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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灸療法簡介



• 穴位刺激療法。
• 在三伏天(夏天 熱的時段)或三九天(以冬
至日計起的特定時段)，使用溫熱性質中藥
研成粉末，敷貼於特定的穴位上，通過藥
物的刺激和經絡的傳導，調節臟腑功能及
調整陰陽平衡，從而起到防病治病的作用。

• 這種方法需要連續治療三年，根據研究顯
示，天灸療法對過敏性鼻炎、咳嗽、氣喘
的症狀會有良好的改善，可以提升免疫力，
並減少感冒及過敏等現象。

http://hk.news.yahoo.com/blogs/haonline/%E5%A4%A9%E7%81%B8%E9%98%
B2%E6%B2%BB.html醫管局天灸療效新聞



• 「三伏天」即「初伏日」、「中伏日」、
「末伏日」，由夏至後開始計算的第三個
庚日是初伏，而中伏是第四個庚日，末伏
則為立秋後的第一個庚日。

• 中醫認為，「庚日」與「肺」在五行中都
屬於「金」，因此，有些肺部的疾病在庚
日作治療的效果 好。



天灸使用的藥物

藥物 性味 功效

白芥子 辛、溫 溫肺化痰,利氣散結;
能化皮裏膜外之痰,為治寒痰凝結之痰
飲、咳喘的要藥。

延胡索 辛、苦、
溫

辛散溫通,行氣化痰;
與白芥子同用,辛溫助陽,行氣散結。

甘遂 苦、寒 瀉水逐飲,袪痰散結;
本品善行經隧之水濕,能逐痰涎,其性寒
又可反佐,使本方不致辛溫太過而傷陰。



細辛 辛、溫、芳
香

袪風散寒、溫肺化飲、通竅;
本品辛散溫燥,既可達表外散表寒,又能入裏下氣消
痰。

生麻黃 辛、微苦、
溫

宣肺平喘;本品辛散苦泄,溫通宣暢,平喘力強,為治
療肺氣壅遏所致喘咳之要藥。

製附子 辛、甘、大
熱

補火助陽,溫經散寒
本品辛甘溫煦,有峻補元陽、益火消陰之效;而且氣
雄性悍,走而不守,能溫經通絡,袪逐經絡中之風寒濕
邪。

肉桂 辛、甘、大
熱

補火助陽,溫通經脈;
本品辛甘大熱,能益陽消陰,作用溫和持久,為治命門
火衰之要藥;而且甘熱助陽,辛熱散寒,故能溫通經
脈,並去痼冷沉寒。

丁香 辛、溫 溫中散寒,溫腎助陽;本品辛溫芳香,用以代麝香為
使。
(備註：原方用麝香,但麝香屬於《保護瀕危物種條
例》附錄二之列明物種,故用丁香代之。)

生薑汁 辛、溫 袪風散寒,溫肺止咳化痰;
本品辛溫發散,走而不守,能使藥力直達病所。



注意事項：

• 敷貼當天有感冒、感染發燒、素有皮膚/中西藥嚴
重過敏者、孕婦、三歲以下幼兒不宜參加。

• 成人每次敷貼時間為1小時，兒童及長者則為半小
時。敷貼後將出現輕微灼熱感，乃正常現象，但
若特別灼熱疼痛，請將藥貼立即除去。

• 敷貼後局部皮膚或會出現發紅、水泡等均屬正常
反應。若出現小水泡，應避免抓破，可用止血膠
布貼於小水泡患處，待其自行吸收。若出現較大
水泡或水泡表皮潰破，可接洽醫師跟進處理。



• 貼藥後數個月內，個別人仕於貼藥部位會出現紅
印，紅印持續的時間視乎個人體質而定，而極少
數人仕會出現疤痕。

• 小兒貼藥後家長應密切留意小兒皮膚情況，如特
別灼痛，可隨時除去藥貼。

• 敷藥部位3小時內避免用冷水清洗。除去藥貼2小
時後可暖水洗澡。

• 治療當天應避免進食辛辣、寒涼，三天內忌食蝦、
蟹、牛肉、鵝、鴨、花生、雞蛋等食物。



消暑 / 預防中暑的中醫療法



中暑

• 排汗較差或沒有補充足夠的水份時，
體溫就會過高，因而產生中暑。

• 中醫認為，夏季暑氣當令，氣候炎熱
悶焗，若人體正氣不足，因太過疲勞

而耗損正氣、或長時間在烈日下勞動，

暑熱之邪便可乘虛侵入而引發中暑。



中暑的徵狀

• 輕者：
• 頭暈、頭痛、噁心、氣促、口乾渴、疲倦乏力，皮
膚乾而熱

• 嚴重：
• 痙攣、呼吸喘促、大汗出或無汗、手足冰冷，甚至
昏迷。



中暑的護理

• 如有中暑徵狀，應立即停止活動。
• 若在戶外，應將患者搬往有遮蔭的地方，
同時以濕毛巾替患者抹身，藉水份的揮發
協助散熱。

• 如患者清醒，應給予清涼飲料，以補充失
去的水份。

• 如情況未能轉好或出現神智不清，應盡快
送院治理。



預防中暑

• 盡量打開窗戶，保持室內通爽涼快。亦可利用風
扇或空氣調節，以防止室內溫度過高。

• 在炎熱的日子裏，長者應盡量留在室內陰涼的地
方，以及減少戶外活動。

• 若要外出，應帶備太陽傘和避免在陽光下曝曬。
好安排在早上或黃昏後外出。

• 穿著有助散熱及吸汗的衣服，例如鬆身、輕便、
淺色的棉質衣服。

• 注意適量地補充水份，避免喝濃茶、咖啡和酒類
等尿飲品。

• 自行製作一些簡單的消暑湯水，預防中暑。



消暑湯水

• 荷葉綠豆冬瓜水（四人份量）
• 材料：鮮荷葉一張（或乾荷葉５錢），綠
豆二兩，冬瓜一斤半，清水六-八碗，冰糖
適量。

• 做法：將材料洗淨，水沸先把綠豆煮開，
加入冬瓜， 後加入荷葉及冰糖，待冰糖
完全融化即可。

• 功效：消暑解毒，清熱祛濕。



• 花旗參蜜冬百合飲（一至二人份量）
• 材料：花旗參３錢，蜜冬５錢，百合５錢，
清水四碗。

• 做法：蜜冬、百合沖洗後浸泡２０分鐘，
連水帶料共煮３０分鐘， 後加入花旗參
片煮５分鐘即可。

• 功效：益氣養陰，清熱生津。



• 綠豆薏米扁豆粥（四人份量）
• 材料：綠豆二兩，生薏米一兩，扁豆二兩，
白米二兩。

• 做法：綠豆、薏米、扁豆、白米洗淨，加
水煮約二小時，待粥濃稠適度，即可服食。

• 功效：清熱解毒、健脾祛濕。



• 粉葛赤小豆扁豆湯（四人份量）
• 材料：粉葛一斤，赤小豆、扁豆各一兩，
瘦肉六兩，陳皮一角，調味適量。

• 做法：粉葛去皮，洗淨後切塊；扁豆、赤
小豆、陳皮用清水浸洗；瘦肉洗淨切塊，
將全部材料放入瓦煲內，加水蓋過材料，
煮滾後慢火煮約二小時，調味即成。

• 功效：清熱散火、止渴除煩、消暑利水化
濕。



• 淮山茯苓甘筍粟米湯（四人份量）
• 材料：淮山５錢（或鮮淮山一條）、茯苓５錢、
甘筍３條、粟米２枝、南棗六粒、瘦肉六兩，調
味適量。

• 做法：淮山、茯苓、南棗洗淨浸２０分鐘，（如
用鮮淮山則去皮，切成塊）；瘦肉、甘筍、粟米
洗淨切塊、切段；將全部材料放入瓦煲內，加水
煮約二小時，調味即成。

• 功效：健脾祛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