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季體質調理-以鼻過敏為例 

「哈～秋～，醫師，我是不是感冒了，每次一到冬天或是進入冷氣房就容易打噴

嚏、流鼻水，鼻塞讓我整天都覺得頭昏昏的。」這種以突然和反覆發作性鼻塞、

噴嚏、鼻流清涕、鼻癢為特徵，每逢溫差大就容易發作的現象，在中醫古籍裡被

稱作「鼻鼽」(又稱「鼽嚏」，鼽，音讀作ㄑㄧㄡˊ)。鼻子是一個維持溫度與濕

度的器官，使得外界的冷空氣在吸入人體的支氣管及肺部時，得以足夠的溫度與

濕度讓氣體進行交換。在中醫觀點，鼻鼽臨床上最常見的原因是因為營衛不和造

成，身體虛寒或常飲冷、嗜食寒涼瓜果，導致陽氣不足以抵抗外寒，在鼻子方面

就會表現突然和反覆發作性鼻塞、噴嚏、鼻流清涕等症狀，此時如果可以藉由避

食寒涼、中醫調理，則可以使身體的衛氣足夠，進一步減少因溫差大而造成的症

狀發生。在現代醫學中有一種「血管運動性鼻炎」，也是因為溫度的變化，造成

血管收縮或擴張，而造成鼻黏膜的腫大而流鼻水。另外，鼻鼽的症狀表現很容易

被誤以為一般的傷風感冒，所以病人常常只服用治療症狀的藥物而反覆發作。鼻

鼽與傷風感冒不同的是，鼻鼽發病快、消失快，症狀消失後則如常態，發作時間

短，往往數小時就減輕，而且一般無發熱，惡寒等全身症狀，檢查鼻黏膜蒼白、

水腫，鼻涕清稀水樣；相對地，傷風感冒發病漸起，消失亦慢，需數日而癒，且

全身症狀重，可能出現發熱、惡寒、頭痛等，檢查鼻黏膜充血紅腫，鼻涕黏甚至

轉為膿性。中醫治療鼻鼽除了治療標症(鼻塞、噴嚏、鼻流清涕、鼻癢)外，同時

還會依臟腑三焦辨證來補充不足之處，因為衛氣是源於下焦(腎氣)，滋養於中焦

(脾胃)，而開發於上焦(肺)，只治療肺系症狀可能不足，需要同時調理中下焦才

是治本，所以病人出現脾虛的症狀，如腹脹、大便軟散甚至不成形，就須健運脾

氣。出現腎虛的症狀，如腰痠、頻尿等，就須以補腎來治本。同時，可搭配針灸、

三伏天或三九天敷貼來輔助以達良效。中醫治療鼻鼽的優勢在於藉由肺、脾、腎

三焦調理衛氣，使陽氣衛氣充足以抗外寒，是一種全面治本調理，而非治標之法；

而針對過敏性鼻炎(對特定過敏原過敏)，則可緩解鼻部症狀而無頭暈嗜睡之副作

用，並進一步調理體質以減低過敏反應。人體自出生即是一個發散體溫的系統，

隨著年紀越大或嗜食寒涼則陽氣越衰，此時可藉由中醫特有的溫法以達到秋冬季

節時維持陽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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