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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中醫師

陳頌宜



每日呈報個案：約 500 例

累計呈報個案：超過 110萬 例

累計死亡個案：約 8800 例

 60歲以上人士重症率較高

 70歲以上人士重症率及死亡率較高





1. 中醫藥預防

 “正氣內存，邪不可干”

建立良好的飲食習慣，增強體質

少食辛辣、煎炸、肥膩、難消化的食品

忌煙酒



1. 中醫藥預防

常用藥食兩用食材：黃芪、山藥、薏苡仁、蓮子、芡實、茯苓、冬瓜

蓮藕馬蹄湯
 材料：蓮藕1節（約200克）、雲耳3至5克、馬蹄15粒、陳皮1塊、瘦肉（排骨）300克、
生薑3片（後下）

 做法：藥材洗淨浸水，排骨汆水，浸泡洗淨的雲耳，以上諸味用10碗水，大火煲滾以
後中小火煲煮90至100分鐘即可

 用法：可供3人服，每週可煲2至3次，可連吃2周或以上

 適用於氣虛疲倦、呼吸不暢、咳嗽、咳痰、胃口差，大便不暢者



1. 中醫藥預防

預防茶飲
 熱性體質 –菊花、金銀花、桑葉

 寒性/虛性體質 – 黄芪、人参、薑

 濕性體質 - 陈皮、茯苓(雲苓)、薏米

預防香囊：藿香、蒼朮、白芷、艾葉、薄荷



1. 中醫藥預防

預防荼飲 – 羅漢果茶
 材料：羅漢果半個，無花果3至5枚、南北杏各12克、雪梨（帶皮）2個、橙（帶皮）1
個、白蘿蔔（帶皮）半個

 做法：以上加水6至8碗，中火煎煮30分鐘即可

 用法：代茶水頻服，2人份量，每周2至3次
 適用於易見咳嗽、咳痰、咽喉不適/疼痛、咽乾、呼吸不順者



2. 日常習慣

在外：勤洗手、戴口罩、保持距離、避風寒保暖

在家：保持室內通風良好、打噴嚏或咳嗽時應掩住口鼻、采用公筷制

個人：均衡營養、適量運動、充足休息，避免過度疲勞

近期到過高風險地區 / 與感染者有密切接觸史：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核酸
檢測



3. 接種疫苗

接種三針新冠肺炎疫苗可以：
 減少感染風險

 降低重症率及死亡率

接種前諮詢醫生意見

接種後多休息，飲食清淡，
密切觀察身體狀況



確診後應該做什麼？

應該預備什麼物資？



在社區檢測中心或流動採樣站等進行核酸檢測陽性
 自動列入「新冠病毒病人入院分配系統」

快速抗原測試陽性
 衞生防護中心網上登記系統進行申報 ( https://www.chp.gov.hk/ratp )

不要外出，在家中等候安排送往醫院、社區治療或隔離設施

政府派發抗疫物資包
 內含：快速抗原測試包、口罩、探熱器、中成藥



盡量避免與同住人士有面對面的接觸、共同進餐和共
享私人物品

如必須離開房間，需佩戴緊貼面部的口罩

如跟家人共用洗手間，每次使用完要即時清潔和消毒，
將包紮好的垃圾交予家人幫助棄置

萬一出現氣促、持續發燒超過38.5度或體溫低於35度、
抽搐、胸部或腹部疼痛、頭暈或意識混亂、孕婦胎兒
活動減少或停止等徵狀，要立刻撥打 999召喚救護車，
並告知接線人員你是初步確診或確診人士



飲食
 清淡，易消化

 儘量進食新鮮食物

 少食雞鴨鵝、蝦蟹海鮮；忌煙酒

作息
 多休息，早睡晚起

 避免大量出汗

密切監察體徵(體溫、血氧含量、血壓)，有需要時儘快送院



1. 風寒型

 惡寒明顯，低燒無汗、疲勞、頭痛、肌肉酸痛、鼻塞流清涕、咽癢咳嗽痰稀薄
色白

 用料︰葱白1/2根（後下）、生薑10克、大棗6個、核桃3個，加水2碗煮15分鐘

 功效︰疏風散寒，發汗解表

2. 風寒夾濕

 腸胃不適，表現為噴嚏流清涕、胃脹、腹瀉

 用料︰蘇葉10克、藿香10克、陳皮5克，甘草10克，加水2碗煮半小時

 功效︰解表化濕、理氣和中



3. 風熱犯肺型

 發熱明顯，微惡風寒，或有汗，鼻塞流黃稠涕、頭脹痛、咽喉腫痛、咳嗽痰稠
色黃

 用料︰金銀花15克、菊花10克、青橄欖15克，甘草10克

 功效︰疏風清熱解毒

4. 濕熱蘊肺型

 發熱、乏力、頭身困重、肌肉酸痛、咽痛、胸悶、噁心、大便黏滯不爽

 用料︰粉葛1斤、赤小豆30克、生熟薏米30克、紅蘿蔔1個、瘦肉150克、蜜棗3
粒、果皮5克、水2升

 功效︰清熱祛濕



藿香正氣膠囊
 功效： 解表散寒、化濕和中

 用於：腹瀉便溏、脘腹疼痛、噁心嘔吐、惡寒發熱、頭痛昏重、四肢酸懶

藿香正氣水
 內含酒精，酒精過敏者、兒童、孕婦不應服用

 不能與頭孢菌素藥物（抗生素）同服

 其餘同上



金花清感膠囊
 功效：疏風宣肺，清熱解毒

 用於：發熱微惡寒、咽乾咽痛、輕微咳嗽、
痰黃、鼻塞流涕、頭痛、四肢酸痛

連花清瘟膠囊
 功效：清瘟解毒，宣肺泄熱

 用於：高熱惡寒、肌肉酸痛、咽痛、咳嗽痰
多、鼻塞流涕、大便乾結或便秘



如無症狀，一般不須服用中成藥

因個人體質、具體情況及健康狀況不同，應先諮詢中醫師再服用



藥品：消炎止痛藥/感冒藥、中成藥、慢性病藥

醫療用品：體溫計、血壓計、血氧儀、快速抗原
測試包

防疫用品：消毒液/消毒酒精、口罩、手套、面罩、
密實袋/垃圾袋

食品、其他日用品：約10天至2周份量



保持冷靜，積極面對

預先計劃，互相幫助
 親戚、朋友、鄰居

 區議員



中醫諮詢服務熱線： 1834 511

醫管局支援熱線：1836 115

民政事務總署「居安抗疫」計畫熱線：1833 019

中醫藥遙距診療計劃 (免費、有限額) 
 (whatsapp) 6742 2578 / 5494 0703
 (網上登記) https://form.hkcmalliance.com/

香港中文大學遙距診症服務熱線 (自費)
 (沙田) 2873 3100
 (灣仔) 28733053



轉陰後應該做什麼？



新冠肺炎患者體內感染源清除後數週或數月，仍出現相關症狀

大多會在 12 周內痊癒

常見症狀包括：

疲乏、肌肉疼痛/乏力

咳嗽、咽癢咽痛、胸痛心悸、呼吸困難、味覺/嗅覺改變

頭痛、關節痛

腹瀉

失眠、精神緊張



咽痛 – 胖大海、桔梗、生甘草

咳嗽痰多難咯 –羅漢果、川貝、北杏、陳皮、梨、百合、白果、烏梅
 痰白 – 紫蘇葉、生薑

 痰黃綠 – 魚腥草、金銀花

咽乾口乾– 沙參、麥冬、綠茶、豆豉、楊桃

頭痛 – 粉葛、川芎、白芷、菊花



怕冷、胃涼 – 生薑、蔥、芥菜、芫荽

食欲不振、腹脹 – 山楂、山藥、白扁豆、茯苓、葛根、萊菔子、砂仁

便秘 – 蜂蜜、香蕉、火麻仁

眠差 – 酸棗仁、合歡花、茯神、柏子仁



臨床表現：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大便無力，便溏不爽

推薦湯水：

益肺健脾湯：白蘿蔔 (500g)、蓮子 (30g)、百合 (20g)、淮山 (30g)、五指毛
桃 (60g)、生薏仁 (30g)、山楂 (15g)、陳皮 (5g)、紅棗 (3個)、生薑(3片)、瘦
肉/排骨/腰果仁/栗子 (適量)

大火滾起後文火煲煮90分鐘左右

以上為3人份量，每日1次，一周可用2-3次



臨床表現：乾咳，口乾渴，乏力，氣短，心悸，汗多，納差，或有低熱

推薦湯水：

沙参玉竹水：北沙參 (20g)、南北杏 (20g)、玉竹 (20g)、雪梨 (2個，連皮)、
百合 (20g)、蓮子 (20g)、白果 (10顆)、木耳 (5g)、陳皮 (5g)、馬蹄 (10粒)、
白蘿蔔 (300g)

文火煮30分鐘

以上為3人份量，代荼水



按摩手法
 以指腹、掌根在體表揉動，不可在體表形成摩擦

 力度適中，帶動皮下組織

 按摩時間以10-20分鐘為宜，每天1-2次
 飢餓時、飽餐後不宜按摩

 按摩後不宜立即洗澡、吹風受寒



風池穴
 定位：耳朵後方靠近髮際的凹陷處項部

 功效：祛風，解表，清頭目，利五官七竅



合谷穴
 定位： 第一、第二掌骨間，第二掌骨橈側中點處

 功效：疏散風邪，開關通竅，清泄肺氣，和胃通腸，調經引產



內關穴
 定位：前臂掌側，腕橫紋上兩寸，掌長肌腱與橈側腕屈肌腱之間

 功效：寧心安神，寬胸理氣，和胃降逆，止嘔



足三里穴
 定位：外膝眼下四橫指，脛骨外側約一橫指處

 功效：調理脾胃，和腸消滯，清熱化濕，降逆利氣，扶正培元



針灸

艾灸

拔罐

推拿



飲食
 忌甘甜、辛辣、煎炸、生冷、肥膩、難消化之品

 新鮮、清淡、營養均衡

作息
 多休息，勿過勞

 適量運動，強身健體

 注意保暖，避免涉水吹風受寒



中醫門診特別診療服務

 18區中醫教研中心

最多10次免費中醫內科門診

由出院/完成隔離日期起計6個月內有效



地址: 九龍佐敦加士居道30號伊利沙伯醫院R座9樓

電話: 26187200

服務時間
 周一至五 0900-1300; 1400-1900
 周六 0900-1300; 1400-1700
 周日及公眾假期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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