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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一行七人抵港，支援協助

治療新冠肺炎，香港中醫學會認為對控制疫情有正面影響，

對香港中醫的發展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然而，由於內地來的中醫

專家只能在隔離中心或院舍治療輕症病人，未能進入公院病房治療

重症病人，為在西醫治療手段下仍未能控制病情的患者提供另類療

法，實是一個遺憾。我們中醫界希望政府可考慮讓中醫專家和西醫

為重症患者會診，提供新的治療思路，充分利用內地中醫專家在抗

疫方面的中西醫結合治療的豐富經驗。在此，我們亦希望政府在向

內地中醫專家求助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要善用香港中醫人才，這樣

對香港醫療和中醫藥發展才有持續的正面效用。

◆文︰羅桂青博士註冊中醫師 圖︰資料圖片

為響應聯合國所定的4月2日世界關顧自閉日，協康會於
每年4月的第一個星期都會舉辦「協康會自閉症關注周」。
今年自閉症關注周以「一『童』包容，『你』解佢心」為主
題，希望大家能接納自閉症人士，理解他們的特別行為背後
原因，作為公眾的你或我，只需報以簡單的點頭或微笑，已
經是最好的回應。

同時，協康會今年亦特別聯乘城中六位人氣插畫師，包括
癲噹@貓室（din-dong）、賤人新世紀、傭仔日記、
Dustykid、文地貓、Kazy Chan，聯手以漫畫帶出理解及包
容自閉症人士的信息。其中，以協康會 × Maskology × 癲
噹「包」「容」口罩及香港電車造型限量版「童」「理」消
毒A+家族酒精搓手液等，作為今次活動期間限定的慈善產
品，支持自閉症支援服務，讓更多自閉症兒童、青年以及其
家人都可以獲得適切的服務。 ◆文︰Health

世界關顧自閉日

◆◆搓手液搓手液

◆小童或女士口罩 ◆成人口罩

在今次第
五波疫

情下，我們
明顯看到以
西醫為主導
的 醫 療 系
統，不足以
應付新冠肺
炎在香港第
五波爆發的
需求，由於
每日確診數
目仍然持續

高企，各公立醫院合共有約4,600張隔
離病床，13間私家醫院也只能撥出共
1,000張病床及相關人手接收醫院管理
局轉介的非新冠肺炎病人，再加上第二
線隔離病床也不足以接收每日新增的確
診病人，導致很多病人只能居家自行隔
離，甚至求助無門，而很多醫院亦有大
量確診病人在戶外通宵輪候上房。

三大中醫藥學院齊合作
在醫療人手的緊絀情況下，令很多病

人延治甚至失治，造成重症死亡率高
企。前段日子亦有大量市民搶購中成
藥，如連花清瘟膠囊、藿香正氣散等自
行治療。有見及此，早前香港三大院校
的中醫藥學院及業界的中醫藥團體，均
發起各種遙距治療新冠肺炎的服務，反
應亦十分熱烈，可見香港有部分市民對
中醫藥治療抱有信心。

可惜，香港的醫療系統一直是西醫做
主導，不論是食物及衞生局、衞生署還
是醫院管理局，中醫都不能直接參與制
定相關中醫藥的政策，未能有效地推動
中醫藥在香港的發展。香港至今有近
10,000位註冊中醫師，但由於中醫藥在
香港仍未納入公營醫療系統，因此不能

作為常規治療，亦不能為住院的重症病
人提供中醫藥治療。

冀與內地專家學術交流
對於今次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來

港支援，日前他們與衞生署和香港中醫
藥管理委員會會面交流，以及視察社區
隔離設施、到訪香港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了解診所在治療病人及在中心培訓
中醫師的工作，為香港應用中醫藥治療
新冠肺炎患者及預防重症等方面提供指
導和建議。不過，中醫學界和業界才是
真正的中醫前線，可進行持續教育，香
港中醫學會希望香港三大院校的中醫藥
學院和業界各大中醫藥團體，能有機會
和今次來港的中醫專家進行學術交流，
從中吸取更多更前線的治療新冠肺炎的
經驗，以應用在未能入院或進入隔離中
心的確診患者身上，令更多的市民受
惠。

著名的醫學雜誌《柳葉刀》，
是西醫集大成的學術代表言論雜
誌之一，該雜誌文章認為：「喝
酒，對身體並沒有什麼好處，酒
精反而作為一種致癌因子存在。
無論是少喝酒或者多喝酒，都會
對身體有害。」

中醫認為「酒，是百藥之
長」，將飲酒歸類於治病、養病
的範疇，大部分的古中醫醫學巨
著，都將酒的功效定義為：「通

血脈，溫腸胃，禦風寒」。《本草綱目》記載：「酒性溫，
味辛而苦甘，溫能驅寒，辛能發散，行氣和血」；《食物本
草》記載：「酒，味甘醇美，無毒。調血脈經絡，通利臟
腑，健筋骨，祛勞傷瘀血，用製諸藥更良」。藥酒療法，是
中醫防治疾病的一種獨特方法。

古代中醫認為，喝酒可以起到一定程度的保溫效果，在相
對較冷的環境下飲用非常合適，尤其是對於高寒地區的人來
說。

酒的味道又辣又甜，辣味可以幫助身體濕氣發散，甜味能
夠補充身體血氣。古人對於酒的評價，一直是積極正面的。

中國古代最大的百科全書《博物志》記載：「一人飲酒，
一人飽食，一人空腹。空腹者死，飽食者病，飲酒者健。此
酒勢辟惡，勝於他物之故也」。飲酒還有驅蟲健體，避除邪
崇的效果。從中醫的角度看，飲酒的確存在諸多的裨益。

古人所言的酒和現代西醫所抵制的酒，兩者在原材料上有
分別：古時候的酒，被古人稱為「糧食之精」。古時候的酒
水，大多是通過糧食自行發酵所產生的酒精，屬於自然蒸餾
酒，其中的化學添加物質和人工乙醇自然是不存在的。喝下
去雖然會對肝臟造成一定的代謝負擔，但是適當飲用，並不
容易產生疾病隱患。

現在西醫所抵制的酒，大多為人工勾兌的酒精酒，其中化
學乙醇的含量很高，帶給肝臟的負擔也是巨大的，致癌的風
險自然也會大大提高。

其次，兩者的用途有所不同，古代中醫用酒，大多用於治
病及養生方面。

古代酒的品種，多為藥酒。其中有益於人體的中藥成分很
多，酒類溫中驅寒、殺蟲健體的效果，也大多囊括在藥酒之
中。

但是現代的酒，更多的是作為一種飲食文化存在的，其中
的飲用劑量、飲用時間都沒有明確的規定，久而久之，肝臟
因為酒精攝入的負擔越來越重，自然對身體健康不利。

古人對酒的看法，和現代人基本是不同的。古人認為，一
塊肉在常溫下，放不了半天就會變壞，但將肉浸泡在酒中，
放置多年也不會變壞，自然造成酒類健康兩極分化的觀點。

飲酒要飲「養生酒」，古人純手工工藝釀造的糧食酒，例
如黃酒、糧食白酒等，添加中藥材浸泡的藥酒，都屬於養生
酒的範疇。

適當地飲些養生酒，利用好其中的藥效，達到驅寒、補
中、養血的效果，還能一定程度規避現代酒精所帶來的更強
的代謝負擔和致癌影響。

飲酒要適量，這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同樣歸類於藥物的性
質，不僅要看時間，還要看劑量。

飲酒的時候，要關注劑量，讓酒裏的中藥成分或糧食精
華，在起到一定養生效果的同時，盡可能降低肝臟對酒精的
代謝負擔，每個人對於酒精的「健康代謝量」標準不同，能
夠接受的酒量不同，飲酒，寧「少」不要「多」。

◆香港註冊中醫師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楊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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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藥之長

◆◆如飲酒要飲如飲酒要飲「「養生酒養生酒」」。。

借鑒內地中醫專家的中西結合治療模式

中醫藥有幾千年的歷史，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中西醫學產生於不同的社會背景和文化土壤，代表東西方兩種
完全不同的醫學體系。現代西醫屬於自然科學的範疇，傳統中醫
則是哲學化的醫學，屬於「國學」，具有哲學和自然科學的雙重
特徵。傳統中醫把人體看作是一個統一的有機整體，認為人體各
部分在結構上不可分割，在生理上彼此協調，在病理上互相影
響。

傳統中醫強調人體內部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
整體性聯繫，要求應用「天人合一」的觀點認識生命現象，注重
從宏觀和整體的角度觀察、分析和處理疾病，整體觀念是傳統中
醫理論的基本特徵之一，貫穿於臨床實踐的全過程。

傳統中醫在明清時期已形成了治療溫病（包括各種有傳染性的
發熱性疾病，如黑死病、天花、霍亂等）的學派，對治療溫病有
獨特的理論體系及方法，並累積了非常豐富的臨床經驗，只是在
香港尚未普及。中醫在治療新冠肺炎，不僅僅只眼於新冠肺
炎，而是會在整體上同時顧及患者的體質及其他慢性疾病。而
且，除了治療已確診的患者外，中醫在預防及治療後遺症（長新
冠）上亦有優勢。

中醫藥機體調理作用

在預防方面，中醫可以為市民根據個人體質開出提升免疫
力的方藥或者藥膳，防患於未然，《內經》中說：「正氣內
存，邪不可平。」中醫認為只要人體的正氣充足，就能避免
染疾，就算染上疾病，亦有足夠的正氣與病邪抗爭，可預防
重症。在治療方面，中醫會運用辨證論治的大原則，根據患
者的不同體質和證型開出最適合患者的處方治療，因此並非
每個患者都用同樣的方藥，例如熱毒盛者用清熱解毒的藥
物，痰濕盛者用祛濕化痰的藥物等，因此絕對不建議患者自
行服用中成藥，如連花清瘟膠囊等。而且，這些藥物亦不可
作預防用途，必須在中醫師辨證的基礎下服用，否則可能會
引致各種副作用或變證。

至於在治療後遺症方面，世衞組織對「新冠長期症狀」
（「長新冠」）（Post COVID-19 condition）臨床定義
為：這些症狀通常發生在已確診或可能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
身上，通常在染疫後3個月內出現、持續至少2個月，並且
無法由其他診斷解釋，目前很難統計全球「長新冠」患者具
體人數，WHO估計大約10-20%的急性新冠感染患者在感染
後會有數周至數月的殘留症狀。

迄今為止的「長新冠」是嚴重疲勞，其他症狀還包括呼吸
困難、持續咳嗽、關節疼痛、肌肉疼痛、聽力和視力問題、
頭痛、味覺和嗅覺失靈以及心臟、肺、腎臟和腸道損害、腹
瀉，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抑鬱症、焦慮症和難以清晰思考。中
醫在治療「長新冠」上亦有發揮空間，除了用中藥外，針灸
治療對改善各種精神性後遺症亦有專長，如失眠、焦慮、注
意力不足、味覺嗅覺失靈等。如市民若有情志上的後遺症，
也可請家人先幫自己作怡老按摩，詳細手法可觀看https://
m.youtube.com/watch?v=kCRG0i_Z8QA ，如情況沒有好
轉，應盡快就醫尋求專業協助。

根據個人體質開方藥

治療後遺症辨證論治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與衞生署和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會面交流。

◆◆羅桂青博士羅桂青博士

◆◆中醫重辨證論治中醫重辨證論治，，中中
醫根據個人體質開出提升醫根據個人體質開出提升
免疫力的方藥或者藥膳免疫力的方藥或者藥膳。。

◆◆日前日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到訪香港中醫診所暨教研中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到訪香港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心，，了解診所在治療病人及在中心培訓中醫師的工作了解診所在治療病人及在中心培訓中醫師的工作。。

◆◆在疫情期間在疫情期間，，中醫師透過視像為受感染人士診症
中醫師透過視像為受感染人士診症。。

香港中醫學會

冀港府善用本地中醫人才冀港府善用本地中醫人才

◆中西結合防治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