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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已康復的新冠患者會有胸悶氣短、乏力、納
差、情緒異常、出汗、失眠等臨床表現，重症康復者
亦有機會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受損、間質性肺炎改
變，甚至有肺纖維化的可能。「方案」於是為臨床醫
師提供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推薦中藥、推薦中成
藥、中醫適宜技術、膳食指導、情志療法等多個範
疇，旨在給患者恰當的綜合康復指導，促進疾病康
復，提高生活質量，截斷復發源頭。
「方案」羅列了患者不同臨床表現，從而推薦相應
中藥處方，其中不但寫明各藥材分量，同時提示了服
用方法，以及可以配合使用的中成藥種類。
如患者有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大便

乏力、便溏不爽、舌淡胖、苔白膩的臨床表現，方案
的推薦處方為：法半夏6g、陳皮10g、黨參15g、炙黃
芪30g、炒白朮10g、茯苓15g、藿香10g、砂仁6g（後
下）、甘草 6g。每日服用1劑，水煎400ml，分2次服
用，早晚各1次。
推薦的中成藥則以補氣健脾類為主，包括香砂六君

丸或補中益氣丸或參芪口服液或潞黨參口服液，可改
善乏力、納差、腹脹、便溏等消化道相關症狀。
「方案」還介紹了艾灸、經穴推拿、耳穴壓豆、拔
罐、針刺療法的使用目的、方法和注意事項。例如針
刺療法有助調節康復期患者肺脾腎三臟，扶正氣而祛
餘邪，但要注意在選用該療法時，若為過飢、過勞、

精神高度緊張者，不行針刺；若為體質虛弱者，刺激
不宜過強，並盡可能採取臥位。

倡膳食平衡注重飲水
在膳食指導方面，「方案」的總體建議是膳食平

衡、食物多樣、注重飲水、通利二便，並注重開胃、
利肺、安神、通便，又介紹了哪類人士適合飲用潤肺
湯、健康祛濕湯、羅漢果茶、三白固肺湯、沙參玉竹
湯、蓮藕馬蹄湯，以及它們的材料、做法及功效。
方案又列出五行音樂療法、呼吸療癒法、「三一

二」經絡鍛煉法等，供醫師參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常見問題
為進一步幫助普羅大眾認識中醫藥治療新冠病毒的資訊，「方案」特別總結了26個

常見問題，從患者可如何辨別個人體質，可選用哪類適合的中成藥，患上新冠期間該如
何調節飲食等，均有詳細解答，以下為部分答問。

問：怎樣辨別不同體質以選用相對應的中醫治療？

答：對於老年人，主要辨別「寒」、「熱」、「虛」、「濕」四種體質。「寒」：怕
冷、頸痛，遇風加重；「熱」：口乾口苦，大便偏乾；「虛」：疲倦、乏力、易
感冒；「濕」：頭身重、腹脹胃脹、胃口差、大便黏稠。

問：無症狀感染者可以吃中成藥嗎？

答：可以。對於熱體質為主的，可以服用連花清瘟膠囊或金花清感顆粒；對於寒體質
為主的，可以服用感冒清熱顆粒；對於濕體質為主的，可以服用藿香正氣膠囊
（口服液/片）；對於虛體質為主的，可以服用生脈飲口服液。

問：不同體質能吃點什麼來調節免疫力預防新冠病毒？

答：熱性體質者，可用菊花、金銀花等單獨使用作為涼茶，具有清熱解毒作用，可改
善發熱、咽痛等症狀，惟蠶豆症（G6PD 缺乏症）患者應慎用金銀花，如有疑問
應先諮詢中醫師的意見；寒性、虛性體質者，可用黃芪、人參、薑茶等具有益氣
固表作用的藥材；濕性體質者可用陳皮、茯苓、薏米等具有化濕健脾作用的藥
材。

問：老年患者便秘怎麼辦？

答：老年患者一定要保證排便通暢。推薦的方法有：除保持攝入含有豐富的纖維素的
食物和飲用足夠水分之外，還可以適當增加藥食，如具有潤腸通便功效的中草
藥：麻子仁（火麻仁）、黑芝麻、甜杏仁（南杏仁）、松子仁、決明子、蜂蜜
等。

問：服用治療新冠病毒的中成藥出現腹瀉怎麼辦？

答：服用相關中成藥時應避免空腹服用，一般建議餐後半小時以後服用；出現大便超
過日行4次或水樣便時應該停服並諮詢中醫師。

問：治療時飲食上有什麼應注意嗎？

答：治療期間應忌辛辣、煎炸、肥膩，注意清淡，易於消化。

問：康復期可以做康復運動嗎？

答：可以，如中醫養生保健功法：八段錦、太極拳、五禽戲、六字訣
等，但應循序漸進，逐漸增加運動頻率與強度，以體感微微汗
出、輕鬆舒適為佳。

資料來源：《2019冠狀病毒病中醫藥預防治療FAQ（試行版）》

針對居家使用的中成藥，「方案」分別因
應不同年紀、體質人士，按密切接觸者、無
症狀患者、輕症患者等不同身份作出建議，
方便市民大眾按需要選擇最適合的中成藥，
以發揮更大療效。

輕症患者

◆發燒、便乾、肌肉酸痛人士，可服連花清
瘟膠囊，每日3次，每次2至4粒，連續
服用7天。

◆咽痛、咳嗽或發熱者，可服金花清感顆粒，
每次1至2袋，每日3次，連續服用7天。

◆身體怕冷、頭痛者，可服感冒清熱顆粒，
每次1袋，每日2次，連續服用3至5天。

◆乏力、伴胃腸不適，如嘔吐、腹瀉者，可
服藿香正氣軟膠囊，每次2至4粒，每日
2次，連續服用7天；或藿香正氣口服
液，每次5至10ml，每日2次，連續服用
7天；或藿香正氣片，每次4至8片，每
日2次，連續服用7天。

無症狀患者

◆平時體質較好、偏熱、偏實者，可服連花
清瘟膠囊，每次2至4粒，每日3次，連
續服用7天；或金花清感顆粒，每次1
袋，每日3次，連續服用7天。

◆胃腸功能較差、偏寒、濕者，可服藿香正
氣軟膠囊，每次2至4粒，每日2次，連
續服用7天；或藿香正氣口服液，每次5
至10ml，每日2次，連續服用7天；或藿
香正氣片，每次4至8片，每日2次，連
續服用7天。

密切接觸者

◆平時體質較好、偏熱、偏實者，建議服用
連花清瘟膠囊，每次2粒，每日3次，連
續服用3天；或金花清感顆粒，每次1
袋，每日3次，連續服用3天。

◆胃腸功能較差、偏寒、濕者，建議服用藿
香正氣軟膠囊，每次2粒，每日2次，連續
服用3天；或藿香正氣口服液，每次5ml，
每日2次，連續服用3天；或藿香正氣片，
每次4片，每日2次，連續服用3天。

老年人或平時氣少、乏力、多汗者

◆不論是輕症患者、無症狀患者或密切接觸
者，均建議服用生脈飲，每次10ml，每
日3次，連續服用7天。

因應康復者臨床表現推薦處方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3月底至4

月初訪港，一直積極開展考察並支援香港抗

疫，其中一項重點工作，就是協助香港制定

「中醫藥抗疫臨床應用方案」。一共四份的

試行版「方案」近日已經出台，由中醫診療方案、居家中成藥建議，到康復建議等一應俱全。有本港中醫界代表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四方案」是專家組考察本港中醫治疫情況後，整合、修正並作出建議，最終「度身訂做」出切合香港

環境的方案，是很有系統的總結，對中醫師診治以至加強市民大眾對中醫藥認知均有幫助。食衞局回應表示，會透過社交媒

體及中醫藥業界等不同渠道推廣「方案」，以繼續擴大中醫藥在港的普及與應用。

資料來源：《2019冠狀病毒病

居家使用中成藥建議（試行版）》

居家中成藥建議

◆有本港中醫界代表認為，方案對中醫師診治以至加強市民大眾對
中醫藥認知均有幫助。圖為康復者接受中醫調理。 資料圖片 ◆連花清瘟膠囊

資料圖片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早前訪港，專家組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是協助香港制定「中醫藥抗疫臨床應
用方案」，而一共四份的試行版「方案」近日已經出台。圖為專家組早前到訪香港中醫診所暨教研中
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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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內地援港專家組協助香港中醫藥界制定的
「中醫藥抗疫臨床應用方案」四個部分，包

括《2019冠狀病毒病中醫診療方案（試行版）》、
《2019冠狀病毒病居家使用中成藥建議（試行
版）》、《2019冠狀病毒病康復期中醫康復指導建
議（試行版）》及《2019冠狀病毒病中醫藥預防治
療FAQ（試行版）》日前已備妥，並在網上公布。
「從預防、治療到康復，『四方案』都有涉
及，相當全面……而且它切合香港的實際環境，
並不是單純將內地做法搬過來，」香港註冊中醫
學會會長陳永光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專
家組來港考察期間，一直認真地了解本港的治療
過程與用藥，同時積極跟香港業界交流，「（方
案）大部分是將香港現有做法歸納整合，再加入
專家組的專業意見後推出，對中醫師還是市民而
言，都很有參考價值。」
他指出，內地早前也頒布了第九版《新冠肺炎
診療方案》，就包括中醫治療部分，但專家組仍
特意為香港度身訂做適切香港實際情況的方案，
是因為內地與香港無論是在環境、患者症狀等都
不盡相同，「最簡單例子，第九版有提及使用滴
注，香港中醫唔用得，香港『方案』自然不會提
及。」例如，「方案」中列出連花清瘟膠囊、金
花清感顆粒、藿香正氣軟膠囊等，都是近月常見
的中成藥，「相當切合香港情況。」

「對港疫症治療做系統性總結」
「四方案」分別就密切及次密切接觸者、無症狀
感染者、輕症患者、入住隔離設施的患者及康復人
士以及臨床醫師提供指引。陳永光認為，方案對業
界人士而言有指導性作用，「它對香港整個疫症治
療做了系統性總結，亦提供了方向，萬一第六波到
來，又是同類疫症的話，將會好有用。」

對香港市民大眾而言，「方案」有助提升他們
對中醫藥的認識，他建議可較多着墨於「方案」
中預防染疫的部分，「當然有病最好是去睇醫
生，始終一般人很難準確辨別自己的症狀、體
質」，惟一旦疫情再次爆發未能趕及求診，相信
「方案」亦有一定參考作用。

續貫徹專家組「三易」思路
香港特區政府食衞局發言人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

表示，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在內地使用中醫
藥抗疫的經驗及基礎上，根據香港疫情具體情況以及
訪港考察行程中的發現，並考慮到在香港現有的臨床

方案，擬備了一套「中醫藥抗疫臨床應用方案」，有關
內容已上載特區政府2019冠狀病毒病專題網站（www.
coronavirus.gov.hk/chi/important-notice.html ），供
中醫藥界及廣大市民參考。
發言人指出，專家組上月已向本港中醫藥業界

代表介紹「方案」及作交流討論，特區政府會繼
續透過社交媒體及中醫藥業界等渠道推廣「方
案」，並會在現有防疫抗疫措施和專家組建議的
基礎上，繼續擴大中醫藥在本港普及與應用，貫
徹專家組提出的「三易」工作思路，令中醫藥更
「易懂」、「易行」、「易得」，讓市民大眾獲
得更適切醫療服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