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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長

呼吸胸腔疾患調理、過敏

疾病（過敏性鼻炎、氣

喘）、小兒生長發育調

理、婦科疾患（月經不

調、經痛、更年期障礙、

產後調理）、減重、急慢

性筋骨疼痛症、自律神經

失調、心血管疾患、腦血

管後遺症、癌症中醫輔助

治療

近 日天氣日夜溫差大，塵霾嚴重，愛跑跳的 10歲
劉弟弟因本身患有氣喘病史，早晨起床及晚上

睡覺時常常咳嗽有痰，甚至於喘鳴胸悶，在氣候變化

較大時症狀特別嚴重，不僅影響生活品質，一整天精

神不濟，注意力不集中，有時嚴重到跑步都覺得困

難，劉媽媽很心疼小孩的狀況，每天提心吊膽深怕劉

弟弟氣喘急性發作，令劉媽媽不知該怎麼辦？除了西

醫常規治療外，劉媽媽聽隔壁鄰居太太帶小孩去「中

醫小兒氣喘加強照護門診」，使用中醫治療方式，從

體質調理，再搭配日常生活作息飲食調整後，劉小弟

呼吸道症狀大幅減輕，喘咳不適減少很多，臉上露出

久違的笑容，精神體力也大幅改善。

氣喘是一種慢性呼吸道發炎疾病，在過敏因素刺

激下，引起支氣管痙攣、黏膜腫脹、分泌物增加，產

生氣道狹窄、氣流阻滯的症狀。通常會表現反覆發作

的咳嗽（尤其是夜咳、運動後咳）、胸悶、喘鳴、煩

躁不安、面色蒼白、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難等症狀。氣

喘於中醫又稱哮喘，主要是因肺的調節氣道功能受到

痰阻的嚴重影響，導致呼吸急促、喘鳴的現象。中醫

文獻記載中，認為本病是一種「邪實正虛」之疾病，

也就是在發作期以「邪實」為主，緩解期則以「正

虛」為本，因此中醫臨床診治上，會先診察其疾病證

候，來區分寒熱虛實，再選擇用藥治療。治療上，常

分為發作期及緩解期進行治療。

除了中藥內服（科學中藥、飲片）使用外，中醫

在穴位針灸或按摩刺激對患者症狀改善幫助良多，一

中醫內服、外治改善「氣喘」症狀
◎嘉義長庚中醫科醫師　楊佩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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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穴位說明

圖二：使用溫熱的中藥藥餅，敷貼於背
上相應穴位上，與經絡共同作用，可達
到補養陽氣，增進對抗病邪的能力

穴位說明：

合谷： 介於拇指與食指間（虎口）肌肉隆起處。

列缺： 橈骨莖突上方，腕橫紋上 1.5寸，可將兩手虎口交

叉，手腕伸直，食指點在手腕的側面，可感覺骨頭

上明顯的縱向裂隙，即為此穴。

魚際： 手拇指本節（第 1掌指關節）後凹陷處，第 1掌骨

中點橈側，赤白肉際。

般可選取合谷、列缺、魚際等穴位針

刺或每日指壓按摩，特別是在每晚睡

前及早晨起床前，都可以做為肺部日

常保健的穴位。（圖一）

另外穴位貼敷也是中醫在防治氣

喘上很重要的一種治療方式，主要是

將中藥製成藥餅後，貼敷於穴位上，

根據中醫春夏養陽，寒者溫之的原則

及天人相應，冬病夏治的觀念，在夏

季的三伏天及寒冬的三九天，於背部

特定的穴位，例如大椎、肺俞、風門

等穴位貼上溫補，定喘、逐痰、祛

寒、止咳功效的藥餅，以達到疏通經

絡，調節臟腑機能目的。（圖二）

在治療之餘，各種預防與保健方

法也相當重要，包含規律生活、注意

居家環境衛生，宜保持清潔乾燥以減

少過敏源、避免生冷飲料及蔬果如：

西瓜、白菜類或油膩、魚蝦等腥葷之

物；忌食辛辣、燥熱、燒烤或油炸等

刺激類食物。而氣喘病人常見的補藥

中，以黨參、粉光參或黃耆為主，基

本上有助於體質的改善，又能增強免

疫力，減少感冒的次數，但藥膳調理

仍然建議諮詢中醫師。

中醫長於調整體質，不同類型的

氣喘患者，根據辨證論治後，選擇適

當治療方式，確實可以降低發作頻率

及嚴重程度，改善肺功能及減少西藥

使用。穴位貼敷對氣喘體質患者的症

狀及免疫功能亦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與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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