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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流傳千年的中醫
古方遇上不斷發展的生物
科技，萃取出的透明藥水突破人們對中草
藥的認知局限。20年前，正值SARS（嚴重急
性呼吸系統綜合症／非典型肺炎，簡稱 「非
典」 ）時期，為了給更多老人和醫護人員更好地調
理身體，中道養生醫術學會就此成立，設立診所，
在每個周六為會員提供義診服務。今次《大公報》
專訪該會的永遠名譽會長陳讓珠博士，聽他講述研
發藥水產品的心得和對中醫藥事業發展的期待。

當中醫古方遇上現代科技
黃連萃取入藥 白朱古力替代豬油

大公報記者 顏 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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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師教路防病錦囊

建立家庭心理韌力

日前，中道養生醫術學會（簡稱：中道會）迎來了成立
20周年的重要節點。這個在 「非典」 時期成立的非牟利團
體，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中醫診療服務，如今已經發展成為
慈善機構。這20年間，該會的濕疹膏、眼藥水、腦通寧等中
醫師配方備受好評。

這些產品的研製背後，有意想不到的故事。陳讓珠回憶
道： 「漱口水是經一位牙醫的啟發而研製的。恰好 『石榴
姐』 苑瓊丹和我說，她發現家中有一隻狗的嘴很臭，我便將
這款漱口水推薦給她。因為狗和人一樣，都會有牙結石，用
了之後，嘴就沒有臭味了。」

萃取黃連不苦保證藥效
很多人對中藥的第一印象是見效慢，而在陳讓珠看來，

若能對症下藥，中藥的療效比西藥更快。為此，他將萃取技
術運用至中藥的製藥研發之中。 「中藥大多需要煎煮，但其
中的藥性大多隨着蒸發而流失，因此，喝藥治療的效果並不
快。但運用萃取技術的話，效果就會好很多，還可以避免中
藥的藥殘（農藥殘留）和重金屬問題。」

黃連味苦，卻是一種常用中藥。隨着萃取技術的不斷完
善，陳讓珠在研發新藥的過程中，更喜歡在原料中加入黃連
這味中藥。 「黃連味苦，很多人都不喜歡。而萃取過後的黃
連，聞不到苦味，還可以保證藥效的發揮。」

中藥和西藥的研發，均是生物科技領域下的課題。中醫
文化博大精深，但目前並未整理出一個體系。因此，推進中
藥的科學化和現代化，非常重要。

在中道會診所，陳讓珠常常與中醫師袁智勇、歐梓桓進
行交流、分享經驗。陳讓珠說： 「醫師們在第一線，他
們的感受會很直觀。所以平時我會在用藥的時候，將一些中
藥和西藥同源的理念傳遞給他們，讓他們吸收一些新的概
念。」

AI助力籌建網絡藥典
對於中醫行業的發展，人才培養是當下面臨的困境。

「培養複合型人才，非常重要。如今的培養體系，分科比較
單一。讀古書的過程是學習藥理，用前人的經驗去做參考，
但中醫的現代化進程需要醫生具備化學知識，了解分子結
構。」

在陳讓珠看來，中醫與生物科技之間可以融會貫通。
「最好的油其實是豬油，戰國時代就有記載。豬油的分子結
構不會對人體造成敏感。但我們的藥膏不能用豬油，如果是
信仰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就不能使用。因此，我在尋找脂肪
的替代品時，選擇了白朱古力，它既有滋潤的效果，又不會
造成人體的過敏。」

如今，乘着AI（人工智能）技術的東風，陳讓珠希
望可以做出一本中草藥字典。 「打開互聯網，你輸入
病症、生病的時間、最近的季節、天氣，電腦就
可以幫助醫生進行輔助分析，從搜集中醫古方
到對症下藥，形成一個比較科學的治病效
果，我希望這本字典可以在有生之年完
成。」

警惕呼吸道疾病交織疊加
接種疫苗

有助解難

中道會逢周六義診
每個周六的下午2時至5時，是中道會旗下

診所面向會員義診的時間。到這裏光顧的，不
少是已成為會員十幾年的人，他們親切地稱陳

讓珠為 「師傅」 。在等待中醫問診時，會員們
會一起聊天，分食點心。

到了義診時間，首先會員可以進行血壓和
心跳的測量，做好記錄，就可以排隊等待醫師
的看診。醫師通過望聞問切的方式，可以對求
診者的身體狀況作出初步的判斷，如果需要中
藥進行調理，醫師會給出藥方，房間外則有專
門的人員進行抓藥。

若會員的頸椎、腰椎存在問題，診所會有
專人指引進行針灸和按摩療程。

▶袁智勇醫師指怎樣
養生是每個人的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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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會逢周六提供義診服務，會有不少會員
等待看診。

大公報記者顏琨攝

趣趣地

近年來，廣西柳州市融安縣實
驗小學積極優化課間活動空間，豐
富課間活動內容，提升課間活動質
量，讓孩子們在快樂體育和趣味遊
戲中健康成長。圖為學生們在課間
玩搶沙包遊戲、踢足球。 新華社

袁智勇：挑選健康食品

「我經常和病人說，你怎麼挑選食品、你的

睡眠和運動習慣如何，就是養生。而做到這些最
基本的東西前，首先要形成一個觀念。你要去感
受自己怎麼做會處於一個比較舒服的狀態，然
後，在日常生活中去堅持這些習慣。」 這不僅僅
是讓大眾有意識地選購更為健康的產品，在源頭
上亦需要作出改變，例如，農民在種植的過程中
找到讓食物更健康的種植模式。

歐梓桓：保持情緒穩定
心理因素導致的生病，不可忽

視。 「如果常常有壓力，經常擔心，
也會影響到身體健康。比如在新冠疫
情期間，很多人害怕自己中招，心裏
有很大壓力，其實這也是病。生活壓
力帶來的健康問題，可能反映在皮膚
變差、睡眠不好等。」

▼

陳
讓
珠
（
中
）
進
行
實
驗
研
究
。

受
訪
者
供
圖

▲每天開窗通風，是最好的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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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家庭精神健康是近年社會焦點之
一，而情緒及心理健康對戒毒人士及其家庭

尤其重要，更是預防或遠離毒品問題的關鍵。為了進一步讓
大眾了解精神健康，明愛樂協會早前舉行 「自家添」 自我關
懷體驗活動。

該體驗活動旨在鼓勵戒毒者及其家人先保持心理健康，
從而改善情緒調節能力，並提升家庭整體互動相處，繼而改
善生活所面對的問題。明愛家庭服務總主任林綺雲表示，正
面情緒在家庭中流動，可促進家人之間有更高的彈性以及更
佳的適應力，去處理家庭及生活上的問題。

精神科專科苗延琼醫生以提升家庭 「心理韌力」 為主
題，深入淺出闡述如何處理失望和負面情緒，並建議可
「家」 添韌力的方法。

苗醫生表示，建立家庭心理韌力是保持良好情緒的方法
之一，而其中的關鍵就是教育家庭成員分辨溺愛和真愛的區
別：真愛是嚴厲也是困難的，最終目的是幫助家庭成員面對
問題，而不是短期內減低自己的焦慮和內疚。此外，開放和
誠實的溝通，對於家庭成員之間的理解和支持至關重要，期
間可以嘗試說出內心的感受和需求，為人父母更應好好照顧
自己的身心健康。尋找專業的康復機構的協助，也是關鍵之
一，這樣不但能夠建立良好的支持系統，也可加強家人之間
的分享與鼓勵。建立家庭靭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需要時間
和耐心，維持良好的情緒也需和家人保持溝通，以開放心態
接受專業輔助，持之以恆才能得到動力之源。

冬春季是呼吸道傳染病的
高發季節。去年9月，中國疾

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的《中國流感疫苗預防接
種技術指南（2023-2024）》提到，冬天和即
將到來的春天，內地可能會面臨流感、新冠等
多種呼吸道傳染病交互或共同流行的風險。國
家衞健委早前亦表示，多種呼吸道疾病交織疊
加已成現實。

所謂 「混合感染」 「疊加感染」 ，專家表
示，前者指個體層面，某人同時感染兩種或以
上病原體。但在人群層面，同時流行多種病原
體叫多病同發。流感季多病同發在全世界範圍

內都不是新現象，只是某一時期哪種病原體佔
主導的問題。

近日，香港的新冠和流感個案亦增多，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估計本港即將進入流感高峰
期。在流感高發季節，接種疫苗是預防流感最
為有效的方法。那些接種了流感疫苗的人即使
感染了流感，症狀也較未接種者輕得多，而且
可以減少併發症的發生。

大家平日亦要做好預防流感的措施，當中
包括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❶均衡營養，堅持適當鍛煉。
❷早晨起床後，開窗透換新鮮空氣。在辦公室
應注意室內空氣流通，通風是最好的消毒方
式。

❸冬天在室內的冷氣溫度，別調得過高。外出
時穿足夠衣服，以防受風寒感冒；若室內外
溫差較大，可在門口停留片刻，讓身體能有
足夠的適應過程。

❹多飲水。
❺需要時戴上口罩，這是簡便易行的預防措
施。

❻注意勞逸結合，避免過度疲勞。
❼養成良好的衞生習慣，勤洗手，以減少流感
傳播的機會。

❽流感流行期間，盡可能少到人群密集的公共
場所及人多的地方。

▲白朱古力（脂
肪）可替代豬油入
藥。

▲黃連是常用中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