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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疫情以來，新冠肺炎確診宗數已累積過百萬宗，有患

者康復後出現「新冠肺炎長期綜合後遺症」（簡稱「長新

冠」）症狀。本港已有研究顯示，長新冠患者的腸道微生態的生物多

樣性明顯較低，也有較高風險出現乾眼症，所以就算已康復也不容忽

視，中醫特此作出調治新冠康復者的對策。

◆文：香港中醫學會教務長藍永豪博士
圖：中藥材圖像數據庫、資料圖片

最近，陸生心火燥，
吃了很多雪糕、雪條和
飲了很多冰鎮飲料，效
果差強人意。反而，頭
痛身體更不舒服。
冷飲之所以好吃，是

因為讓人感覺能夠「瞬
間降火」，而實際上，
貪吃寒涼食品和冷飲不
僅不能清心瀉火，反而
會損傷脾胃，過於貪涼
圖痛快，只會損傷人體
陽氣。
對於陰虛火旺體質的人群，如果外感風熱，出現發

熱寒顫等症狀，應及時到醫院診治，在醫生指導下，
服用一些具有清熱瀉火、涼血退熱功效的藥物，避免
發生身心病變。
吃冰淇淋等冷飲一定要適量，且吃的時候要小口慢

慢吃，吃多了、吃急了會導致頭痛。
這主要是因為吃大量冷飲，嘴巴裏上顎會迅速變

冷，因為溫度下降太快，後部的神經中樞的神經群會
向大腦發送錯誤信號，導致腦部血管急速收縮。
除了清火，對於中老年人以及患有慢性疾病的中年

人來說，可能每天都要吃不少藥物來控制病情。
時間一長，藥毒累積，勢必會給身體造成額外的負

擔和壓力，影響健康。
傳統中醫認為，適當服用甘草可以有效緩解，甘草

是解毒藥王，甘草是應用率最高的一味中藥。
早在2000多年前，《神農本草經》就將甘草列為

藥之上乘，稱其具有堅筋骨、長肌肉、增氣力和解百
毒之功。明代名醫李時珍也在《本草綱目》裏記載：
「諸藥中甘草為君，治七十二種乳石毒，解一千二百
種草木毒，調和眾藥有功，故有『國老』之號。」足
見甘草自古就被賦予了極高的藥中地位。
甘草能調和藥性，解藥毒。熱藥用其解熱，涼藥用

其除寒，還能補中益氣。其中，甘草的解毒功能最為
歷代醫家所重視。
相傳我國古代河南禹州，一個貧窮人家的小郎中看

到藥舖掌櫃臉色不好，勸其好好診治，但是掌櫃不
聽，第二天就一病不起，請了很多醫生都沒有辦法。
束手無策時，掌櫃請來了小郎中，小郎中號脈後開出
單方：
甘草200克，水煎服。第二天，甘草250克，水煎
服。第三天，500克甘草水煎服。到了第四天，掌櫃
的病好了。小郎中解釋：藥舖掌櫃對每一味藥都親口
嘗一下，日久身染百藥之毒，因此必須重用甘草解藥
毒才可以。
對於現代人來說，如果經常服藥，可以每天用甘草

3到5克泡水代茶飲。
這對於緩解長期服藥帶來的傷害很有幫助。

清熱解毒食療：
綠豆甘草湯
製作方法：綠豆100克，生甘草10克，上兩味加水

適量，文火煎煮，任意飲用。
綠豆也解毒，中醫認為，綠豆性味甘寒、入心、胃

經、具有清熱解毒、消暑利尿之功效。
歷代中醫文獻記載與民間實際應用，總結綠豆的功

用為：清熱解暑，止渴利尿，消腫止癢，收斂生肌，
明目退翳，解一切事物中毒。
是藥三分毒，但對於很多中老年人來說，有些藥不

得不吃，所以日常生活中記得適當吃些甘草來解解
毒，不過不宜久服，用一陣子身體輕鬆就停掉。

◆香港註冊中醫師 楊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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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甘草湯

◆綠豆、甘草

近十年來，香港人十分重視和關注食物健康的議
題，不少港人對食物被噴灑農藥的問題也表達關注，
認為農藥會傷害人體的健康，甚至於市面上的保健食
品或有機食品也不能提供有效的認證，證明有關產品
是沒有添加任何的物質，以保證產品的安全和真確
性。而且，亦有不少港人都有亞健康問題，需要適時
食用一些營養補充物或食品來保障身體的健康，以加
強身體的抵抗力。
天癒糙米原漿是一款無添加人工色素、香料、防腐

劑的健康產品，並採用無毒無害的土壤所種植的天癒
五生糙米製作，注入土壤中的營養水是被加上自製天
然生物營養液，當中的成分是經特別篩選有益的微生
物群，同時產品也能提供食品安全證明，讓人食用時
更放心。
其成分天然，只由水和天癒五生糙米合製而成，不

含糖分及脂肪，有兩種口味，原味和枸杞味，迎合各
個年齡層的口味。由於糙米保存完整的稻米營養，當
中富含蛋白質、膳食纖維及維生素B1等，所以比白
米更健康，並富含人體所需的不飽和脂肪酸、多種維
生素及礦物質，令健康和營養價值更高。

食得
健康
食得
健康

無糖低卡純天然糙米漿
◆文︰雨文

◆備有兩款口味選擇

就臨床所見，感染新冠病毒的康復人士，常
見病徵包括持續或反覆咳嗽、痰黏、咽

乾、咽痛丶咽癢，或有胃腸症狀如腹脹、胃口
差，大便溏或易腹瀉；精神症狀如常感焦慮、緊
張、心慌、心悸、睡眠差、難以入睡、半夜易
醒、精神差、集中力差、記性差；部分患者還可
能出現嗅覺或味覺減退、氣短、眩暈、頭痛、肌
肉痛、皮膚出疹、盜汗、自汗、視力模糊、眼睛
瘙癢；育齡女性更出現月經失調。
根據筆者的經驗，常用於新冠康復者的方藥如
下：
一．藿香正氣散：屬祛濕劑，出自《太平惠民和

劑局方》，以廣藿香為君藥，配伍大腹皮、
白芷、紫蘇、茯苓、半夏曲、白朮、陳皮、
薑厚朴、桔梗、炙甘草，能「解表化濕，理
氣和中」，適用於惡寒發熱，頭痛，胸膈滿
悶，脘腹疼痛，噁心嘔吐，腸鳴洩瀉，舌苔
色白厚膩屬於「外感風寒，內傷濕滯」者。

二．銀翹散：屬解表劑，出自《溫病條辨》，方
中以金銀花和連翹共為君藥，能疏散風熱，
清熱解毒，辟穢化濁，配伍薄荷、牛蒡子、
荊芥穗、淡豆豉、竹葉、桔梗、生甘草，具
「辛涼透表，清熱解毒」的作用，適用於發
熱，微怕風寒，無汗或汗出不暢，頭痛，口
渴，咳嗽，咽痛屬「風熱表證」者。

三．止嗽散：屬解表劑，出自《醫學心悟》，以
百部、紫菀共為君藥，配伍桔梗、荊芥、白
前、甘草、陳皮，能「宣利肺氣，疏風止
咳」，適用於咳嗽，咽癢，咯痰不爽，或微
惡風發熱屬「風邪犯肺」者。

四．荊防敗毒散：屬解表劑，出自《攝生眾妙
方》，藥用荊芥、防風、羌活、柴胡、前
胡、獨活、枳殼、茯苓、桔梗、川芎、甘
草，能「發汗解表、散風祛濕」，用於惡寒
發熱，無汗不渴屬「外感風寒濕邪」者。

五．小柴胡湯：屬和解劑，出自《傷寒論》，處
方以柴胡為君藥，配伍黃芩、人參、甘草、
半夏、生薑、大棗，具有「和解少陽」的功

效，適用於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
飲食，心煩喜嘔，口苦，咽乾，目眩，屬傷
寒少陽者。

六．沙參麥冬湯：屬潤燥劑，出自《溫病條
辨》，藥用沙參，麥冬，玉竹，甘草，桑
葉，白扁豆，能「清養肺胃，生津潤燥」，
適用於咽乾口渴，乾咳，痰少而黏，或有發
熱，屬「燥傷肺胃」或「肺胃陰津不足」
者。

七．六君子湯：屬補益劑，出自《醫學正傳》，
即四君子湯（人參、白朮、茯苓、炙甘草）
加陳皮、半夏，能「益氣健脾，燥濕化
痰」，適用於面色蒼白，語聲低微，氣短乏
力，食少便溏，胸脘痞悶，嘔逆屬「脾胃氣
虛兼痰濕」者。

八．杞菊地黃丸：屬補益劑，出自《麻疹全書》
．即六味地黃丸（熟地黃、山茱萸、乾山
藥、澤瀉、牡丹皮、茯苓）加枸杞子、菊
花，能「滋腎養肝明目」，能針對兩目昏
花，視物模糊，眼睛乾澀屬「肝腎陰虛」
者。

精明使用遙距醫療服務
現在，如一旦感染新冠病毒，無論在發病期間
或檢測已轉為陰性而處於康復期，尤需注意飲食
清淡，保持居所空氣流通，多休息。若屬居家隔
離（包括尚待入院）人士，或是在安老院舍確診
的院友，很有可能需要尋求遙距醫療服務。事實
上，隨社會的發展及科技的進步，患者對遙距
醫療服務的需求日漸提高，遙距醫療服務能為病
人提供更多不同的選擇。
當患者在選擇遙距醫療服務的時候，醫療質素

和醫療安全同樣重要，因此，確保醫師具有可進
行遙距診症的執業資格是第一要點；由於醫師有
責任妥善建立及保存完整的病歷記錄，確保醫患
雙方均在合適的時間和場所進行通訊實屬必須；
謹記在開始遙距醫療之前，先行互相辨識並核實
醫患雙方身份。

其次，若患者尋求遙距醫療服務，宜主動為醫
師提供所需資料，包括病史、手術史、中西藥物
敏感史；以至正在服用的藥物的清單；接種新冠
疫苗的劑數及最後接種日期；確診新冠肺炎或首
次轉陰日期等基本資料，好讓醫師能有效掌握患
者的病情及身體狀況，有助提高診療的成效。
從細節而言，執業醫師開出的到診證明書或病
假證明書，必須列明病人的相關個人資料如姓名
和身份證號碼。如16歲以下兒童需要遙距醫療
服務，便需要先得到其監護人的知情同意，並在
其監護人的陪同下，方可為其診症及處方中藥；
如情況許可，盡量為醫師提供面部及舌象相片各
一。若以手機拍攝的話，相片清晰要點如下：面
向自然充足的光線，不背光，不開美圖功能，點
按屏幕一下對好焦才按下快門；如以速遞形式收
取藥物，藥包上有必要註明患者的姓名及地址，
並附上相關處方，患者收到藥物後，須先核對藥
物包裝上的資料，確認資料正確及藥物包裝完
整；如藥物出現異常情況，患者需立即告知醫
師。

遇警告症狀尋求醫療協助
倘若患者並未獲得醫療意見，而出現以下警告
症狀時，根據政府的指引，需要直接前往急症
室：
1. 服用退燒藥後仍然發燒超過攝氏38.5度，並
持續多於兩天；

2. 體溫攝氏35度或以下；
3. 抽搐；
4. 呼吸困難或氣促；
5. 失語或不能行動；
6. 不能甦醒或不能保持清醒；
7. 胸部或腹部疼痛；
8. 頭暈或意識混亂、或精神狀態明顯轉變；
9. 虛弱或腳步不穩；

10. 孕婦的胎兒活動減少或停止（適用於妊娠期
24周或以上的孕婦）；

11. 持續不能飲食，或腹瀉/嘔吐多於兩天；

「長新冠」不容忽視

調治康復者 中醫有對策

◆「長新冠」後遺症頗多，新冠康復者不容忽視，要好好調治。

◆遙距診症

◆藍永豪中醫

◆腸道微生
態與「長新
冠」兩者關
係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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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部 ◆紫苑

◆麥冬 ◆人參

◆荊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