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老服務消息【第三頁】　二○一○年四月十五日 松柏延年【第七頁】　二○一○年五月十五日

由藥劑師瞭解大家用藥的方法，以及服藥後的反應及問題，從而指導正確用藥、解答疑惑，以協助大家達到「知藥用藥」的成效，助早日控制病情，以免影響健康。服務完全免費，欲掌握
用藥之道者，請速來電報名，安排於星期六下午與藥劑師會面。電話：2831-3215。

各
位長

者
有
否
留
意
自
己
或
身
邊
的

親
戚
友
好
患
有
長
短
腳
？

最
明
顯
的
徵
象
便
是
穿

上
長
褲
時
出
現
長
短
褲
腳
。

大
家
可
能
會
對
長
短
腳
掉
以

輕
心
，
容
易
忽
視
它
帶
來
的

惡
果
。其

實
長
短
腳
的
病
患
率

並
不
算
太
高
，
而
且
超
過
一

半
的
患
者
尚
屬
於
輕
微
，
比

方
說
長
短
少
於
四
毫
米
，
而

一
般
來
說
少
於
四
至
五
毫
米

的
長
短
腳
問
題
，
身
體
自
然

會
作
出
調
整
，
但
這
些
調
整

並
非
每
個
患
者
都
可
以
由
身

體
適
應
過
來
，
所
以
最
合
適

的
辦
法
還
是
找
物
理
治
療
師

作
詳
細
檢
查
。

長
短
腳
一
般
分
為
真
、

假
兩
種
。
真
的
長
短
腳
是
由

於
兩
邊
腳
的
骨
頭
生
長
長
度

不
一
樣
，
最
常
見
是
股
骨
及

脛
骨
的
長
度
有
差
異
，
形
成

左
右
腳
長
短
不
一
；
而
假
長

短
腳
的
成
因
比
較
多
，
可
以

由
扁
平
足
、
脊
柱
側
灣
、
高

低
盤
骨
等
形
成
。

常
見
的
長
短
腳
引
起
的

病
徵
，
大
部
份
是
由
比
較
長

的
腳
所
引
致
，
因
為
腳
長
的

關
係
，
髖
關
節
首
當
其
衝
是

要
承
受
活
動
時
所
產
生
的
重

量
壓
力
；
由
於
髖
關
節
直
接

連
接

盤
骨
，
因
此
很
多
時

便
會
引
起
同
一
邊
的
軟
組
織

（
如
股
肌
內
、
臀
部
內
的
韌

帶
、
筋
腱
）拉
傷
，
盤
骨
關

節
更
有
可
能
發
生
錯
位
，
引

起
疼
痛
及
活
動
不
暢
順
。
嚴

重
者
更
會
引
發
腰
痛
等
毛

病
。
曾
有
患
者
便
因
為
長
短

腳
超
過
八
毫
米
而
形
成
起
盤

骨
錯
位
，
臀
部
肌
肉
嚴
重
拉

傷
引
至
超
過
十
年
的
痛
楚
。

長
者
要
治
療
長
短
腳
首

先
要
找
出
長
短
幅
度
，
再
配

合
一
些
矯
形
鞋
墊
去
更
正
長

度
的
差
異
，
以
及
治
療
長
短

腳
帶
來
的
軟
組
織
和
關
節
問

題
，
便
可
以
徹
底
根
治
這
個

病
患
，
詳
情
請
向
你
的
物
理

治
療
師
檢
查
及
請
教
吧
！

天氣逐漸
炎熱，

伴有心情鬱悶
的長者，每因
稍為勞累，或
出汗之後，就

會感覺疲勞不堪、
肢體困倦。一般而
言，當長者有適當
休息後，疲勞問題
亦會相應減少；若
然情況未有改善，甚或疲勞加
重，可能便會患上「慢性疲勞
綜合徵」。

本症患屬中醫學「虛勞」、
「不寐」、「心悸」等範圍。

查疲勞乃因虛（氣、血、

陰、陽）所致，虛甚必成疲勞
諸疾。醫經有云：「肝為罷極
之主」，故調治本病應以養肝、
滋肝、疏肝為常法。

長者需謹記保持「安心放
心、活在當下」心態對待，以

避免勞累及鬱怒；飲食宜清淡，
多飲和暖清水，忌辛辣肥滯食
物及溫陽補品。每天黃昏時段
宜在公園放鬆心情緩走 800
步，多欣賞花樹草木百態千姿，
及讓溫煦的陽光親炙身心，以

自然為師，勿太緬懷過去。
下列食療可作參考。
1.仙棗茶
功效：益氣和血。
材料：仙鶴草4錢、大棗

8枚。
製法：每次

用1.5公升清水，
煲約 40 分鐘，代
茶飲用。

2.杞子茶
功效：滋肝養腎。
材料：杞子8~10枚。
製法：每次將上品放於杯

底，用滾水沖泡，加蓋焗約 10
分鐘，或可酌加 1 枚珍珠冰糖
飲用。

根據衛生防護中心的數字指出，
本港有 60 萬人患有不同程度

的關節痛症，全因都市人缺乏運動，
當中的職業痛症患者數目每年均有
遞增之勢，更有年輕化現象；
患者若因工作長期過度重複同
一動作、曾拉傷、勞損及患
上關節炎，都會大大增加患上
關節痛症。

關節痛症藥物輔導小組
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

於 2025 年，全世界超過 65 歲的長
者約有 8 億人，將患上不同程度的
退化性關節。退化性關節是指關節
內的的軟骨出現磨損，令骨骼之間

摩擦，引來活動困難及有疼痛外，
更會令關節膜發炎，嚴重可致變型，
受影響關節常見於膝蓋、臗關節、
手指關節、頸椎等。

關節痛症並不一定可治癒的，
維持正確用藥是保護關節健康的方
法之一；現時，坊間有許多保健食
品，如葡萄糖胺產品均聲稱可助紓

緩關節腫痛及其他關節炎症疼痛問
題；尤以對一些同時患有其他疾患，
如糖尿病患者服食後，很可能會影
響血糖水平，影響到糖尿病病情。

究竟患者是否知悉服食的關節痛藥
物真正治療成效如何？是否懂得藥
物的服食方法及了解藥物的副作用
呢？

本會舉辦的「關節痛症藥物輔
導小組」就是由藥劑師主持，專事
教導病者有關常見關節病症的知識、
關節痛症的藥物詳細介紹、服食痛

藥的注意事項及副作用，
及教授正確的簡單運動姿
勢；參加人士需填寫有關
服食藥物記錄報告，以令
可全盤掌握關節痛症用藥
方法；此藥物教育小組，
將於本年六月十二日（星
期六），下午三時於本會 1

字樓舉行，地址：香港灣仔石水渠
街85號，歡迎免費參加，名額只有
20 至 30 名。查詢及報名：2117-
5867。

身
體
不
適
，
往

求
醫
治
理
，

是
必
然
肯
定
的
事
，

無
論
長
者
患
有
一

種
或
多
種
疾
病
，

也
必
要
有
一
正
確

安
全
用
藥
的
知
識
。

當
長
者
每
日
拿
著
大
包
細

包
的
藥
物
時
，
你
可
明
確
認
知

所
服
藥
物
及
其
功
效
嗎
？
那
種

藥
物
是
治
療
你
的
糖
尿
病
或
高
血
壓

呢
？
切
勿
只
管
服
食
，
而
不
知
為
何
而

食
。

長
者
必
須
確
認
服
用
的
藥
量
及
每

次
服
藥
間
隔
及
期
限
，
切
勿
自
以
為「
久

病
成
良
醫
」，
而
自
行
罔
顧
醫
生
或
藥
劑

師
的
指
示
服
藥
、
不
按
時
服
藥
與
調
校

分
量
；
若
大
家
覺
得
自
己
所
服
的
藥
品

沒
有
發
生
作
用
，
應
當
再
回
去
就
診
或

向
藥
劑
師
請
教
。

若
長
者
「
記
性
」
不
佳
時
，
請
用

盡
有
關
方
法
，
如
託
家
人
或
外
傭
作
出

幫
忙
、
在
家
貼
上
大
字
報
以
作
警
醒
或

以
鬧
鐘
提
示
；
若
出
現
忘
記
服
藥
時
，

請
事
先
詢
問
有
關
補
救
方
法
，
勿
隨
意

追
補
吃
藥
，
免
造
成
重
覆
服
藥
。

長
者
必
須
確
認
服
藥
的
時
間
，
是

否
應
在
飯
前
、
飯
後
、
空
腹
或
與
食
物

一
併
服
用
、
早
上
或
睡
前
服
食
呢
？
當

然
也
要
確
認
所
服
用
的
藥
物
，
是
否
會

造
成
副
作
用
、
副
作
用
的
持
久
性
及
是

否
正
常
現
象
，
及
其
應
變
的
方
法
等
；

而
確
認
所
服
用
的
藥
物
，
要
多
久
時
間

才
會
產
生
藥
效
，
以
及
一
次
能
維
持
有

多
久
，
也
是
長
者
服
食
藥
物
的

應
有
態
度
。

為
了
避
免
犯
錯
，
長
者

勿
在
黑
暗
處
服
藥
；
每
次
取
藥

之
前
，
最
好
再
讀
一
次
標
示
，
尤
其
要

注
意
失
效
日
期
。
藥
品
應
放
置
於
小
孩

取
不
到
的
地
方
，
以
免
小
孩
誤
食
。

　

存
放
藥
物
方
面
，
大
家
切
勿
將

不
同
的
藥
物
放
在
同
一
容
器
內
，
以
免

誤
取
，
造
成
吃
錯
藥
的
問
題
。

很多人都說
怕老，不

是因為怕接近死亡，也不是因為嫌
命長，而是害怕陪着老而來的疾病
與傷殘，其中最多人恐懼的，是中風。

中風是腦血管的疾病，七八成
是因為阻塞，二三成是因為破裂（俗
稱爆血管）：當腦部細胞無血液供應
便會壞死。若是大腦中動脈血管受
影響，就會出現「半身不遂」，即一

邊身的手、脚乏力、麻痺、失去感
覺，甚或身體突然失去平衡而跌倒，
同時可能亦有咀歪、言語不清、視
覺障礙、頭痛、暈眩甚至昏迷。

典型的中風的通常症狀明顯，
古人稱為「中風」正是描繪那突然性
和嚴重性。不過除了這些「大中風」
外，醫學界留意到有許多小中風：
症狀一般類似，或可能較輕微，但
一個主要被人忽略的原因是，這些

症狀往往在數分
鐘以至數小時後
消失，令患者誤
以為自己沒事。

背後的病理原因一樣是腦血管
阻塞，但這些阻塞並非完全，於是
血管內的血液暫時仍能流通，但有
如已淤塞的喉管一樣，這種情況很
難長期維持下去。醫學研究顯示，
一旦出現小中風，約三成人短期內
會大中風，所以小中風可視為中風
之先兆。中風之時間，一半是七天
內，四分一是在兩天內。所以即使
類似中風的症狀已在一段時間後完全

消失，也切勿慶幸，應加以警惕，
並立即前往急症室。

近年醫學界已有新藥，可以及
早把阻塞血管的血塊「溶」掉，把中
風逆轉，但這種治療只限在數小時
內生效。因此，懷疑有中風，千萬
不要耽誤時間，應馬上去急症室。

事實上，上了年紀的獨居長
者，都適宜安裝平安鐘，以便能第
一時間獲支援。一些長者以為有事
首要是聯絡子女，但等到子女回家
再送醫院，當然較遲了，倒不如，
同時打 999 求救，同時聯絡親友，
才是最明智的做法。

健康在您手健康在您手
◆ 陳　曰

知藥用藥知藥用藥
◆ 張亞力

中醫辨証中醫辨証
◆ 朱國棟

齊共創齊共創
健康社區健康社區

◆ 宜　德

長
短
腳

物理治療物理治療
保安康保安康

◆ 陳震賢

安
全
用
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