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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臟

• 一般人有兩個腎

• 腎組織基本單位為腎元

• 每個腎臟由大約一百萬個腎元組成

–過濾身體經新陳代謝產生的廢物

–協調體內水分、電解質、酸鹼度、血壓等

–製造紅血球激素及協助製造維他命D



如何評估腎功能？

• 腎小球濾過率 (eGFR)

–腎臟清除血液中廢物的工作效率

–根據血肌酐測量計算出來

–濾過率愈高，腎功能愈好

• 蛋白尿，血尿，腎臟結構性異常及腎組織
的病理變化也可以反映腎臟受損程度

慢性腎衰竭
第一期

• 腎功能正常但併有蛋白尿、血尿等腎臟損傷狀況
• eGFR 大於或等於90ml/min/1.73m2

第二期

• 輕度慢性腎衰竭，但併有腎臟損傷狀況
• eGFR 60-89ml/min/1.73m2

第三期

• 中度慢性腎衰竭
• eGFR 30-59ml/min/1.73m2

第四期

• 重度慢性腎衰竭
• eGFR 15-29ml/min/1.73m2

第五期

• 末期腎功能衰竭
• eGFR 少於15ml/min/1.73m2 或已開始透析

eGFR維持在60ml/min/1.73ml2，多於三個月
或

有腎臟受損多於三個月



為何我會有腎病？

糖尿病

血壓高

腎小球發炎

遺傳性腎病

尿道問題

原因不明

我會有甚麼症狀嗎？

• 大部分人完全沒有症狀

• 你可能會有。。。
水腫

小便有泡

疲倦

沒胃口，噁心

皮膚發癢

呼吸困難



如何減慢腎衰竭

血壓控制

140/90 所有人

130/80 有糖尿病或有

蛋白尿

控制血糖

目標HbA1c ~7%

留意會否血糖太低

如何減慢腎衰竭

體重

• 避免過於肥胖

• 維持身體質量指數(BMI)少於25

適量運動



如何減慢腎衰竭

藥物

• 護腎藥

• 避免會影響腎臟功能的藥物及補品

我有甚麼要注意？

水分控制

避免脫水

留意積水跡象

量度體重

留意每天小便分量（每天可飲用流質分量=
小便量+500ml）



我有甚麼要注意？

飲食

• 低鹽—每天少於2,000毫克

鉀質



鏻質金字塔

• 蛋白質每公斤0.8克



若我的腎功能漸漸衰退。。。
我有甚麼選擇？

末期腎衰竭的治療選擇



1.腎臟移植

2.透析–腹膜透析 及 血液透析

3.紓緩治療

• Question?



腎臟移植

腎臟移植

1.近親活體腎臟移植

為最佳選擇

可在洗腎前進行，避免洗腎

減短須洗腎的時間

捐腎者須作詳細評估

檢查需時，應盡早安排

相同血型，跨血型，交叉配對……



甚麼時候要開始洗腎？

• 腎功能少於一成

• 鉀質高

• 出現腎衰竭症狀。。。

腹膜透析
洗肚



腹膜透析

• 醫生會把腹膜透析導管（洗肚喉）植入腹
腔內，作為透析液出入腹腔的渠道。

• 手術多以局部麻醉方式進行。在特別情況
下，手術亦會安排在全身麻醉下進行

腹膜透析

連續性可攜帶式腹膜透析

• 每日更換腹內透析液
（換水）三至四次。

• 更換過程約需一小時。

• 在本港，大部分腹膜透
析病人使用此法



家居自動腹膜透析

• 每晚睡前接駁自動腹膜
透析機（洗肚機） 。

• 洗肚機會按照預先設定
的程序，在十至十二小
時內自動進行大約四至
五次的「換水」步驟。

腹膜透析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

血液透析

人工腎



血管通路

• 動靜脈瘻管
靜脈

動脈

血管通路

• 人工血管

人工血管



血管通路

• 靜脈導管

傳統血液透析

一星期兩至三次

每次四至六小時



家居洗血透析

病人自行在家中洗血

隔天進行， 每次六至八小
時

須經過八至十二星期的訓
練

紓緩治療

甚麼是腎衰竭紓緩治療？

不洗腎

從身、心、社、靈多個層面，通過住院治
療、門診服務、家居探訪及日間中心協助病
人及其家屬減輕腎衰竭所帶來的痛苦。在人
生最後的路程上，保持生活質素和尊嚴



透過藥物減少腎衰竭引起的症狀

醫生，護士，臨床心理學家和社工團隊會
為病人及家屬在紓緩治療路上提供心理支
持，商討照顧安排，處理福利事宜

對有宗教信仰的病人提供不同宗教的輔導



五臟六腑與健康

羅 翌

07-09-2019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中醫藥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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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五臟六腑

——五臟為中心的功能系統

了解五臟六腑

——五臟相關，整體相連

調理五臟六腑

——天人合一，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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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臟六腑：人體內臟器官功能的總稱。

五 臟：主藏精氣，以藏為主，藏而不泄；

六 腑：傳化水穀，傳化物而不藏。

奇恒之腑：名為腑，其功能有異於六腑，有類似於五

臟貯藏精氣的作用，具有似臟非臟、似腑

非腑的特點。

認識五臟六腑

———以五臟為中心的功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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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的五臟六腑是人體內臟器官和功能系統的統稱。

五臟：心、肝、脾、肺、腎；實體性器官，藏而不瀉

功能：生化及儲藏精、氣、血、津液和神明；

六腑：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

傳化物而不藏，實而不能滿也；

功能： 出納、轉輸、傳化水穀。

一. 甚麼是五臟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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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恒之腑：名為腑，其功能有異於六腑，有類似於

五臟貯藏精氣的作用，具有似臟非臟、

似腑非腑的特點。

腦、髓、骨、脈、膽、女子胞（子宮，卵巢）

似五臟可藏，似六腑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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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儲藏精氣血
津液和神明

出納轉輸
傳化水穀

似五臟可藏
似六腑可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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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以五臟為中心，通過經絡系統“內屬於腑臟，

外絡於肢節”，將六腑、五體、五官、九竅、四肢百

骸等全身臟腑形體官竅聯結成有機整體。

中醫以五臟六腑將人體極其複雜的有機整體聯繫起

來，各組成部分之間，結構上不可分割，功能上相互為

用，代謝上相互聯繫，病理上相互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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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功能：主藏血；主疏泄。

特性：

屬木，藏喜條達，惡抑鬱

與春相應。

肝系：膽、目、筋、爪等。

1. 五 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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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

（心包）

功能：主血脈；主神志
特性：

屬火，陽臟主陽氣，
與夏氣相通

心系：小腸、脈、面、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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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功能：主運化；主升清；主統血；
特性：

屬土，宜升則健，喜燥惡濕
後天之本。

脾系：胃、肉、唇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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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功能：主氣司呼吸；

主宣發肅降；

通調水道；

朝百脈主治節；

助心調節氣血運行；
特性：屬金，清虛嬌臟，喜潤惡燥，與秋氣相應。

肺系：大腸、皮、毛、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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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 “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功能：藏精、主生長發育與生殖；
主水；主納氣；

特性：
屬水，主封藏，先天之本。
與冬氣相應。

腎系：膀胱、骨髓、腦、髮、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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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六腑

小腸 —— 接受食物後分別清濁；

膽 ——分泌膽汁，助消化食物；

胃 ——受納食物，經脾將營養輸出，供養全身；

大腸 ——傳導糟粕，從肛門排出體外；

膀胱 —— 貯藏、排泄尿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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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 —— 通行元氣，總司氣機氣化，水液運行通道，

不是一個獨立的臟器主體。

按臟腑部位功能分為三個部位：

上焦 —— 心、肺

中焦 —— 脾、胃

下焦 —— 肝腎、

大小腸、膀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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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小腸 —脈 —舌 —面 — 汗

肝 — 膽 —筋 —目 —爪 — 淚

脾 — 胃 —肉 —口 —唇 — 涎

肺 — 大腸—皮 —鼻 —毛 — 涕

腎 — 膀胱—骨髓—耳 —髮 — 唾

人體以五臟為中心的功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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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體

五臟
系統
功能

五臟六腑
四肢百骸
五官九竅
皮肉筋脈

氣
精血
津液

陰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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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

中醫學的臟腑，除指解剖學的實質器官外，更重

要的是對人體生理功能和病理變化的概括。

雖然中醫的臟腑與現代醫學中的臟器名稱大多相

同，但其概念、功能並不完全一致，兩者不能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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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為元神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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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涵有二：

一是人體是一個有機的整體，五臟相關性；

二是重視人與自然界的統一，天人相應。

一.中醫臟腑整體觀念

19

了解五臟六腑

——五臟相關，整體相連



心系： 心— 小腸 —脈 — 舌 —面 —神—喜

肝系： 肝— 膽 —筋 — 目 —爪 —魂—怒

脾系： 脾 — 胃 —肉 — 口 —唇 —意—思

肺系： 肺 —大腸 —皮 — 鼻 —毛 —魄—憂

腎系： 腎 —膀胱—骨髓—耳 —髮 —志—恐

1. 五臟為中心的系統結構，構成有機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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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與小腸相表里

心之陽氣下降小腸，

助小腸別食物精華和糟粕。

 心火過盛，移熱於小腸，

見小便短赤、灼痛、尿血等；

 小腸有熱，可引起心火亢盛，

心中煩熱、面紅、口舌生瘡。

2. 五臟與六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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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 與膽相表裡

肝之主疏泄，助膽汁排泄，

調精神情志，決斷人之勇怯。

 肝疏泄失常，膽汁不利，

見腹脹、口苦；

 膽排泄不利，肝氣不暢，

見胸脅脹痛；

肝膽濕熱見黃疸、口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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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 與胃相表裡

後天之本，胃納脾運，
脾升胃降，燥濕相濟則體健。

 脾失運，胃不和，食後腹脹；
胃不降，脾不升，噯氣嘔吐。

 脾虛不運，大便溏；
胃虛不納，不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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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與大腸相表裡

大腸傳導有賴於肺氣肅降，

肺氣肅降則大便傳導如常。

 肺氣不宣，咳喘，肺失
肅降，大腸積滯則便秘；

 腸道積滯，大便不通，
肺氣上逆，見胸悶氣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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腎 與膀胱相表裡

腎主水，司開合，膀胱

氣化有耐腎氣盛衰；膀胱開
闔有度，則助腎主水如常。

 腎氣虛失固，小便頻遺

或失禁；

 膀胱濕熱日久，熱傷陰，

濕傷陽，見腎虛腰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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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臟
五
行
相
關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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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 － 生長、生髮、柔和、條達舒暢

火 － 溫熱、升騰、明亮

土 － 生化、承載、受納

金 － 清潔、清肅、收斂

水－ 寒涼、滋潤、向下運行

二. 五臟相關——五行（五種物質運動變化）

相
生
相
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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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臟與自然環境的統一性

• 《靈樞》“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

中醫認為：人體不僅本身是一個有機整體，而且

與自然環境保持著統一性。人賴自然環境以生存，

人的生命活動規律必然受自然環境的制約和影響；

機體對自然環境的影響，也必然要作出相應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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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行學說將自然界的五時、五方、五氣、五化等與

人體五大功能系統密切聯繫，構成了人體內外環境

相應的統一體。

• 五臟與五時之氣是相互通應的，如心通於夏氣，肺

通於秋氣，腎通於冬氣，肝通於春氣，脾通於長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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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五臟六腑

——天人合一，身心健康



《素問·上古天真論》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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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起居有常

五臟六腑在24小時不同時段，執行不同功能。

應時調養，以利五臟六腑正常運化，有助人體

養生保健。

一. 起居有常，不妄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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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時（晚上11時-淩晨1時）：

膽 宜 睡眠，修養；

忌宵夜，熬夜。

丑時（淩晨1-3時）：

肝 宜 熟睡，解毒；

忌飲酒，熬夜。

違則易患肝病，長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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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時（淩晨3-5時）：

肺 宜 深睡；

忌 晨練、勞作。

卯時（早上5-7時）：

大腸 宜 飲水、排便；

忌 暴飲暴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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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時（早上7-9時）：

胃 宜 接納食物；

忌 不吃早餐。

巳時（早上9-11時）：

脾 宜 鍛鍊，大腦活躍；

忌 辛辣、過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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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時（早上11時-下午1時）：

心 宜 午睡養神；

忌 多食少動，衍生心臟、三高病變。

未時（下午1-3時）：

小腸 宜 喝水飲茶助吸收；

忌 午餐過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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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時（下午3-5時）：

膀胱 宜 補水排尿；

忌 憋尿。

酉時（下午5時-晚上7時）：

腎 宜 適時運動；

忌 過勞，以助遠離腎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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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時（晚上7-9時）：

心包 宜 餐後散步；

忌 晚餐油膩，劇烈運動。

亥時（晚上9-11時）：

三焦經 宜 房事有度，準備入睡；

忌 睡前多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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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

久行傷筋；久聽傷神；久聞傷心；久思傷眠。

2. 不妄作勞

與五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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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穀雜糧

二.  飲食有節，利身益壽

五色潤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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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色相配潤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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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綠豆、綠葉蔬菜：如菠菜、薺菜、西蘭花

蘆筍、黃瓜、薄荷等。

綠色食物入 肝

疏肝柔肝

消除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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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紅豆、紅棗、牛肉、番茄、山楂

大棗、番茄、草莓、楊梅等。

紅色食物入 心

益 氣

生 血

補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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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南瓜、地瓜、玉米、黃豆，木瓜、

橙子、胡蘿蔔、山藥、薏苡仁等

黄色食物入 脾

調 節

新陳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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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白蘿蔔、百合、銀耳、山藥、冬瓜、大米

白麵 、乳製品、杏仁、白果等

白色食物入 肺

養肺潤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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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桑椹、茄子、海帶、香菇、黑芝麻

黑木耳、 黑米、黑豆、黑枸杞等。

黑色食物入 腎

增强腎氣

保健養顏

抗衰防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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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入肝： 酸能有收斂，肝火盛傷陰，酸味食物，
如葡萄、山楂、酸橙等補肝陰。

辛入肺： 辛能發散，寒邪犯肺，用蔥薑等辛味
之品來散風寒，宣發肺氣。

苦入心： 苦味能清熱瀉火，吃苦杏仁、苦瓜，
可清心火。

2. 五味相宜調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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鹹入腎： 鹹為至陰之味，與腎氣相通，可滋養
腎精，通便。

甘入脾： 甘味能滋養補脾，緩急潤燥，助脾運化。
木耳、蘋果、西瓜、紅棗等屬甘味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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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味過偏傷五臟

“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

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

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

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

味過於辛，筋脈沮馳，精神乃央。”

《素問·生氣通天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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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天人相應，身心健康

順應自然界春夏秋冬四時生、長、化、收、藏

的規律：春養肝，夏養心，秋養肺，冬養腎，四季

養脾胃，保養五臟精氣神，方能身體健康。

1. 順應四季養五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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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則氣上”

“喜則氣緩”

“悲則氣消”

“恐則氣下”

“驚則氣亂”

“思則氣結”。

2. 精神內守護五臟
七情:  喜、怒、憂、思、悲、恐、驚
五志: 怒、喜、思、憂、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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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傷肝，悲勝怒”

“喜傷心，恐勝喜”

“思傷脾，怒勝思”

“憂傷肺，喜勝憂”

“恐傷腎，思勝恐”。

情志過度，傷氣生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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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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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

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

“ … 虛邪賊風，避之有時，恬惔虛無，真氣從之，

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素問·上古天真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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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s for list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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