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蛇」併發症

長在耳內：影響耳道、內耳

長在眼周：引致角膜炎，影響視力

皮膚水泡：感染細菌致皮膚嚴重發炎

病毒入侵神經系統：誘發腦炎、面癱、
聽力或平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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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醫手記

杜仲：補益肝腎強筋健骨

「立冬」 節氣將至，預示冬季正式
來臨， 「冬，終也，萬物收藏也」 。冬
天氣溫寒降，人體陽氣內收，食慾增
加，脾胃消化吸收力轉旺，是四季中調
補機體、祛病強身、培元固本的最佳時
機。

在這個季節，若遇到肝腎虧虛，或
有腰腿筋骨病變的病患，我會建議他們
日常可不時煲一些有補益肝腎、強筋健
骨效用的杜仲，用量10至20克，加上豬
腳、花生，或豬腰、核桃，或雞腳、板
栗，或鹿筋、黑豆等，擇兩味一起煮湯
進食。冬天為腎主令， 「腎主骨，肝主
筋」 ，肝腎為子母相生關係，順天時進
補，取效更佳。

杜仲， 「身世不凡」 ，於200萬年前
就存在，是第四紀冰川時期倖存下來的
珍貴孑遺植物之一，獨科獨屬。如今世
界上95%以上的杜仲長於中國，享有
「中國樹」 之稱，藥用和經濟價值甚
高。

杜仲有悠久的醫食兩用歷史，性微
溫，溫而不燥，味甘，歸肝腎經。用藥
取其乾燥樹皮，花、葉也有藥用價值。
早在《神農本草經》記載其 「主腰脊
痛，補中益精氣，堅筋骨，強志，除陰
下癢濕，小便餘瀝，久服輕身不老。」
列為藥之上品。《本草匯言》曰： 「凡
下焦之虛，非杜仲不補；下焦之濕，非
杜仲不利；足脛之痠，非杜仲不去；腰
膝之疼，非杜仲不除。」

杜仲除主治腰膝疼痛和腰腿軟弱行
走不利外，還廣泛用治於肝腎不足所致
陽痿滑精或尿頻、妊娠下血、胎動不
安，或習慣性流產、月經失調、退行性
關節炎、頭暈目眩、高血壓、高血脂、
高血糖等病症。

據現代藥理研究，杜仲含黃酮類、
木脂素類、生物鹼、綠原酸、杜仲膠、
醛糖、維他命C以及多種氨基酸、微量元
素等各種成分，能增強機體腎上腺皮質
功能，有增強體力、抗疲勞、強健骨質
的作用。此外，杜仲尚有強心、降壓、
降血脂、鎮靜、鎮痛、利尿以及增強機
體免疫功能、延緩衰老的作用。

杜仲藥性偏溫補，日常欲使用以達

祛病強身健體的朋友需注意，凡外感病
邪、瘡癰初起紅腫熱痛，有發熱、咽
痛、口乾苦、便秘、尿黃、苔黃厚膩等
實熱病者及陰虛火旺者忌用；病症虛實
夾者最好能問診中醫師後使用，以防用
之不當，滯邪助熱。 作者為註冊中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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蘿蔔健脾潤燥
有云 「冬吃蘿蔔夏

吃薑，不勞醫生開藥
方」 ，其實過了節氣
「霜降 」 （10月 23

日）之後，也適宜多吃一些健脾養陰
潤燥的食物，例如蘿蔔（指白蘿
蔔）、栗子、秋梨、百合、蜂蜜、淮
山等。

霜降作為秋季的最後一個節氣，
天氣將會漸漸轉涼，也是呼吸道疾病

的高發期，秋燥明顯，而燥易傷津。
古時，霜降時節有登高遠眺的習俗。
登高能使人的肺氣量和肺活量增加，
達到增強體質、防病治病的目的。運
動時需注意保暖，尤其要保護膝關
節，同時不可運動過量。

飲食調養方面，此時宜平補，大
家要注意健脾養胃，調補肝腎。白蘿
蔔可清熱化痰，理氣消食，生津止
渴，還有抑制寒涼的作用。

藥食
同源

▲蘿蔔粥健胃消食。

材料：蘿蔔200克、粳米100
克。

做法：
① 蘿蔔洗淨、切碎。

② 粳米淘洗後，與蘿蔔放進鍋
中，加適量水，煮成粥。

功效：健胃消食、化痰止
咳、生津止渴。

備註：一般情況下，蘿蔔不
宜搭配人參、西洋
參、何首烏、地黃等
保健中藥食用。

蘿蔔粥

帶狀疱疹好發於腰部
「生蛇」 ，即帶狀疱疹，

最常見於腰部，不過，身體很
多地方都可以 「生蛇」 。

「蛇」 毒的源頭是水痘帶
狀疱疹病毒。這種病毒可引發
水痘，很多人小時候 「中招」
出水痘，雖然痊癒了，但病毒
可一直潛藏體內，直至 「宿
主」 免疫力下降時，病毒就有
機會沿着身體的神經線在皮膚

上蔓延，有如靈巧的蛇在身
體遊走，散播痛楚，而大部人
發病位置在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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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80多歲男長者早前因頭皮長紅疹和水
泡向醫生求診，他表示頭皮很痛，甚至睡不安
寧。起初，病人以為只是頭皮發炎，去藥房配
了一些消炎藥，以為吃了便可自動痊癒。原來
這頭皮痛不簡單，經檢查後，他確診 「生
蛇」 。

的而且確，這種痛楚與頭皮發炎是不同
的，因為病毒進入了神經，造成的 「神經痛」
有如電擊、火燒、刺痛等等。就算皮膚被輕輕
觸碰，患者亦會感到非常痛楚。接着，皮膚會

出現紅疹，或會發展成
水泡。其後，即使病
情好轉，患者亦會感
到 非 常 痕 癢 。 此
外，亦有 「生蛇」
病人發病時出現發
燒、頭痛、疲勞等症

狀。幸好，這位長者接
受治療後，紅疹在一兩個

星期後已消退，痛症也在
兩個月後完全消失，他久
違的笑容再次展現。

神經受損可致痛症
「生蛇 」 並不罕

見，以美國為例，大概每三人就有一人曾
經患過。不過，這位長者頭皮 「生蛇」 則
較為罕見。帶狀疱疹病毒感染並非小事，有
些 病 人 會 出 現 帶 狀 疱 疹 後 神 經 痛
（postherpetic neuralgia），即使水泡消退，
他們仍會長時間感到疼痛，可持續數月，甚至
數年。這是因為神經纖維受損，向大腦胡亂發
出疼痛信號而導致這種情況。

另外， 「生蛇」 長在不同地方可引致不同
併發症。例如，長在耳內可影響耳道、內耳；
長在眼周可引致角膜炎，甚至影響視力。如病
毒入侵了神經系統，可誘發腦炎、面癱、聽力
或平衡問題。如皮膚上的水泡未得到適切治
療，亦有機會感染細菌而導致皮膚嚴重發炎。
今次這位長者 「生蛇」 沒有影響眼睛，可說是
不幸中的大幸。

長者免疫力低高危
長者是 「生蛇」 的高危人群，這是因為他

們抵抗力較弱，潛藏於體內的病毒可能會引發
「生蛇」 。其他 「生蛇」 高危人士包括愛滋
病、糖尿病、癌症患者等。另外，壓力大人士
也有機會 「生蛇」 。

醫治 「生蛇」 並不困難，現時有特效藥
（針劑或口服藥）可以處理。不過， 「生蛇」

的治療黃金期是發病三天內。如果延誤醫治，
神經線有可能被病毒破壞，帶來長期痛楚。

「生蛇」 具傳染性嗎？是的。不過， 「生
蛇」 的傳染性較水痘為低。常見情況是， 「生
蛇」 患者皮膚上的水泡破損，可能透過接觸傳
播病毒，導致被感染者出水痘。水痘對免疫力
低人士尤其危險。如你不幸 「生蛇」 ，應該避
免接觸免疫力低人士、孕婦和新生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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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帶狀疱疹病毒入侵神經系統，可誘發腦炎
等併發症。

50歲或以上人士可考
慮接種 「蛇針」 （帶狀疱疹
預防疫苗），預防 「生蛇」 。另
外，19歲以上人士，如果因疾病或
藥物令免疫系統受到壓抑，亦可考慮
接種。

雖然疫苗不能完全保證不會 「生
蛇」 ，但可減少發病時的疼痛感，並
縮短發病時間，以及減少併發症，如
帶狀疱疹後神經痛（postherpetic
neuralgia）。研究顯示，疫苗可提供
五年以上的防護。

新一代 「蛇針」 為重組疫苗，需
要接種兩劑，間距為二至六個月。曾
接種第一代 「蛇針」 人士，也應接種
一劑新一代疫苗，加強保護。

除了 「蛇針」 ，有些長者也會接
種肺炎球菌疫苗，但要注意兩針的接
種時間不可以太近，否則會影響疫苗
效果。由於每人情況不同，接種前應
諮詢醫生。

至於沒出過水痘的人，是否不用
打針？理論上是，但實際上，很多人
出過水痘，只是沒發病而已，因此他
們不知道身體已有病毒潛藏。沒有出

過水痘的人，也可以選擇接種 「蛇
針」 。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近三年， 「生蛇」 個案亦有增加。

疫下發病個案趨增

生蛇拖不得
黃金治療72小時

曹嘉軒

家庭醫學科醫生

香港港安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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