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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新剛從高職畢業，

打工時認識了志村

叔叔，熱心的志村叔叔常常帶他回

家吃飯、唱歌、喝酒，卻在一次酒後，

對他進行性侵害。他鼓起勇氣前往警察局報

案，社工協助他驗傷與抽血檢查，醫師提醒他要

小心被傳染愛滋病的可能性。

得知自己有感染愛滋病的危險，必須連續服藥半年和

追蹤，服藥過程可能會出現許多不適症狀，還得面對家人的懷疑

與指責，因此他變得悶悶不樂，飯一入口就有噁心感，吃不到一半便

想吐，爸爸見狀，往往劈頭就是一頓罵。他覺得自己在家動輒得咎，偏又提

不起勁去找工作，萬一不幸「中獎」，等著他的將是無止盡的服藥、檢查、追蹤，

在身心煎熬之下，他不時浮現自殺的念頭，持續服藥的意願更低了。

這天，小新服藥已滿一個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上網寫下了自己的故事，尋求協助。

愛滋病毒是一種新發現的病毒，古代中醫藥典籍當然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但台灣與中國已陸續

有相關治療成果的報告，所以我們從藥典、Medline、中國期刊網以及網路搜尋與整理資料，希

望能提供他一些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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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愛滋藥物的副作用

1995年，美籍華裔醫學科學家何大一

首先提出「雞尾酒療法」，又稱高效抗反錄

轉病毒治療（HAART）。因為愛滋病毒複

製速度快，變異的速度更快，如果只用一種

藥，愛滋病毒很可能利用突變來逃脫免疫細

胞的追殺，把幾種藥加在一起，對愛滋病毒

就形成了一個嚴密的「圍追堵截」網，但隨

之而來的是各種藥物的副作用，常常是一加

一大於二，以致病友們吃的藥更多、更久，

副作用也更大。

藥典中明列愛滋病抗病毒藥的常見副

作用包括噁心、嘔吐、腹瀉、食欲減退、失

眠、過敏、皮膚癢、頭痛、貧血、中性血球

與血小板減少、憂鬱、全身無力等。其中，

Indinavir這味藥必須空腹服用，與藥物會相

互影響的食物則未見記載。

中藥可以增強抵抗力

中醫界目前把愛滋病毒歸入中醫病因中

的癘氣、疫毒範疇。傳統上對於癘氣、疫毒

的定義，是具有大規模傳染力且致死率高，

又以流感病毒、天花、傷寒、霍亂等的記載

最多，但這些傳染病的表現為發病急驟，與

愛滋病毒一般具有6個月到10年的潛伏期不

同，所以簡單的用疫毒、癘氣來定義仍嫌不

足。另外，它們感染的途徑與標的也不同，

愛滋病毒是通過血絡與黏膜進入機體來破壞

CD4+T淋巴細胞，癘氣之邪則可藉著空氣或

飛沫傳染，經口鼻、皮毛而入，以呼吸道發

炎為主。

關於愛滋病的病機，我們整理了各醫家

的觀察與治療體驗，大都認為是病毒直入營

血，日久氣血陰陽俱傷、精氣損耗，臟腑漸

虛。日本渡邊等人發現小柴胡湯有抗反轉錄

作用，其抑制率達90%，作拆方實驗時，

發現其中僅黃芩（黃芩 、黃芩 元）有此

活性。中藥有許多清熱解毒藥都含有抗病毒

或是抗反轉錄 的成分，然而一旦萃取出來

打在動物模型上，也會出現毒性副作用以及

令愛滋病毒產生耐藥性。

中國趙紅心治療1 9名愛滋病友，在

zidovudine/lamivudine+efavirdine的給藥間隔

期，加上中藥輔助治療，發現能減少病毒量

的反彈，而且CD4+T淋巴細胞有上升趨勢。

南加大Calen Huang回顧了中藥輔助治療愛滋

病共20篇有RCT的文章，這些文章都由中國

學者發表，且都顯示能夠增進生活品質、維

持體重、降低副作用、提高西藥藥效、增加

CD4細胞。可惜的是，至今尚未發表治癒的

病例報告，大家都在等待愛滋疫苗或是基因

療法的發明。

按病人狀況辨證施治

愛滋病毒本身並不致命，但因免疫系統

CD4+T細胞被破壞，疾病晚期常常會因為

其他細菌或病毒的感染而危及生命，所以平

日睡眠充足、飲食均衡、多食用天然新鮮食

材，適時用中藥配伍來平衡陰陽臟腑系統，

可使免疫系統比較健全，能夠抵禦細菌與病

毒的侵犯，降低抗病毒藥物帶來的副作用。

許多病人合併嚴重腹瀉、噁心嘔吐，導

致嚴重營養不良，身體機能減退，中藥這時

就可以派上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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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食欲減退、憂鬱、全身無力、容易疲倦、腹瀉等氣虛症狀，

首選為補氣、增強免疫力的藥物，如：四君子湯、黃耆、白朮、

黨參、紅棗、蓮子、山藥、茯苓、甘草。

● 如果消化不良、嘔酸水、吃飽後容易腹脹、排便酸臭，可以選擇

幫助消化的藥物，如：神麴、砂仁、陳皮、炒山楂、麥芽、萊菔

子、雞內金等。

● 心煩、噁心、嘔吐、反覆低燒、默默不欲飲食、口苦咽乾、輕微

頭暈的問題，可用柴胡湯系列。

● 胃部灼熱、悶痛、口乾卻飲水不多、稍吃多即胃部不適、乾咳，

可用麥門冬湯或沙參麥冬湯。

● 反覆感冒後，虛弱少氣，低燒、氣逆欲吐，舌尖紅而舌苔少，可用竹葉石膏湯。

● 如果食物或藥物入口即吐，可用乾薑黃連黃芩人參湯、半夏瀉心湯、溫膽湯等。止吐方大多

加了中藥半夏，有小毒，必須炮製過，且不能過量使用。

● 多汗、怕風、容易反覆感冒、疲倦無力、排便無力，可用玉屏風散或柴胡桂枝湯。

● 夜間失眠，若有口苦、胸悶、煩熱感，可用梔子豉湯；多夢、遺精、心悸、易受驚嚇，可用

桂枝龍骨牡蠣湯；煩躁、頭脹痛、兩脅肋脹痛、口苦、便秘，可用柴胡龍牡湯。

勿自行長期服用中藥

中醫師在症狀分析之後，還是要參考舌診與脈診的結果，提高辨證的準確率，期望能以最

精簡的藥物來調整身體的自癒功能，不讓多餘的藥物增加肝、腎代謝的負擔。所以，我們不建

議病患自行購買中藥方劑長期服用，長期服用中藥卻不對證，反而會使得陰陽臟腑更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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