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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新冠肺炎中醫可以做些什麼？ 

大家對新冠肺炎（COVID-2019）都不陌生了，時至今日其影響遠比當年的沙士

更為巨大。中國內地防治的經驗已得到公認，中醫藥在世紀疾病中能發揮什麼樣的

作用？有什麼特色和優勢？對普羅大眾有什麼簡便的方法與指引呢？  

【一、認識傳染性疾病三大要素，即：傳染源，傳播途徑，易感人群】 

1) 傳染源：避其邪氣，切斷傳染源。避免傳染性的病原體在人群中傳播。  

2) 傳播途徑：該疫病可以人傳人，而且潛伏期較長，未知的人群可作為傳染 

     源，進行傳播、流行。人們遠離傳染源是最好的預防。如遠離 

     醫院、相關的病人，人多且密閉的環境，如超市商場、超市、飯 

     店等。戴口罩（至少兩層），保持基本的個人衛生和呼吸道衛生， 

          勤洗手等。 

3) 易感人群：本病好發於中老年，有基礎疾病的人，應正了中醫的「邪之所 

     湊，其氣必虛」的理念。故增強正氣是我們能，而且必須做的 

     事，即中醫強調「正氣存內，邪不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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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預防的多維對策與方法】 

新冠肺炎屬於中醫疫病範疇，病因為感受疫戾之氣，病位在肺，基本病機特點

為「濕、毒、瘀、虛」；肺為嬌臟，易受邪氣，根據知己知彼的戰術策略，提出以下

預防手段與方法： 

1) 運動與經絡拍打：肺為華蓋，通過肺部及肺經的拍打，增強其正氣，防邪傷肺。 

                具體的方法是「前拍拍後拍拍，加拍肺經防肺炎」（即拍打前 

                胸後背多次，從胸背下部到上部拍打，還可促其邪氣外排，詳 

                見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防禦呼吸道傳染性疾病措施」）。 肺 

                經即手太陰肺經，在上肢，共有11個穴位，首穴中府、 

                末穴少商，其中2個穴位是在前胸上部，其他9個分佈在上肢掌 

                面橈側。手太陰肺經以肺為中心，肺是人體進行氣體交換的場 

                所。中醫認為肺的功能包括了主氣、司呼吸、主宣發肅降，通 

                調水道，朝百脈，開竅於鼻，外合皮毛的功能。當然其它的運 

                動也有幫助。拍打肺經時從胸走手，用空心撐拍打（力度適中）。 

2) 注意規律的休息：不熬夜，熬夜會耗氣陰，多器官都易受損，故強調保持規律而 

                充足的睡眠。是2017年的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得獎人已告訴 

                人們的道理。然而，當然也不能過度的睡眠，因為中醫認 

                為「久臥傷氣」。 

 

3) 保持大便通暢：中醫學強調肺與大腸相表裡，如果大便不通暢，邪氣不出，肺金 

https://scm.hku.hk/Views/Media/Events/leaflet-202004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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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氣）就會為邪氣所困，出現病變。故一定要保持大便通暢， 

       以促肺部的清宣與肅降。 

4) 保持心態平和：面對此局一定不能煩悶，上火，一但上火，則可能木火刑金，降 

       低肺部抵禦疾病的能力。 

5) 藥膳食療護肺袪邪：如合理的膳食及湯水，避免進食油膩、煎炸、燒烤、辛辣食 

         物，改善機體的內環境，培補肺金，幫助祛邪。舉例如下： 

A. 羅漢果茶 

配料:  羅漢果1/2個，無花果3-5枚，南北杏各12克，雪梨（帶皮）2個， 

   橙（帶皮）1個，陳皮1 個，加白蘿蔔（帶皮）半個， 熱重者可加 

   青橄欖5 枚。 

做法:  以上諸味用6-8碗水，煎煮30分鐘即可。  

功效:  潤肺化痰，預防呼吸道疾病。 

用法：代茶水頻服用。 

B. 三白固肺湯 

配料: 白蘿蔔一個（切塊）、白扁豆25克、白果20粒、百合20克、生黃芪40克  

  黃豆/黑豆30克、紅棗3 枚、陳皮1個、生薑3 片，可選排骨，或豬皮，  

   或豬肺等。 

做法: 上味用 8-10碗水，煲煮 90 分鐘左右即可。  

功效: 固金補肺，預防呼吸道疾病。 

用法：煲湯全家服用。  

C. 適量服用大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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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蒜可以抑殺病菌，增強脾胃及呼吸道的抗病能力。現代醫學認為大蒜能提

高免疫力，提高人體淋巴 T細胞、巨噬細胞等免疫系統轉化能力。吳又可在

《瘟疫論》下卷附采名方及辟瘟諸法中有記載：「凡遇天行時氣，須遲出早

入，房中常燒蒼術……口中嚼大蒜，最良」。  

 

6. 改善環境以避邪： 

A. 房中空氣消毒 

蒼朮香薰：蒼朮 30克，，用於房間香薰， 消除空氣中的瘴氣（病毒）。 

 

B. 艾灸消毒斷疫 

    艾炷香熏或放置家中都有抑殺病毒作用。有實驗表明，單獨用艾葉香熏，或    

    放置家中，都有抑制腺病毒、鼻病毒、流感病毒和副流感病毒的作用。 

C. 避瘟香囊 

中醫藥認為，芳香之品可避穢，故可自製香包（囊）即芳香之品的中藥，

蒼術、白芷、菖蒲、川芎、香附、辛夷、吳茱萸、藿香、艾葉，各等分。

共研細末後放在布包中，隨包佩帶或放置家中。 

 

   上述僅為多維預防之方法，可供參考。如果發病則一定要找醫生診治！切不

可道聽途說，不加辨證，不依據體質，胡亂用藥。中醫藥是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

方能有效的預防與治療疾病。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6%AB%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5%8A%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B%E5%B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8B%E5%B7%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7%A8%E5%99%AC%E7%B4%B0%E8%83%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8D%E7%96%AB%E7%B3%BB%E7%B5%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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