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經歷：
中國醫藥學院學士後中醫系醫學士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研究所醫學碩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研究所醫學博士
中國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助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中醫部主治醫師

專長：
失眠、腦中風、中醫體質調理

門診時段:
每週ㄧ、三、五晚上

中醫認為肺為嬌嫩的臟腑，容易受外面病邪所侵襲，肺氣宣
發受阻、上逆而導致咳嗽。而咳嗽也會隨不同季節而有不同的
變化，如春、夏咳就和秋、冬咳不同；另外在咳嗽的性質上有
「虛咳」、「寒咳」、「熱咳」及「燥咳」，臨床治療上都要
分清楚。大致上春、夏季咳較容易形成風熱咳，而秋、冬咳較
容易形成燥咳及寒咳。
一般「虛咳」多表現為久咳，精神倦怠無力，講話語音低微，

呼吸聲喘急，而中醫治療主要是給予補肺氣藥物，如黃耆、白
朮、防風、五味子…等，另外日常生活中要適度運動，改善體
質。「寒咳」俗稱「冷咳」多表現為咳嗽帶有清晰白痰，伴隨
有鼻寒，流清涕，頭痛，畏寒，晚上咳嗽比白天明顯，而治療
主要溫散寒邪，如荊芥、防風、茯苓、桔梗…等，另外忌食生
冷食物、瓜果、白菜等。「熱咳」多表現為咳嗽帶有黃痰，咽
喉紅腫痛，發熱，口渴，治療則以寒涼性質藥物清除肺熱，如
金銀花、連翹、石膏、桑葉…等，另外忌食辛辣、燒烤食物。
「燥咳」多表現為乾咳少痰或無痰，咽乾口渴，唇鼻乾燥，治
療則以潤肺清燥，如沙參、麥冬、桑葉…等，另可燉煮銀耳潤
肺生津，總之中醫治咳，必須先了解病性，針對病情給予適合
藥物治療，才能達到藥到病除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