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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有句老話：
「食不言寢不語」 ，意即

進食時不要說話，以免影
響消化，而睡覺前也不要
與人交流。進食時不宜說
話確是至理名言，以免發
生鯁喉意外。有耳鼻喉專
科醫生指鯁喉可大可小，

處理不當有可能奪命，並須把握意外發生後首
五分鐘進行急救，鯁骨只要及時治療，應無大
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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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陳惠芳

現時，不
少人仍然帶着
忌諱的眼光看

待性病。其中愛滋病的出現，
2022年將踏入第41個年頭，它曾
被視為世紀絕症，如今醫學已可
將相關病情控制下來。

感染及傳染科專科醫生黃天
祐指出，大家應建立性健康概
念，正確了解性病種種，保護自
己也保護身邊人，不應帶着忌諱
的眼光看待性病。病人諱疾忌醫
不但耽誤病情，更可能傳染給親
密的伴侶，甚至造成交叉感染。
對抗性病的唯一方法，就是積極
面對。定期進行性病檢查，透過
驗血及驗尿，已可涵蓋從衣原體

感染到愛滋病病毒（HIV）等
十多種經性接觸傳染的疾病。

他又指，有一位30餘歲的
男病人，經常同時間有幾名性
伴侶，一年多以來病人每月
進行性病檢查，其間只確診
過兩次尿道炎，很快便治
愈。以此為例，並非表示做

了性病檢查就可以放任性
行為，而是要知悉它的重
要性。美國疾病控制及預
防中心（CDC）建議一般
人最少每年做一次性病檢
查，至於高風險人士，例
如性伴多、男同性戀者、
性伴有性病史以及性工
作者，他建議每三個月
做一次檢查。

黃醫生更言，部分
人以為自己只有一個性

伴侶，一定不會患性病，以至進
行性行為時不用安全套，事實
上，不少病人就是被他們 「唯
一」 的性伴侶所傳染。性病不但
令病人承受痛苦，若延誤診治，
後果可以十分嚴重，例如HIV引發
的嚴重併發症，有可能導致死
亡。

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於2021
年第三季共接獲105宗感染愛滋病
病毒新增個案的呈報，季內亦錄
得17宗愛滋病新增個案呈報。其
中10宗透過同性或雙性性接觸受
感染，6宗透過異性性接觸受感
染，餘下1宗個案的傳播途徑未能
確定。季內最常見的愛滋病併發
症是肺囊蟲肺炎，即一種肺部真
菌感染。

衞生防護中心發言人表示，
性接觸仍然是最主要的愛滋病病
毒傳播途徑，市民應恆常及正確
使用安全套，以減低感染愛滋病
病毒的風險。發言人提醒，進行
病毒抗體測試可預防愛滋病。有
需要人士可致電衞生署愛滋熱線
（2780-2211），預約接受免
費、不記名及保密的愛滋病病毒
抗體測試。而感染者需盡早接受
愛滋病專科治理服務。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

鯁喉意外，一宗都嫌
多。預防方面，中醫學認
為改善氣管敏感也有一定

作用。
註冊中醫徐大基表示，鯁喉之外，對於

有氣管敏感的長者而言，進食時或會出現咳
嗽，這個情況也容易發生意外。此類長者需
要合理調養，改善氣管狀態，避免進食時咳
嗽，誘發危險。而氣管易敏感者，多少屬於
虛寒體質，當中不少與先天因素、飲食失
調、營養失衡有關。他們平時應盡量避免進
食寒涼食物，如雪糕、雪條、西瓜等，並以
溫熱、平性及補氣的食物或藥材調理，常見
的如人參、黃耆等，還可以進行天灸治療，
以改善虛寒體質。

食療方面，他指出要改善氣管敏感，患
者平時可取北芪、黨參、淮山、防風、陳
皮、百合加豬瘦肉煲湯，以補肺益氣，改善
身體虛寒狀態。而鯁喉是民間通俗講法，指
食物或異物梗阻於喉部導致窒息危及生命的
一種緊急狀態。當中幼童及高齡卧床久病
者，進食時較易不慎鯁喉。事發時周邊人士
如沒有急救常識，或難以作出相應挽救措
施。

徐醫師又言鯁喉經過緊急處理，喉嚨會
出現局部損傷，若異物損傷肌肉，邪毒侵
襲，氣血凝滯，熱毒薰蒸，肌膜紅腫腐爛化
膿，可按中醫辨證進行治療。如果是年老體

弱，吞嚥功能障礙者，中醫亦可根據具
體辨證進行調理，改善體質以及吞嚥功
能。若是高齡並久病卧床，尤其是有中風
後遺症患者，由於臟腑功能及吞嚥功能退
化，在喝水或者進食過程中，時有導致食
物誤入氣管。

若要減低長者鯁喉風險，徐醫師認為宜
選流質及軟性食物。除長者外，幼兒若邊食
邊玩，或他們在哭鬧時遭大人強行餵食等，
這些情況都有可能導致食物卡在咽喉，引致
窒息。

他續說，幼童喜歡將玩具放在嘴裏玩
耍，當哭鬧、嬉笑或者受驚嚇時，就可能因
突然吸氣，把口中的玩具吸食。類似的玩具
包括小橡皮蓋、氣球、塑膠部件等，照顧幼
童者需多作留意。部分食物如湯圓、果凍、
花生、瓜子或一些豆類食品，如果沒有完全
碾碎，或者幼童咀嚼不當，都有可能在意外
情況下被他們吸入呼吸道，從而造成氣管異
物阻塞。 大公報記者陳惠芳

早前接連發生幾宗嚴重鯁喉致
死意外，耳鼻喉專科醫生黃德彰表
示，當中有兩名患者在留醫數日後
不治，更有送院搶救後證實不治的
個案，因鯁喉意外發生後首五分鐘
為急救黃金時間，有急救基本知識
的人在場可把握時間救人，沒有的
話就要自救。若平日進食時經常鯁
喉，小心有吞嚥困難的問題，或是
神經疾病、中風等徵兆。

丸類／軟滑食物高風險
記者翻查資料，過去曾有人因

被鮑魚、麵包、墨魚丸等食物鯁喉
而入院。

黃醫生說： 「丸類食物如牛
丸、肉丸、魚蛋、墨魚丸，甚至日
式的大件牛肉切片、大粒牛肉粒，
均有造成鯁喉的可能。發生鯁喉如
不立即施行急救吐出異物，會導致
腦缺氧，非常危險。軟滑食物同樣
有鯁喉風險，如麵包因進入喉嚨會
發脹，便有鯁喉的可能。老人家隨
着年齡增長會有吞嚥困難，為了防
止意外發生，他們可選擇糊餐。」

相對而言，鯁骨危險性低於鯁
喉，他指因為骨卡在喉嚨沒有即時
性命危險，並說： 「鯁骨常見於吃
魚時，因有些魚骨幼細如針，進食
時稍一不慎便會鯁骨。進食時被魚
骨刺傷，如沒有接受合適的急救處
理和治療，有機會導致發炎和潰瘍
等。坊間有不少急救法，包括立即
嘗試咳出魚骨和吞口水，但勿以吞
飯或飲大量水試圖帶走魚骨，此舉

會令魚骨愈推愈入，愈
插愈深。當事人在接受
急救後，如仍有針刺的
感覺，則需要求醫處
理。」

黃醫生指鯁骨處理
不當，或會導致傷口發炎、化膿、
潰瘍，嚴重會刺穿附近器官。他續
說： 「求診時醫生會先對鯁骨者作
適當麻醉，然後用儀器撐大喉嚨，
以便看清楚咽部情况，過程中，病
人或會感到輕微痛楚，亦可能作
嘔。如能確認魚骨位置，醫生會立
即取出魚骨，否則會先處方消炎
藥，繼而轉介鯁骨者至耳鼻喉科或
外科專科醫生，作進一步內窺鏡檢
查或食道檢查，並取出那條骨。成
功取出後，病人基本不需要後續處
理。」

他強調，鯁喉的急救方法同樣
是不宜飲水或吃飯，否則亦可能將
食物愈推愈入，更甚者會令水直接
進入肺部，後果嚴重。

按壓胃／拍背催吐食物
黃醫生說： 「鯁喉者需要在場

人士幫助進行急救，按壓胃或拍背
令他們吐出異物。另外，可將傷者
向前傾，從後用雙手環抱其胃部，
用力按壓，利用壓力令他將食物吐
出。若現場沒有人幫手，自救方法
是站在椅背後，手握拳頭放在椅背
高處，胃部壓向拳頭，用力向上按
壓，每隔五秒按壓一下，將食物吐
出。傷者吐出食物後能說話，問題

便不大。若出現昏迷便需進行心外
壓，並叫救護車將他送院。」

黃醫生更言，鯁喉並非只發生
在兒童身上，成人也不時出現意
外，中風患者因吞嚥困難，鯁
喉風險亦高。成人進食時不專
心多說話，興高采烈，就有可能
鯁喉。要預防意外，注意吃慢
一點，進食時別多說話。

此外，根據食物安全中
心資料，幼兒的呼吸道和食
道幼細，咬碎或咀嚼食物的技
巧尚未成熟，當進食較難咬或
較難咀嚼的食物，如 「邊食邊
玩」 ，稍不留神，食物便可能
卡在咽喉引致窒息。因此小朋
友進食時宜 「坐定定」 ，並
慢慢咀嚼。至於長者進食
時，照顧者須留意有沒有異樣，
如長者飲水時經常嗆到、咳
嗽，可能是吞嚥出現問題的
跡象，有需要時，長者
宜轉吃糊餐。

成年人發生鯁喉意外，多因食得急、
多說話等，加上食物選擇的種類。幼兒卻
需要家長保護，以免發生意外。

食物安全中心提醒家長，要多注意以下類型容易鯁喉的
高危食物。
難於溶化：如蒟蒻、啫喱；
難於咀嚼：如麻糬、糯米糍；
細小球形：如提子、魚蛋；

細小堅硬：如果仁、硬糖；
可以壓縮：如棉花糖、花生醬。

▲當發生鯁喉意外，食物卡在咽
喉，必須立刻進行急救。

▶鯁喉者自救方法是利用椅背，以
拳頭向胃部用力按壓，吐出食物。

鯁喉意外鯁喉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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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鯁喉/鯁骨謬誤

預防鯁喉意外

●專心進食少說話

●減慢進食速度

疏忽不得

警惕小朋友求救信號

▲ 急 救 幼 兒 「拍 背
法」 示範。

▲耳鼻喉專科醫
生黃德彰。

若小朋友不幸發生意外，
家長該如何應對？

徵狀：小朋友呼吸困
難、說不出話來並會雙手握
住頸部，他們想咳嗽但未必
能夠咳出來，身體微微向前
傾，企圖把異物咳出來。

建議：父母施行 「拍
背法」 ，嘗試在小朋友背部
的肩胛骨中間，大力拍打五
下。假如不成功，嘗試 「推
腹法」 ，在小朋友的肚臍對上，以拳頭向上和向內按
壓，增加小朋友腹腔內的壓力，從而把異物吐出來。

▲魚蛋或會造成鯁
喉，進食時須小心。

杏林細語

冬季，有

些人因為寒冷

而感到四肢痠

痛，尤其風濕關節炎患者，情

況更為明顯。他們在寒冷的冬

天特別感到四肢關節疼痛不

適，此時吃一些溫熱食物，有

助減緩疼痛。

大家可將桑寄生茶枝葉與

其他食材共同熬煮，或煎煮晾

乾後泡茶，亦可用紅棗、雞蛋

或鵪鶉蛋、冰糖同煮，做桑寄

生蛋茶，能補肝腎、祛風濕、

強筋骨、養血、安胎、降血壓

等。藥性平，不寒不熱。

桑寄生茶

材料：桑寄生、蓮子適量。

做法：
①桑寄生洗淨，以茶袋包好。

蓮子洗淨。

②桑寄生、蓮子放入熱水中熬

煮，大火煮滾後，改用文火

煮一小時。

③可直接飲用，或在改用文火

時加入少許冰糖調味。

大公報記者湯艾加整理

藥食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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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寄生茶有強筋骨功效。食療調理

氣管敏感 進食慎防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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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低感染愛滋病病毒風險

▶驗血是性病檢查的方
法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