄想的嚴重程度，及改善睡眠的

問題。

針灸與穴位按摩對於改善患者的精神行為症狀及穩定情緒皆有一

定幫助。平時可以手指輕輕按摩以下穴位：

如
果
有
一
天
我
忘
記
了
你

│
談
中
醫
改
善
失
智
症
之
精
神
行
為
症
狀

1.百會穴：位於頭頂正中間，約兩耳

尖直上的位置，可改善患者的認知

能力障礙。

2.四神聰：距離百會穴前後左右各一

吋的4個穴道，可協助延緩認知功

能退化。

3.神庭穴：位在頭部前額正中線距離

前髮際後0.5吋處，有安定神經、

改善緊繃的情緒。

理解失智症發生的原因及症狀，關懷照護失智者，減輕照護者的

負擔，讓中醫師一起協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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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名稱：生薑

來源：薑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薑的根莖

性味：辛，溫。歸經：肺、脾、胃

功效：發汗解表，溫中止嘔，溫肺止咳。

主治：

1.用於風寒感冒。本品能發汗解表，祛風散寒

，但作用較弱，故適用於風寒感冒輕證，可

單煎加紅糖服，或配蔥白煎服，或加入其他

辛溫解表劑中，作輔藥使用，以增發汗解表

之力，如桂枝湯等方劑中均有本品。

2.用於胃寒嘔吐。本品溫胃散寒，和中降逆，止嘔功良，故有「嘔家聖

藥」之稱，畏寒嘔吐者，配半夏，即小半夏湯；若胃熱嘔吐者，可

配黃連、竹茹等同用。某些止嘔藥用薑汁製過，能增強止嘔作用，

如薑半夏、薑竹茹等。

3.用於風寒咳嗽。辛溫發散，能溫肺散寒化痰止嘔，故可用治風寒客肺

，痰多咳嗽，惡寒頭痛者，每與杏仁、紫蘇、陳皮、半夏等藥同用

，如杏蘇二陳湯。

4.此外，生薑能解半夏、天南星及魚蟹毒。

用法用量：煎服，3～10g，或搗汁服。

注意禁忌：本品傷陰助火，故陰虛內熱者忌服。

附藥說明：

1.生薑皮：為生薑根莖切下的外表皮。性味辛，涼。功能和脾行水消腫

，主要用於水腫，小便不利。煎服，3～10g。

2.生薑汁：用生薑搗汁入藥。功同生薑，但偏於開痰止嘔，便於臨床應

急服用。如遇南星、半夏中毒的喉舌麻木腫痛，或嘔逆不止、難以

下食者，可取汁沖服，易于入喉；也可配竹瀝，餵服或鼻飼給藥，

治中風痰熱神昏者。用量3～10滴，沖服。

資料來源：1.醫砭-生薑 2.網路圖片：台灣好食材Foo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