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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日到訪胡醫師診所，由於記者曾接觸過很多中風的案
例，給我感覺是一旦中風，康復似是希望渺茫。但胡醫師告
訴記者，要回復正常活動能力，也並非沒可能： 「我有一套
自創的運動，老幼咸宜，能令人的身體功能得到鍛煉。治療
中風病人的關鍵是先將關節糾正，增加大腦神經的血液循環
，但要達到完全康復，也要看病者的中風程度。」

糾正關節
胡醫師稱西醫對中風患者治療方案是第一時間

先將病人血液稀釋、或為病人開頭顱減壓進行搶救
，令病人保持在清醒狀態，亦是搶救患者的黃金時
間，所以當發現患者當場失去意識以及全身動彈不
得時，必須馬上送院搶救，把握到黃金時間，醫生
對症治標，患者才有康復機會。胡醫師說：
「我從中醫角度看中風病人，如患者清醒可

以略作活動，這類病人經治療就可以全面康
復。臨床上，中風還要分兩大類，分別
是硬癱和軟癱。硬癱是患者手腳歪斜，
一側手腳關節如被扭住般，我會透過脊
椎治療，同時將其錯位的關節糾正。中
風病者中，四個有三個是硬癱，如是軟
癱，就是半身不遂長期躺床，這類較難
康復。」

胡醫師認為中風的由來，最重要來
自頸脊，大家必須多加留意。

「如頸脊出現問題，則動脈的神經
血管供氧量緩慢，漸漸出現淤塞不通
，這就是頸脊不好所致。」至於如何
防治？胡醫師說： 「睡眠好重要。坐車時
，切忌在車上打盹，因為人在車上睡着時
，頭向下垂，車速保持向前，人就要承受
往後牽拉的壓力，導致頸椎因肌肉牽拉不
平衡而出現錯位，緊張的肌肉令到肩胛骨
及周邊肌肉不適，睡覺時倍感痠痛，影響
睡眠質量。我們要明白頸背是很重要，當
關節錯位，會令韌帶扭轉並產生不良反應
。而 『低頭族』在巴士上玩手機，當巴士
前行時，頸部就要承擔十分一身體重量的
拉力，並累及肩胛甲，影響頸椎的活動能
力。」

頸骨重要
至於有些人是天生脊骨腰椎側彎，那

又如何解救？
胡醫師以一條人體脊骨模型作進一步解釋：

「一條脊骨，頸椎七節，之後是十二節胸椎和五
節腰椎，活動功能各有不同，肌肉帶動活動功能
，中國有句古語上樑不正下樑歪，頸骨絕對影響
我們全身每一個活動。只要將頸骨調整好，那所
有頸肩疲累才能一掃而空。」他指出如今很多小
孩是腰椎側彎，有些嚴重者除了天生外，也和體
質有關。至今有關脊椎側彎成因還是不大清楚。
但不少父母怪罪於小孩的書包太重。

胡醫師續稱： 「我們以前上學也是背書包的
，又不見我們脊椎側彎？個人認為與現在的嬰兒
揹帶有關。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嬰兒被母親用揹
帶揹在後面，依附着母體背部，腰椎會較直，長
大後發生脊椎側彎的很少。可是現在的揹帶是在
前面兼是垂直式，這會造成肌肉創傷，發育時有
機會擠向一側。能否醫好要看其嚴重性，如脊椎
彎合併肋骨成角，則治療要較長時間。」

中西方脊醫治療方法各有不同，但亦各有所
長，患者最重要找到一位合適的醫生，對症下
藥。

有不少港人選擇按摩紓緩
肌肉痠痛，醫師對此有何看

法？
胡醫師說： 「按摩可

以促進血液循環，但按摩
注意不求追力，同時按摩
床不宜太硬，否則會壓着
心肺，我個人覺得就不大
好。另外，有些人按摩後
反而覺得更疲倦，此因脊
椎有輕微錯位。如覺周身
疼痛，最好是針灸刺激豎
直肌，並用手法糾正關節
位。但脊椎關節錯位對全
身上下均有影響，大家可

有想過坐骨神經痛亦與脊
椎有關。從治療而言，中醫

可同步針對軟組織及關節，
治療上比較完善。另外，坐骨

接近臀大肌，血液循環不順產生結節
，結節阻着血液運行，肌肉韌帶失氧產
生肌肉疼痛和磞硬，中醫可用針灸針對
性處理。」

年輕學養生
大家都知道運動對身體有益，胡醫

師介紹大家做跳繩運動，增強大關節能
力及令頸部得到紓緩。

胡醫師說： 「跳繩可以令雙手打圈
，圈子越大越好，透過運動可擴展肌肉
，令肩胛周邊肌肉及關節得以加強。而
跳繩時頸部會左右搖擺，可紓緩頸部肌
肉，若持之以恆就能帶動豎直肌和頸椎
周邊肌肉得以鬆解。這種自我功能鍛煉
，不需擔心影響膝蓋，動作以緩慢為主
。年輕人如似電動馬達般跳，那就會令
骨頭受損，反之單腳跳交換跳，即使老
人家也可以做到。」

養生最好由年輕開始，莫要仗着自
己青春不需保養，老來問題就一一出現
，到時便後悔不已。

一個患了自閉症的男子，今
年已五十多歲，他還有沒有機會
重投社會？

這男子的媽媽在家中跌倒，他如沒事發生一樣，直至翌日見媽媽情
況不對，才打電話叫弟弟回家處理，而不是打999叫救護車。別以為這
是編劇的劇本，其實真實個案往往比劇本更令人難以置信。其弟弟還心
平氣和說哥哥已有很大進步，起碼哥哥肯打電話給他。

同屋互不相干
當社工告訴我這故事時，我簡直不能相信。老人家最忌跌倒，

如不即時打電話叫救護車，隨時會錯過黃金搶救期。最終這名婆婆
是急性中風，醫生還質問家人為何事隔一日才入院，由於次子
不與母親同住，哥哥當時沒打電話給他，他一時也無言以對。
這一跌，他們的媽媽腦有瘀血，更因在家無人照顧，需入住護
老院。
這位老婆婆不是與長子同住嗎？其實社工從未見過他，因他

從早到晚不在家，也不清楚他何時離家、何時回家。社工只是根
據其弟弟所說初斷他可能有自閉症。現在的自閉症患者，幾歲大時已可
以診斷出來，並立即看相關醫生，讓心理輔導員跟進，改善症狀。可是
這名 「五十後」男子，當年生活艱苦，父母也沒多留意子女。父親收入微
薄，由做小販的媽媽擔起一頭家，所以其父叫他早些出來工作，不讓他繼
續讀書，從此他就和爸爸關係變差和變得沉默。他不喜歡爸爸，更不喜歡
這個家。由那時開始，他拒絕同家人接觸，從早到晚不在家，只到深夜才回
家睡覺。他一直不事生產，其母也接受，直至其父去世，他同家人說不會出
席喪禮，那時有位長輩斥以大義指其不孝，他才出現靈堂擔幡買水。

難以重投社會
自那次後，他和媽媽同住一公屋相依為命。可是他依然故我，不會同媽

媽吃飯，各有各煮，互不相干。如今老婆婆已入住護老院，往後次子不會再
負責公屋租金和水電，加上開支大了，他曾叫哥哥出來工作，更承諾隨時可
以幫他找到工作。誰料這男子回答： 「我用水唔多，用電亦好少，我依家唔
識面對人，唔可以出來做嘢！」其弟聞言不語，只覺得很可笑。

從其弟所述，這男子是不負責任還是自閉？但可以肯定一點是其弟決定
不再理他了。

上樑不正下樑歪，這是 「治脊聖手」 、榮任南方醫
科大學教授的胡永祥醫師形容醫治脊骨之要點。一如胡
醫師所說，港人生活忙碌，長時間面對電腦工作，還有
「低頭一族」 ，容易形成脊椎錯位。而香港現今人口老
化，人到老年對中風聞之色變。其實不論哪一個年紀，
脊椎主治我們的健康，胡醫師就以其經驗教我們如何保
護脊骨。中風後如何可以盡快恢復手腳活動，重回正常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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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神經相關症狀示意圖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

▶胡永祥醫師
（右二）榮任
南方醫科大學
客座教授

胡永祥供圖

◀胡永祥醫師以一條人體
脊骨模型解釋腰椎側彎的
原因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

▲胡永祥醫師和校友以 「南方醫科大學香
港校友會博士醫療隊」 名義，為市民贈醫
施藥 網上圖片

◀胡永祥醫師即場示範其自創的運動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攝

跳繩跳繩
老幼咸宜老幼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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