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咳嗽感冒 成因.食療.療法不相同

‧寒咳----寒咳 痰色稀白，呈泡沫狀，頭痛，鼻
塞，流清涕，或伴有怕冷、畏寒，無汗，舌淡
紅，苔薄白。

‧熱咳----咳嗽、咳黃痰或白粘痰，伴有口乾、咽
痛、便秘、尿赤、身熱或伴有喘息等症状，舌質
紅、苔薄黃或黃膩、少津、脈滑數或細數

‧燥咳(乾咳) ，或略有黏痰不易咳出，或痰中帶有
少量血絲，口唇鼻腔乾燥，咽喉乾痛，劇咳時則
胸痛。初起伴有怕冷、發燒等症狀。



‧ 寒咳—
‧ 風寒束肺，亦即傷風感冒所引致之咳嗽也。風為百病之源，其性也急，人體免疫能力

處於低下時，易受邪入侵而感冒、鼻塞、咳嗽。寒咳者，乃其人體質素虛，衛表不
固，忽感風寒，先是鼻水如泉而下，接著頭重目昏畏寒人疲，聲音忽變啞啞然，這種
型態的咳嗽，剛開始的一、兩天不見得有痰，祇覺得咽癢欲咳而已，二、三日後，風
寒之邪入裡漸深，影響肺部機能之變化，寒痰由是而生，之後，痰方由清稀轉為黃
濁，此時咳亦變劇，痰一咳即出，視診咽喉不痛不紅，祇覺得咽壁濕濕然如有水覆蓋
狀。

‧ 熱咳者----
‧ 體格狀實黝黑者居多，平素怕熱不畏寒，舌苔微黃或黃濁，有的帶有口渴之現象，感

風熱即鼻塞涕濁或黃綠，伴有頭昏目澀神疲口乾，咳時咽痛劇烈痰黃難出，檢查鼻及
咽之黏膜常呈紅色。濕咳者，脾虛之人居多，稍咳即有痰出，具有咳不完的痰，鼻涕
亦多，常隨咳而出，聽診肺部有濕囉音，舌苔常呈濕膩不化。

‧ 燥咳者-----，
‧ 咽乾紅無津痰黏喀痰不爽，或根本無痰，每發必咽癢而咳劇，觀其鼻、咽、唇之黏膜

皆乾而紅，無涕，咳時咽不痛，此多為肺燥，火氣上逆之故。溫病之咳，咳不甚，涕
亦不多，自覺頭昏神疲，鼻、咽、唇黏膜泛紅。梅核氣之咳則似咳非咳，咽中如有炙
臠，終年如是，咽壁常有濾泡突起或黏膜瘜肉增生。另外，臨床亦發現到，平素即有
鼻炎鼻塞者，則每遇咳嗽必先咽痛，且咳時劇烈，咳甚久方有痰出。午夜冲逆之咳常
在半夜，喀痰不爽，白日如常。一起床即咳，咳一陣子方緩者，大抵為寒邪所侵。還
有一些其他奇奇怪怪的咳，挫傷氣岔會咳，五臟內傷亦會演變成咳嗽，因非常見之咳
故在此不多贅述。

‧ 參考文獻：
‧ 湯頭歌訣，正義出版社，1968。
‧ 本草備要，文光圖書公司，1986。
‧ 實用中醫方劑學，樂群出版社。



【外感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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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的病症辨病簡表

☺1乾咳Æ☺氣急 2少痰Æ痰中帶血 3 音低聲嘶Æ口燥咽乾、音啞、
咽乾口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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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外感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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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傷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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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紹一些關於咳嗽的簡易食療：
‧1.風寒襲肺：証見咳嗽聲重，咳痰稀薄色白，鼻塞，流清

涕，惡寒，發熱，肢體痠痛。可選用薑糖蘇葉飲：生薑6
公克切絲，蘇葉3公克碾碎，與紅糖適量，加開水沖泡，
溫浸10分鐘，代茶飲，尤其適合風寒咳嗽兼胃腸症狀者。

‧2.․風熱犯肺：証見發熱頭痛，微惡風寒，咳嗽咽疼。可
選用二花茶：金銀花5公克洗淨，加入適量的水，煮開5分
鐘後，去渣取汁，倒入裝有綠茶5公克的杯子中，加蓋燜5
分鐘即可，用以代茶飲，適用於外感風熱或溫病初起的咽
痛、咳嗽等症。

‧3. ․肺陰虧耗：証見乾咳痰少，或痰中帶血，咳聲短
促，形體消瘦，潮熱盜汗，疲乏無力。可選用麥冬粥：將
麥門冬20公克煎取汁液，與白米100公克煮粥，每日1次。
外感咳嗽和痰濕咳嗽忌食本方。



風寒襲肺：証見咳嗽聲重，咳痰稀薄色白，鼻塞，流清涕，惡寒，發熱，肢體痠
痛。可選用紫蘇葉飲：生薑6公克切絲 荊芥3公克 紫蘇葉3公克碾碎，與紅糖適
量，加開水沖泡，溫浸10分鐘，代茶飲，尤其適合風寒咳嗽兼胃腸症狀者。

‧荊芥：唇形科。主要適用于感冒風寒、發熱惡
寒、無汗、頭痛、身痛等症。也可配合辛涼解表
藥或清熱解毒藥治療感冒風熱惡寒、目赤咽痛等
症。

‧生薑：薑科。生薑辛溫發散，功能散寒解表，治
感冒輕症，往往能得汗而解，也可用作預防感冒
藥物。

‧紫蘇：唇形科。紫蘇辛溫，外開皮毛，故可發散
風寒，開宣肺氣，應用於風寒表證，惡寒、發
熱、頭痛、鼻塞、無汗 兼有咳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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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熱犯肺：証見發熱頭痛，微惡風寒，咳嗽咽疼。可選用杏仁茶：桑白皮3公克
杏仁15公克洗淨，加入適量的水，煮開5分鐘後，去渣取汁，倒入裝有綠茶5公克
的杯子中，加蓋燜5分鐘即可，用以代茶飲，適用於外感風熱或溫病初起的咽

痛、咳嗽等症。

‧桑白皮：桑科功能瀉肺平喘、利水消腫、止咳。
用于肺熱咳喘，本品藥性寒涼，專入肺經，功能
清瀉肺熱、止咳平喘，適用于肺熱喘咳。禁忌：
多尿、哮喘，虛寒者勿用。

‧杏仁： 薔薇科。本品苦泄降氣，功能止咳平喘，
適用于各種咳嗽氣喘之症，無論新久，寒熱均可
配合應用。本品尚有潤腸通便治咽痛聲啞之功。



杏仁茶

桑白皮 •杏仁



肺陰虧耗：証見乾咳痰少，或痰中帶血，咳聲短促，形體消瘦，潮熱盜汗，疲乏

無力。可選用麥冬粥：將麥門冬20公克 桔梗5公克 款冬花5公克 煎取汁液，與白

米100公克煮粥，每日1次。外感咳嗽和痰濕咳嗽忌食本方。

‧麥門冬：百合科植物。功效作用養陰生津，潤肺清心。用
於肺燥乾咳。

‧桔梗：桔梗科。功能化痰止咳、利咽開音、宣暢肺氣、排
膿消癰。且桔梗開提氣血，表散寒邪，清利頭目咽喉，開
胸膈滯氣，為諸藥之舟楫，載之上浮，能引苦泄俊下之
劑，至於至高之分而成功，養血排膿，補內漏。

‧款冬花：菊科。辛溫純陽。現代藥理有鎮咳、袪痰和平喘
作用。為治嗽要藥。前人經驗認為本品溫而不燥，有邪可
散，散而不泄；無邪可潤，潤而不寒。因此，一切咳嗽，
無論寒熱虛實，只要與肺經有關，都可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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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揉按尺澤穴、曲池穴及合谷穴等穴
位，有助潤肺、鎮咳及舒緩喉嚨不適，做好日常保健、養

好肺氣，才能減少秋冬呼吸道疾病發生機會



合谷

• 定位：在手背第一、二掌
骨間約平第二掌骨中點
處，當虎口歧骨間凹陷
中。

• 取穴按摩法：拇、食指併
攏，兩指間尾紋旁肌肉高
起處，約尾紋旁上3～5
分。。

• 功用主治：行氣止痛(陽明
經多氣少血，而原氣由此
進入，故對氣的影響比較
大)。潤肺、鎮咳。



面口合谷收

‧手陽明大腸經

商陽

合谷



合谷穴

在手背，當第一掌骨間
隙之中點處，或第二掌
指關節與陽溪穴之間的
中點處，稍靠近食指
側。



合谷穴
‧位於一二掌骨之間

‧主治頭痛、牙痛、感
冒、發熱、咳嗽、腰
痛、背痛

按壓肺臟排毒要穴。按壓肺臟排毒要穴。



合谷（手陽明大腸經）

在手背，當第一掌骨間

隙之中點處，或第二掌

指關節與陽溪穴之間的

中點處，稍靠近食指

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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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澤

‧尺澤：手肘關節上，彎曲手肘時，肘關

節內側出現

之硬筋，側面凹陷中



曲池：
曲池拱手取，屈肘骨邊求，
善治肘中痛，偏風手不收；
挽弓開不得，筋緩莫梳頭，
喉閉促欲死，發熱更無休，
偏身風癬癫，針著即時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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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