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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的叮嚀 

  時過十二月，天氣轉冷，各種呼吸道疾患也跟著增加，尤其在過敏性鼻炎、氣喘、慢性

咳嗽等，於天氣轉換及天氣寒冷時更加容易好發，呼吸道相關疾病應加以注意控制，以免惡

化而更加嚴重。近年在中醫處理呼吸道疾患上，有流行夏季『三伏貼』和冬季『三九貼』，

它是配合節氣，於背部的肺俞相關穴位上以白芥子、細辛、甘遂等中藥材組成的藥物加以敷

貼數小時，以逹溫肺助陽，能幫助相關疾患的症狀改善，以今年（2014）為例，冬至為12月

22日，因此三九天分別為12月31日，以及2015年的1月9日和1月18日，於冬至過後天氣寒冷，

陽氣更弱的時節，亦都是三九貼的適當時機，若能配合三九貼與中藥適時的調理，更能有效

控制呼吸道相關的疾患，讓今年的冬季不再擔心。 

醫務櫥窗 
※中醫養生健康中心是以接受過專業醫療訓練之醫師、護理人員及藥師，結合中西醫醫學、 

 傳統草本及SPA，設計出個人的健康療程，透過中藥藥草浴、經絡穴位按摩、植物精油按摩 

 、藥泥護膚、中醫五行音樂治療等療程，來達到舒緩民眾身心及改善生活品質之健康促進 

 中心。為忙碌的現代人提供可以放鬆心情、疏解壓力及養生抗衰老的一個好地方。 

※中醫病房正式啓用後，我們以擁有中西醫執照、專科醫師資格的醫師群及受過中醫護理訓 

  練的護理師合力為病患服務。目前收治住院服務疾病項目包括： 

  1.腫瘤術後及放射治療體質調養  2.中風          3.椎間盤突出症 4.閉鎖性骨折 

 5.僵直性脊椎炎        6.退化性關節炎 7.小兒氣喘   8.膝關節手術後調養 



前言 

  天氣轉涼，日夜溫差大，鼻子容易過敏的人在這個季節特別

容易有許多不適的症狀，家長們也一定會發現小朋友早晨起床又

是打噴嚏，又是流鼻水的…令人心疼，又不知該怎麼辦？除了西

醫常規治療外，不妨諮詢中醫師建議，從體質上調理，再搭配日

常生活飲食及穴位按摩，可以減少過敏發作頻率及嚴重程度。 

什麼是過敏性鼻炎？ 

  通常過敏性鼻炎患者常會有一陣鼻子癢，眼睛癢，連續打噴

嚏，鼻水直流，鼻塞，或因鼻涕倒流而誘發咳嗽、喉嚨有痰，特

別是在遇冷空氣、溫差變化大時症狀明顯，更甚進一步因鼻塞、

鼻涕倒流，影響睡眠品質、嗅覺、胃口等問題，還會疲倦、頭痛

、頭暈、注意力不集中、記憶力減退，或因抵抗力降低而易發感

冒或併發鼻竇炎、中耳炎等。 

鼻過敏的原因 

1.主要是過敏性體質加上與過敏原接觸所引起，在台灣最常見的 

 是塵蟎，特別是因臺灣地處亞熱帶，溫度與溼度都相當適合塵 

 蟎的生長，其他如屋塵、黴菌、花粉、動物的毛髮等，都有可 

 能引起鼻子過敏的反應。此外冰品、牛奶、蛋、肉類、海鮮也 

 是過敏原。 

2.自律神經失調，誘發副交感神經反射，造成血管通透性改變， 

 產生過敏症狀，如：突來遇到冷空氣、溫差變化大、情緒精神 

 的改變、特殊氣味等，都會增加副交感神經的活性而使症狀惡 

 化。 

中醫觀點 

  過敏性鼻炎近似中醫所謂「鼻鼽」或「鼽嚏」的範疇，認為

本病主要是因臟腑功能失調，肺、脾、腎三臟虛損，加上外邪(主

要是風寒之邪)侵襲鼻竅所致。特別是因正氣虛弱易造成免疫力降

低，衛外不固，易受外界風寒之邪影響，導致過敏性鼻炎發作頻

率增加。 

治療原則 

  疾病的型態表現是辨別疾病及病患本質重要因素，依據這些

證候，包含舌脈象、咳聲、鼻涕及痰的顏色質地等，來區分寒熱

虛實，再選擇用藥治療。臨床治療上，常分為發作期及緩解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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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醫師 

 專長：中醫體質調理，婦兒科疾病調理， 

    一般內科疾病，慢性疾患調理， 

    急慢性筋骨疼痛症 

行治療。發作期攻邪治其標，屬標者有風寒型、風熱型，緩解期扶正

治其本，屬本者有肺、脾、腎虛型。然台灣臨床常見為陰虛肝肺熱型

，小兒多屬脾肺氣虛型，年長者及反覆發作則以腎虛型居多。 

預防與保健 

1.規律生活，適量的運動能增強免疫力，如慢跑、游泳、氣功太極、 

 爬山、有氧舞蹈等。 

2.注意居家環境衛生宜保持清潔、乾淨、明亮、乾燥、通風舒適；被 

 單、枕頭套、窗帘、地毯要勤換洗，以減少黴菌、塵蟎等過敏源。 

3.注意觀察尋找誘因，發現易發因素，應盡量去除或避免之。 

4.應避免生冷飲料、蔬果或油膩、魚蝦等腥葷之物；忌食辛辣、燥熱 

 、燒烤或油炸等刺激類食物。 

穴位按摩 

  鼻過敏患者可每日指壓按摩風池、合谷、迎香及鼻通等穴位，特

別是在每晚睡前及早晨起床前。主要通過鼻部按摩，疏經面部經絡，

促進氣血暢通，以達到宣泄邪氣，通利鼻竅的作用。 

小結 

  中醫長於調整體質，針對不同類型的過敏性鼻炎患者，根據辨證

論治後，選擇適當治療方式，確實是可以減少本病發作頻率及嚴重程

度。此外，冬季三九天或夏季三伏天之穴位貼敷，對過敏性體質患者

的症狀及免疫功能亦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與幫助，故若能把握時機治療

及調理，必能遠離病魔的糾纏。 

楊佩蓉 醫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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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美的爺爺今年82歲了，獨自一人住在眷村旁老家，幾十

年來習慣了生活圈，早上去教堂做禮拜，下午到社區公園與老友

們閒話家常，三餐與生活瑣事可以自理，可是近來說話有些顛三

倒四，或是忘了回家的路，最近更是變得不愛說話，連原本最愛

的園藝活兒都不做了，讓兒女們擔心不已.....」 

  這樣的故事也許正在我們身邊發生，隨著台灣人口結構已邁

入高齡化時代，在老年人的各種慢性疾病中，讓家人感到極大困

擾及負擔的疾病之一便是老年失智症。罹患失智症的老人家，不

論是在生理或心理方面，皆會變得相當不穩定，不僅病患本身不

舒服，照料他的家人更是不好受，對於未來的茫然，更是壓得照

顧者喘不過氣。 

一、失智症的患者會有那些轉變呢? 

  如果家中長輩有出現以下這些情形，請不要當作是正常老化

的表現，也許就是失智症的前兆： 

1.失去短期記憶，影響自我照顧能力。 

2.無法勝任原本熟悉的事務。 

3.語言表達或理解有困難。 

4.對人物、時間及方位感到混亂。 

5.判斷力減弱。 

6.隨處亂放東西。 

7.情緒與個性轉變。 

8.失去做事的主動性。 

二、中醫怎麼看待失智的表現呢？ 

  中醫認為大腦生發人的精神、智慧，腦髓充足時人才能神清

氣靈；反之，若髓海空虛，則神情呆滯、反應遲鈍，當氣血虧虛

、陰陽失調，髓海得不到濡養又加上外在的各種危險因子使得痰

濁、瘀血等等阻滯則造成了失智症的發生。 

三、中醫怎麼介入失智症的治療呢？ 

  依不同患者體質、發病原因與病程長短的不同，除了記憶力

減退之外，往往會有兼夾多種臨床的差異表現，依據中醫「辯證

論治」的精神來決定治療的方式與原則，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分

類： 

肝腎陰虧型：該類患者症狀表現為神情呆滯、沉默寡言、頭暈目

眩、耳鳴、耳聾、腰酸腿軟、形體消瘦、面紅盜汗、舌紅且苔少

，脈象細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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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腎不足型：該類患者症狀表現為表情呆滯，認知能力、計算能力

明顯減退或喪失，沉默少言，表達能力減退，說話不清楚，會流口

水，四肢冰冷，舌白且舌苔少，脈象細沉。 

髓海不足型：該類患者症狀表現為頭暈目眩，記憶力減退，懶惰、

喜歡躺著，腰膝酸軟，夜眠多夢，舌苔薄，脈象細沉。 

痰濁阻竅型：該類患者表現為表情呆滯，少言或自言自語，偶爾哭

笑無常，無胃口或口中多唾液，脘腹痞滿不適，舌質淡，舌苔厚膩。 

瘀血內阻型：主要症狀是雙眼無神，容易驚恐，言語不利，可見到

皮膚粗糙、乾燥，舌質暗紫或有瘀斑，苔少，脈細澀。  

  此外，除了中藥的使用，在治療上也可配合針灸，期待達到

「雙管齊下」的效果，臨床常使用的穴道包括：百會、四神聰、脾

俞、腎俞、足三里、三陰交、太沖、太溪、脾俞、肝俞、豐隆、神

門、大陵、大陵等穴。 

四、要如何預防失智症上身呢？ 

◇避免患上腦血管病，預防及控制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及中風。 

◇建立健康的生活習慣，選擇低糖、低鹽、低油、高維生素、高蛋 

 白質的食物，並保持均衡飲食。 

◇恆常運動，而且要避免吸煙及酗酒。 

◇保持多姿多采的生活，維持社交生活，多與人接觸，培養健康的 

 嗜好及個人興趣，讓腦部有更多刺激。 

◇ 避免頭部外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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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醫師 

專長：下背痛、骨質疏鬆、扭挫傷、退化性關節

炎及各種肢體痠麻、呼吸道與腸胃道疾患，睡眠

問題、內分泌與新陳代謝功能調整、體質調理 

朱世盟 醫師檔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 ★ 
下午 ★ ★ 



  四季輪迭，時序即將轉入冬天，中醫師建議怎麼來做冬日養

生呢？以下從中醫養生觀出發，教大家如何選擇適合的養生藥膳

與長壽穴位保健按摩。 

一、中醫養生強調順天守勢。 

  中醫強調人體與大自然的節律的相呼應，宇宙萬物隨著晝夜

四季運行，而有「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人也不例外。中

醫古籍《黃帝內經》即提出「四季養生，順天守勢，天人合一」

的原則，冬天萬物生機閉藏，草木凋零，人體正是陽氣潛藏，陰

氣轉盛之際，因此冬天要「養精蓄銳」，保養精氣、強身健體，

才能延年益壽。五臟之中，腎主藏精，為先天之本，生命之根，

腎氣決定人先天稟賦的強弱，關係正氣盛衰，而冬季正是養「腎

」的好時機。 

  冬日的起居生活建議「早睡晚起」，以避寒就溫，顧護陽氣

。可避免低溫冷空氣引發呼吸道疾病，也可避免因嚴寒刺激導致

的心腦血管疾病。同時，充足的睡眠還有利於人體的體力恢復和

免疫功能的增強，有益於預防疾病。 

二、藥膳進補要慎選。 

  食物有四性（寒、熱、溫、涼），五味（酸、苦、甘、辛、

鹹），人體狀態有寒、熱、虛、實之不同，怎樣選擇適合的藥膳

呢？ 

  體質偏虛性、寒性之人，臨床上常見有：怕冷、怕吹風、精

神差、經常手足冰冷、較喜歡喝熱湯、熱飲、唇色偏淡，面色蒼

白、舌色淡紅，舌苔白、脈較無力等，此類體質比較適合溫熱性

、滋補性的食物。而體質偏實證、熱證之人，臨床則多見有：怕

熱、喜歡喝冷飲冰品、容易口乾舌燥、面紅耳赤、舌色偏紅且有

黃苔，口苦口臭、便祕，小便黃等，此一體質類型則較不適合再

多吃溫熱性食物。中醫強調根據個人體質作適度的膳食保養，因

此，冬令進補適合於體質較為虛損、偏寒之人。其中，需注意進

補應適度，若脾胃功能不佳，則先需調理脾胃；若有感冒症狀，

則暫不宜進補，需待外感邪氣除盡方可。 

冬日藥膳方面，提供簡易食譜： 

【當歸生薑羊肉湯】 

（1）食材：當歸9克、生薑15克，羊肉50克。(可依比例增減) 

（2）作法：羊肉切塊，生薑切片，加水適量，燉熟後食用。 

（3）功效：溫中補虛，溫陽散寒的功效。適用於陽虛證，見有惡 

   風怕冷、四肢容易冰冷、容易感冒、面色淡白、腹痛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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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我穴位保健按摩 

  自我穴位按壓是一個很方便實用的保健方式，根據中醫經脈穴道

之理論，藉由穴位按壓而能緩解疼痛、促進血液循環、強化生理機能

、提高免疫力，進而達到養生的目的。在這裡介紹三個長壽穴： 

（1）合谷：四總穴之一，口訣：「面口合谷收」。位置在第一、二

掌骨之間，偏食指靠中間的部位。主治：面部與牙齒疼痛、耳聾、眼

睛酸痛、肩胛神經痛、皮膚搔癢、呼吸困難、失眠、神經衰弱等。 

（2）足三里：四總穴之一，口訣：「肚腹三里留」。位置在外膝眼

下四橫指、脛骨邊緣。具有補中益氣、健脾和胃、通腸導滯之效，只

要是胃腸的問題，都可以從這個穴位來治療。 

（3）三陰交：正所謂「婦科三陰交」，此穴由十二經絡中的三條陰

經：肝經、脾經、腎經所交會而成，因此對於婦科問題、消化系統的

問題、生殖、肝機能問題都有幫助。位置在內踝沿脛骨後緣上行三寸

，約四指寬處。 

 

 

 

 

 

 

 
 

   合谷穴       足三里       三陰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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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醫師 

 專長：腫瘤癌症中醫輔助治療、胃腸疾病、

高血壓、糖尿病、失眠、急慢性疼痛症、女性

痛經、月經不調、不孕、產後調理、小兒過敏、

小兒發育調理、中風後遺症、中醫保健養生 

陳毓容 醫師檔案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 
下午 ★ ★ 



  頭痛是門診常見的主訴之一，幾乎每個成年人或多或少都有

曾經頭痛的經驗，根據統計，慢性頭痛在台灣的盛行率約 3.2%，

而有慢性頭痛中有 90% 屬於壓力性頭痛及偏頭痛，其中又以壓力

性頭痛最為常見。緊張型頭痛的患者分布在各個年齡層，男女比

例差不多。雖然這類的頭痛通常不會危及性命，但卻對於生活品

質有很大的影響。除了使用止痛藥及肌肉鬆弛劑之外，中醫的針

灸療法也可改善壓力性頭痛的程度及發作頻率。 

  常見症狀：在頭部兩側前額太陽穴處、後頸部或頭頂出現緊 

  繃、脹痛感，像套上孫悟空的緊箍咒一般。 

  原因：肌肉過度緊張收縮所引起的疼痛。 

常用於壓力性頭痛的針刺穴位如下： 

風池穴：在項部，位於枕骨下局部凹陷處。 

率谷穴：耳尖直上1.5寸。 

肩井穴：位於肩部，在大椎穴至肩峰的中點（即頸椎到肩膀的中 

    間點）。 

合谷穴：位於手背處，拇食指夾緊，肌肉隆突處。 

列缺穴：兩手虎口交叉相握，此時左手食指是在右腕的背部，食 

    指尖下即穴位點。 

太衝穴：位於腳背，在第一腳指骨與第二腳指骨結合處上方的凹 

    陷中。 

以上穴位也可在家自行局部按壓以舒緩疼痛狀況。 

  除了在壓力性頭痛的發作期間以內服藥、針灸等緩解疼痛之

外，病患在平常頭痛尚未發生時特別留意可能會誘發疼痛的原因

，以減少頭痛發生頻率，如下列幾點： 

保持良好姿勢 

  現代人長時間使用電腦易有前傾的狀況，易引起頸肩背部肌

肉的緊繃。因此要提醒自己隨時抬頭挺胸，避免頭部前傾的姿勢

。桌椅高度是否能配合自己的體形。另外，最好避免長時間坐在

電腦桌前，並且注意電腦銀幕的高度是否與眼部呈水平，每隔30 

嘉
義
長
庚
紀
念
醫
院
中
醫
科   

林
英
潔
醫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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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義長庚醫院中醫科醫師 

 專長：體質調理、咳嗽、腸胃道疾病、 

    慢性頭痛、顏面神經麻痹、 

    肩頸酸痛、網球肘、下背痛  

月經不調、痛經、白帶 

分鐘就起身活動一下，不僅提振精神，也可讓肌肉休息。 

伸展拉筋及運動 

  每天進行全身的伸展拉筋，特別加強頸、肩、背部，讓肌肉適度

伸展以防止過度的緊張收縮，每個動作維持至少15秒以達到拉筋的效

果。運動可放鬆全身肌肉並改善血液循環，可讓頸肩背部肌肉不會一

直處於過度緊張收縮的狀態。配合睡前的熱水澡或局部熱敷肩頸背部

，以達到放鬆肌肉的效果。 

放鬆心情 

  人在焦慮及緊繃時，會不自主地咬緊嘴巴以及聳肩，此時頭面部

及肩頸背部的肌肉會因此過度收縮而引起壓力性頭痛。 

矯正視力及咬合不正 

  視力不良的人常為了看更清楚而不由自地出力引起眼部周圍肌肉

以及頭頸肩背部肌肉疼勞，進而誘發壓力性頭痛；咬合不良也會造成

頭部兩側肌肉過度使用而導致緊張型頭痛，因此，由於牙齒排列不正

或各個因素造成缺牙引起的咬合不良也應該積極治療。 

  慢性頭痛的患者經診斷為壓力性頭痛而想要使用中醫治療者，由

於每個人的體質特性都不一樣，該使用哪些治療方法才適合個人體質

需要專業判斷，應找合格的中醫師做進一步的診查及治療。另外，除

了醫師的治療之外，患者自身的生活習慣也需要配合調整才能達到最

佳的治療效果。 

林英潔 醫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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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上午 ★ ★ 

下午 ★ 



名稱：女貞子 

來源：始載於《神農本草經》。  

   為木犀科常綠喬木植物 

   女貞的乾燥成熟果實。 

性味：甘、苦，涼。 

歸經：歸肝、腎經。 

功效：滋補肝腎，烏鬚明目。。 

主治：頭暈目眩，腰膝酸軟，遺精耳鳴，鬚髮早白，骨蒸勞熱， 

   目暗不明。 

用量用法：水煎服、10～20 g。或入丸、散。外用熬膏點眼。 

使用注意：脾胃虛寒泄瀉者忌用。 

藥理研究： 

1.對免疫功能的影響：可增強非特異性免疫功能，並對抗皮質類固醇 

 的免疫抑制作用。可增強體液免疫功能，並對異常的免疫功能具有 

 雙向調節作用。可促進淋巴細胞對植物血凝素的應答，對T淋巴細 

 胞具有促進作用。 

2.其他作用：本品及其有效成分還具有抗腫瘤、升高白細胞、抗衰老、 

 保肝、抗炎、抗血小板聚集、促進造血機能、降低血糖、降血脂等 

 作用。 

資料來源：中藥知識學習網 

     免疫類中藥材與方劑中醫典籍資源網 

發行人:楊賢鴻                    出版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 

顧  問:翁文能 王正儀 陳敏夫             長庚紀念醫院中醫部 

總編輯:吳清源                    地  址: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 

執行編輯:施瑋泰                         頂湖路123號 

編輯群:朱妍樺 林吟霙 曾啟權      電  話:(03)3196200轉2613 

    楊曜旭(姓氏依筆劃多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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