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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國
冰
鮮
売
嘏
、
蝦
肉

各
國
急
冰
鮮
魚 

冰
鮮
三
文
魚
黑
魚

TUNA
魚 

大
小
龍
蝦
扒
蝦
尾 
- 

linesi
墨
魚
、
就
魚
等 

h 
應
有
盡
有

88
73-16唐

山

雜

貨

2
 
各
種
罐
頭
飮
料

•
(60 

各
種
罐
頭
菇
類

ne:日
本
、
中
國
冬
菇
、
花
大
厚
一
姑

;;.;1 

epho 
茶
葉
、米
、普
油
、味
粉
等

Tele

每
天
都
有
新
群
芽
莱
 

特
價
批
费
供
鹿

龍

泉

靑

瓷

 

貝

雕

鏡

畫

 

江

西

瓷

器

 

宜

興

茶

具

所
談
的
一
某
些
消
化
系 

•
统
尹
耘
一
，是
指
一
些
慢
性
一 

胃
炎
、
消
化
性
漬
瘍
病
(
包

一 

括
胃
漬
瘍
病
和
十
二
指
腸
球 

部
潰
瘍
)

、
胃
神
經
官
能
症

糞
便
在
辰
内
停
留
過
久
，
糞 
便
並
不
乾
硬
，
只
是
排
出
不
暢
。
或
臨
廁
努
掙
，

四
、
血
虚
便
秘
宜
養
血
潤
燥
法
，
用
潤
曇

理

續

辦

手

受

 

記

 

雕

麻

話

 

期

暑

電

質
又
多
堅
硬
乾
燥
，
艱
沒
難
於
排 
不
能
顛
利
排
出
。
便
秘
日
久
，
常
會
引
發
其
他
症 
或
五
仁
丸
加
減
。

出
，稱
為
「便
秘
」。便
秘
可
能
是
單 
狀
，
如
」
門
裂
、
痔
疮
等
。 

五
、
津
虧
便
秘
宜
増
液
潤
燥
法
，
用
増
液
湯 

一

k
 r a 

P
 n a e 

B
 y

 
e 

J

語

 

英

纯
的
症
狀
，也
可
能
是
内
臓
病
變

部
份
患
者
由
於
便
秘
日
久
，
府
氣
阻
滞
，
腸 
加
減
。

!
- 
i
， 

所
引
起
，
長
期
便
秘
應
作
進
一
步
中
糞
塊
異
常
發
酵
致
矢
氣
頻
頻
。
產
生
的
毒
素
不 

六
、
冷
秘
宜
温
通
開
秘
法
，
用
半
硫
丸
或
溫 

%

炎
和
某
些
慢
性 

檢
查
。 

能
及
時
排
出
，
吸
收
入
血
液
中
，
周
流
全
身
，
引 
脾
湯
加
減
。 

肝
炎
。
從
西
醫
來
看
，
他
們 

便
秘
的
發
生
，
主
要
是
由
於
大
腸
傳
導
功
能
一 
起

「自
家
中
毒
」
症
狀
。
如
頭
痛
、
頭
昏
、
頭
脹 

以
上
各
法
，
應
由
中
醫
師
辨
證
處
方
為
宜
。 

的
病
因
、
病
理
生
理
是
沒
有 
失
常
，
糞
便
在
腸
内
停
留
過
久
，
水
份
被
吸
收
，
，
、
睡
眠
不
安
、
心
煩
易
怒
、
面
部
暗
瘡
、
皮
膚
搔 
此
外
，
尚
有
簡
易
的
通
便
方
法
，
可
以
自
療
。 

關
係
的
疾
病
。
但
從
中
醫
角 

從
而
糞
質
過
於
乾
燥
堅
硬
一 

度
，
即
它
們
多
屬
於
「肝
胃 

所
致
。
常
見
的
便
秘
原
因

不
和 
J
。 

，
有
燥
熱
内
结
，
津
液
不 

所
謂
「肝
胃
不
和
證
」 

足
，
情
绪
波
動
，
氣
機
鬱 

，
中81

認
為
其
發
生
的
主
要 

滯
，
以
及
勞
倦
内
傷
，
氣 

原
因
是
由
於
情
士2

不
野
，
過 

血
不
足
等
。 

- 

， 

.

.

三
、
日
常
飲
食
多
吃 

一
『
逐6X
魂
滴̂

^

‘辿
按
便
秘
發
病
原
因
及
臨
床
表
現
,
把
它
歸
纳
*

。
甚
財
腹
中
脹
痛
、

18
心
»
氣
、
食
慾
不
振
等
蔬
菜
和
生
果

‘應
連
缰
维
質
吃
下
。 

门
肝
疏
力
功
遥
蔭
常
，
脾 

為
實
秘
及
虚
秘
兩
類
。
實
秘
有
燥
熱
及
氣
滞
之
分 

。
由
於
佞
秘
的
原
因
不
一
，
故
治
療
上
也
應
採
取 

四
、
每
日
散
步
及
做
體
育
活
動
。 

m

」
脾
蘇
能
連
化
。
如 
•
，虚
秘
有
氣
虛
、
血
虛
、
津
液
不
足
.
以
及
冷
秘 
不
同
的
播
施
。 

五
、
青
壯
年
熱
性
便
秘
,
用
生
大
黄
.
每
日 

/
脾
譚
横
逆
门
胃
，
至
胃
叮 

之
分
。
其
治
療
大
法
有
清
熱
潤
腸
，
順
氣
行
滞
、

一 

一2

燥
熱
便
秘
宜
清
熱
潤
腸
法
，
用
麻
子
仁 

二
錢
，
開
水
泡
飲
。
或
用
番
瀉
葉
，
每
日
二
錢
， 

。
升
降
失
常
，
久
之
就
會
出
現 

益
氣
養
血
、
生
津
潤
燥
，
以
及
温
通
開
秘
等
。 

丸
或
承
氣
湯
類
。 

開
水
泡
飲
戶 

肝
胃
不
和
證
」
。 

便
秘
的
丁
般
表
現
，
為
大
便
燥
结
，
排
出
困 

一
1
氣
滞
便
秘
宜
順
氣
行
滯
法
，
用
六
磨
湯 

六
、
老
年
腎
虚
便
秘
，
用
生
首
烏
，
每
日
一 

现

從

 M

難
，
經
常
三
、
五
日
或
七
、
八
日
才
排
便
一
次
。

加
減
或
毛
衣
丸
。 

兩 
，
水
適
量
煎
服
。
或
用
黑
芝
麻
三
錢
，
搗
碎
， 

3
不
和
證
」
的
忠
床
可
分
為 

有
的
甚
至
更
久
。
或
者
雖
然
次
数
不
減
，
但
是
糞 

=
~
氣
虚
便
秘
宜
養
氣
酒
腸
法
，
用
黄
羨
湯 
調
蜂
蜜
一
匙
，
開
水
沖
飲
。 

三
個
類
型
。 

質
乾
燥
堅
硬
，
排
出
困
難
。
也
有
時
有
便
意
，
大 
加
減
。 

七
、
小
兒
便
秘
，
可
用
外
導
法
。

(
一)
氣
滞
型
：
病
者 

:.

往
往
因
情
志
不
野
•
至
肝
氣 
^
5
8
*
8
,
8
8
,
l
x
x
5
5
5
a
9
x
5
x
s
o
.
8
8
„
l
l
l
8
5
5
5
5
l
l
l
l
x
!
l
l
0
l
?
i
^
 

書
結
不
得
疏
泄
，
横
逆
犯
胃
陳
君
乃
後
生
仔
一
名
，身h
一
向 
肺
有
炎
症
那
則
是
肯
定
的
，
而
其
共
同
防
#
能
力.
，肺
炎
球
菌
雖
多
，但
决
不 
8:
人
是
走
進
了18
院
孟
到
肺
炎
的

,00( 

，
於
是
胃
院
脹
痛
。
因
氣
機 

一

不
楊
，
故
缓
氣
吐
酸
。
鬱
结
潺
仔
者

、

—
:;. ::;
二 

一 
、每
晨
空
腹
飲
冷 

厶
口
、禽
土
日
色
一
凍
水
一
杯
。能
刺
激
腸
蠕 

8

、
才
一
動
。

二
、
養
成
每
日
按
時 

，-

的
習
慣
。

自

3

洪
数
耕

心

積

交

流

收

電

 

16 

面

，

一

招

，

映

 

4

，

塲

師

始

學

詳

 

兒

備

樂

導

開

入

小

 

托

依

会

全

現

嫩

喜

義

健
康
，
雖
不
是
孔
武
有
力
，但
也
不
是 
之
症
狀
，
則
是
都
會
有
發
燒
舆St*，  
能
得
逞
者
。
而tem

抵
抗
力
低
下 
話
，那
你
就
得
小
心
，其*
原
細
菌
會
變

。
一
次
他
在
知
外
工
作
，天
有 
只
不
過
是
情
形
會
有   

8
育
重
而
巳
。

，
或
者
是
防 *
械
構
被
破
壊
工
後
，
得lei 葉
很
多
，除
了
肺
炎
球■
之
外
，

不
測
之
風
雲
，h
雨
初
竭
之
後
，陳
君
在
各
積
各
樣
之
肺
炎
中
•
，肺
炎
球 
它
就
有
械
可
乘
，
可
以
發
而It

#!了
。 

你
還
得
要
考
慮
其
他
之
細
窗
，
例
如
流 

就
變
成
了
落
湯11

了
。
就
是
如
此
這
般 
菌
惑
染
則
是
佔
絕
大
多
數
的
，
約
佔
全 
例
如
上
述
之
陳
君
，
他
因
淋
雨
而
着
凉 
感
桿88、

葡
萄
球
菌
、*
球18

、
歐
氧 

，
陳
君
先
有
發
熱
，繼
而 

!$
嗷
，
更
且 
部
肺
炎
的
百
分
之
九
十
至
九
十
五
。
但

，呼
吸
帖
膜
之
原
整
性
先
被
破
壇
，細
菌
、
校
状
桿
康
、
變
形
桿18

等
，這
些 

国
口
覺
痛
，
後
來
照X
光
胸
片
，肺
部 
是
，由
於
抗
生
素
的
廣
泛
使
用
，故
昔
日 
菌
就
乘
虚
而
入
了
。
又
如
突
然
受
寒
、

細
菌
之■

，往
往
是
對-
般
抗
生
素

已
呈
有
耐
藥
性
的
，故
治
翌
時
也
會
 

特
别
的
麻
煩
一
些
。

肝
氣
，
而
至
胸
脇
疼
痛
。
患 

一 

者
多
表
現
舌
苔
多
而
薄
白
， 

一 

$
象
沉
弦
，
這
些
均
與
肝
鬱 

一 

濕
阻
有
關
。
本
型
治
療
原
則 

a  

是
理
氣
籽
肝
。
在
蜜
多
的
方 

0«» 

中
•
以
逍
遥
敦
或
柴
姻
野
肝 

一 

;g
為
首
推
。
兩
方
均
以
柴
胡 

2  

為
主
藥
，
通
過
組
至
胃
治
 

2

變
得
白
茫
茫
一
片
，我
吿
訴
陳
君
，他

是
患
上
了
肺
炎
了
。

肺
炎
，種
類
是
很
多
的
，以
往
之

習
慣
，則
是
將
奨
分
爲
大
葉
性
肺
炎
和

小
葉
性
肺
炎
，4
亀
按
解
剖
分
佈
而
命 

名
的
。
後
來
又
存
耋
染
之
方
添
分
 
之
肺
炎
，會
來
得
極
爲
兇
險
，
但
今
日 
飢
蟻
、
疲
勞
等
，.
都
會
是
誘
發
因
素
，

氣
槽
內
，
人
若
感
染
到
它
，就
容
易
發 

類
，於
是
又
稱N

W
S

發
吸
入
性
在
繼 
之
肺
炎
，
則
比
較
上
容
易
控
制
，
治
療 
衣
着
要
小
心
，
這
是
防
止
肺
炎
的
辦
法
一生
肺
炎
，但
却
是
難
於
弄
清
蟹
其
原
因 註

月
惠  
^
^
 

册
可̂
=̂=
口5

魯
一

近
代
又
多
了
另
一
種
肺
炎
，那
就 

是
著
名
的
退
伍
軍
人IE

。
這
是
由
細

18  

引
起
的
，
這
種
細
菌
，喜
藏
於
一
些
冷

3
f
<̂
^

(
二)
鬱
熱
等
礬
型
 

■

病
爆
為
肝
鬱
氣
滞
，
久86

化 

火
、
習
作
痛
，
持
空
是 $
通
皎
到
•
往
往
伴
煩 

躁
易
怒
，
吞
酸
嘈
维
。
因
肝
與
擔 

f§
表
黑
，
肝
受 

熱
則»
火
上
乘
，
故 

.!者
每
是
口
乾
，
苔
黄
而
脈 

弦
數
。
其
發
病
也
急
决
。
本
型
治
療
原
則
惠
疏
肝 

清
熱
。
方
可
用
化
肝
簣
。
該
方
中
陳
皮
、
白
芍
可 

疏
肝
，
丹
皮
、
握
子
泄
开
熟
，
則
火
降
痛
除
。 

(
三)
血
瘀
型
：
衣
型
是
由
於
久
病
入
络
， 

络
脈
傷
即
吐
血
、
黑
便
。
仁
瘀
有
形
，
故
痛
有
定 

處
而
且
拒
按
。
因
食
與
宗
或
写
，
故
食
後
痛
發
或
一 

加
劇
。
舌
脈
紫
避
是
血
行
不
場
的
表
現
。
對
本
型 

治
療
，
還
要
進
一
步
分
清
虛
實
。
偏
實
者
，
治
宜 

活
血
通
络
，
理
氣
数
案
，
常
用
有
加
味
失
笑
散
或 

血
府
逐
瘀
湯
。
方
中
所
用
蒲
黄
、 3
脂
，
烏
藥
， 

香
附
，
當
歸
，
赤
芍
、
三
七
等
有
理
気
散
结
、
止 

血
化
瘀
功
效
。
虛
證
是
因
吐
出
血
量
多
所
致
，
故 

臨
床
每
伴
臉
白
無
血
色♦
，頭
昏
目
眩
。
虛
證
治
則 

重
在
調
營
歛
肝
。
方
用
歸
脾
湯
。
方
中
白
朮
、
黨 

争
、
北
段
、
當
歸
、
甘
草
、
遠
志
、
棗
仁
、
木
香 

、
圓
肉
、
生
薑
、
大
秦
，
茯
神
等
可
養
血
止
血
， 

謂
營
做
肝
。
瘀
散
脈
通
，
院
痛
諸
證
自
可
消
除
。 

解
決
了
病
證
之
本
，
其
它
症
候
亦
可
痊
愈
矣
。

特
設
死
兒
補
助
金
) 

改
府
治
費
五
津
貼
人
接
受
木

發
吸
入
性
和
血
行
播
散
性
肺
炎
。
而
近 
上
把
握
也
較
大
了
。
一 

之
一
。 

的
。
因
爲
病
原
菌
不
容
易
分
離
尋
找-
一 

代
呢
？
許
多
時
候
又
將
肺
炎
與
唐
因
聯 

在
人
們
的
鼻
腔
、
口
腔
、齒
餵
等 

說
到
肺
炎
之
病
原
菌
，
雖
然
是
肺 
因
此
，專
家
們
提
出
警
吿
，若
稱
人
之 

系
起
來
，
於
是
人
們
又
會
稱
之
爲
病
毒 
她
方
，
其
實
是
経
常
有
大
量
細
菌
在
生 
炎
球
菌
是
佔
絕
大
多
数
，但
近
年
來
却 
肺
炎
耐
於
治
療
，
又
找
不
到
其*:

正
之 

一 
性
肺
炎
，在
原
題
性
肺
炎
、

to
菌
性
肺 
長
繁
殖
的•
，肺
炎
球
菌
也
是
常
有
發
現 
發
現
醫
院
內
與
醫
院
外
惑
染
之
肺
炎
， 

致
病
菌
時
，那
就
應
作
退
伍
軍
人
稱
考 

炎
、
霉
菌
性
肺
炎
等
等
，
無
論
如
何
，

的
。
在
正
常
之
情
况
下
，
身
體
有
各
種
一
病
原
菌
方
面
則
是
很
有
分
别
的
。
如
果 
慮
，用
紅
霉
素
作
治
，
效
果
是
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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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
熱
的
夏
天
，
喝
杯
汽
水
、
飲
料
等
，
，
的
重
吸
收
，
促
其
進
入
菌
體
，
增
加
療
效
。
長
期
使
用
氨
基
糖 

立
即
感
到
清
凉
舒
適
，
這
裡
面
就
有
小
蘇
打 
式
類
抗
生
素
可
引
起
聽
神
經
損
害
，
嚴
重
影
響
聽
力
，
這
時
， 

的
作
用
。
在
日
常
生
活
中
，
小
蘇
打
的
功
能 
靜
孤
滴
注
小
蘇
打
，
二
至
六
小
時
後
能
使
眩
量
、
惡
心
、
耳
嗚

s
<
$
5
s
-
5
>
 

浸筆
 

是
多
方
面
的
，
例
如
，
破
魚
肚
時
魚̂

外
流 
等
耳
毒
性
症
狀
消
失
。

目
 

震

 

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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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
 
張 

<$ 
兩 

入
各
 

色彩

E
 
-•. E
N
D
E
n

，
用
小
蘇
打
粉
擦
塘
汁
流
經
的
鱼
體
即
可
除
苦
味•
，花
卉
含
苞

過
量
服
用
阿
斯
匹
林
、
巴
比
妥
類
等
藥
物
中
毒
，
可
用
碳

欲
放
時
，
取
小
量
小
蘇
打
溶
入
水
中
澆
花
，
花
朵
更
鮮
艷
奪
目
，
酸
氫
斜
加
速
其
排
洩
•
，誤
服
有
機
磷
農
藥
中
毒
，
可
用
小
蘇
打 

，
増
加
情
趣
；
先
把
牛
肉
綜
在
小
蘇
打
溶
液
中
浸
一
下
，
炒
出 
水
洗
胃
(
敵
百
蟲
中
毒
除
外)

，
以
加
速
有
機
磷
農
藥
的
分

解

。磺
胺
應
喘
、
璜 

胺
甲
基
唆
症
等
磺
胺 

類
藥
物
在
尿
中
溶
解 

度
很
低
，
易
折
出
结

的
牛
肉
缘
茨
忽
可 

•
，久
用
的
熱
水
瓶
， 

内
壁
積
存
對
人 

99 有

力

比

匕

 

土

厶

冃

 

祝

岩

T
t
/

丁 
隣
S
 

隔

3IA

害
的
水
垢
，
放
入
-

點
小
蘇
打
， 
加
些
碎 

蛋
殼
和
食
鹽
水
，
輕
輕
摇
晃
，
水
垢
即
能
脱
落
。

晶
形
成
结
晶
尿
，
損
傷
尿
道
，
可
出
現
血
尿
。
如
果
同
時
服
用

碳
酸 a
納
是
小
蘇
打
的
學
名
，
它
是 
一 
種
抗
酸
藥
，
能
减 
小
蘇
打
，
可
使
尿
液
碱
化
，
增
加
藥
物
的
溶
解
度
，
可
避
免
结 

sa

一
胃
酸
過
多
對
潰
瘍
面
的
刺
激
，
保
護
消
化
道
黏
膜
，
有
利
於 
晶
析
出
造
成
腎
臟
的
損
傷
。

經
常
堅
持
用
小
蘇
打
液
洗
澡
的
人
，
由
於
大
量
的
二
氧
化

胃
或
十
二
指
腸
潰
瘍
的
愈
合
，
能
缓
解
因
胃
酸
過
多
而
引
起
的

X

胃
幽
門
痙
學
性
疼
痛
。
碳
酸S

SS
在
體
内
遢
能
使
血
液
的
碱
性
：碳
小
氣
泡
能
浸
透
穿
過
毛
孔
及
皮
膚
的
角
質
層
，
使
毛
细
血
管

擴
張
，
促
進
皮
膚
的
血
液
循
環
，
從
而
使
细
胞
的
新
陳
代
謝
旺

增
加
，
可
用
於
酸
中
毒
的
治
療
。

小
蘇
打
還
有
其
它
用
途
：
如
鏈
零
素
慶
大
霉
素
等
氨
基
糖 
盛
，
有
助
於
皮
膚
的
健
美
。 

貳
類
抗
生
素
與
小
蘇
打
同
用
，
可
增
强
這
些
抗
生
素
在
腎
小
管

兩
者
俱
用
皆
可
。
蜜
棗
性
味
甘
平
，
功
能
益
氣
、
生
津
、
潤
燥
；

- 

「羅
漢
果
去
痰
火J
是
華
南
地
區
民
間
諺
語
，
它
具
有
清
熱
潤
肺 
_ 

、
止
咳
化
痰
、
提
神
生
津
等
多
方
面
明
顯
的
作
用
。 

/ 

若
上
列
湯
水
效
力
還
嫌
不
足
，
亦
可
同
時
煎
飲
下
列
方
剤
代 

茶
：
用
麥
門
冬
、
五
味
子
、
枸
杞
子
、
煎
出
來
的
茶
色
呈
透
明
淺 

红
色
，
酸
、
甜
、
甘
味
適
中
可
口
，
是
種
頗
受
软
迎
的
飮
品
。
此 

一
亠
味
熟
藥
，
除
生
津
止
渴
潤
燥
的
作
用
不
俗
外
，
更
具
有
養
陰
、 

滋
補
心
腎
之
作
用
，
符
合
防
治
燥
病
「不
離
甘
潤J

、
以

「清
熱 

—
I

潤
燥J

之
原
則
。
成
人
每
天
可
用
麥
冬
、
杞
子
約
半
兩
、 

一 

五
味
子
约
二
、
三
錢
，
中
老
年
者
杞
子
之
量
可
倍
用
，
用 

| 

五
碗
水
煎
剩
約
三
碗
供
全
天
飲
用
。

" 

・
還
值
得
強
調
的
是
，
秋
天
之
咽
乾
舌
燥
口
渴
，
一
般 

不
適
宜
飲
涼
茶
，
更
加
不
宜
多
飲
。
市
面
售
賣
的
凉
茶
( 

廿
四
味
、
王
老
吉
或
沙
溪
涼
茶
等)

，
一 
般
皆
具
清
熱
生 

津
利
尿
消
暑
的
功
效
，
對
秋
燥
病
從
暂
短
來
看
是
有
效
果 

的
。
但
卻
不
利
於
將
來
。
市
售
凉
茶
组
方
中
有
不
少
是
苦
寒
之
品 

，
比
如
：
救
必
應
、
海
金
砂
、
破
布
葉
、
點
稱 3
等
。
苦
寒
之
品 

容
易
損
耗
人
體
陽
氣
、
敗
脾
胃
、
傷
腰
(
腎)

，
此
則
犯
上
了
防 

治
秋
燥
病
「忌
用
苦
燥
之
品J

之
規
。
青
壯
年
血
氣
旺
盛
其
「弊 

J

一 
般
暫
時
不
顯
現
，
中
老
年
者
因
血
氣
多
已
虚
弱
，
故
飲
上
三 

*
碗
涼
茶
後
，
腰
疼
腳
痛
骨
節
作
響
或
甚
至
頭
昏
、
目
眩
等
現
象 

皆
可
能
出
現
，
此
是
「攻
閥
」
太
過
所
致
也
。
年
青
人
若
長
年
多 

飮
，到
中
老
年
時
多 

*(-會
病
痛
多
多
，日
積
月
累
副
作
用
明
顯
也
。 

擇
其
利
而
棄
其
弊
，
食
療
則
火
盛
不
衰
也
。

一
之
品
丁
因
苦
燥
之
品
易
劫
爍
胃
汁
、
重
傷
津
液
，
加
速
助
長
了
病 

變
傳
裡
之
危
險
。
若
由
表
症
爲
主
轉
為
裡
症
為
主
，
則
手
尾
長
矣 

，
不
能
掉
以
輕
心
。

秋
燥
季
節
一
到
，
廣
府
人
飲
食
上
其
中
一
個
特
點
是
更
著
重 

湯
水
•
，幾
乎
「餐
不
離
湯
」
。
此
是
防
治
秋
燥
之
好
習
慣
、
良
法 

也
。
生
魚
葛
菜
湯
、
「清
補
凉
」
豬
肺
(
或
痩
肉)
湯
、
劍
花
煲 

豬
睁
(
或
豬
肉)
湯
、
紅
白18

蔔
煲
豬
骨
湯
、
粉
葛
煲
瘦
肉
湯
等 

，
都
是
大
案
熟
悉
的
，
具
有
清
熱
潤
燥
増
液
作
用
而
又
老
少
咸
宜

一
豆
防
為
主
，
防
重
於
治
」
適
用
於
防
疫 

w
一
句
一
：

、
保
健
、
瘴
病
的
全
過
程
•
，對
於
時
房
、
多
發 

EL?

病
更
是
如
此
。

就
以
秋
燥
病
為
例
予
以
說
明•" 

子
貪
 -
會

 

咽
乾
、
鼻
燥
、
乾
咳
少
痰
等
實
為
津
傷
失 

療
5
 
周
的
外
表
見
症
，多
是
秋
燥
病
之
先
兆
；
與
西 

-X
 

醫
所
稱
的
上
呼
吸
道
感
染
(
包
括
咽
喉
炎
、
扁 

H
e

炎
、
費
炎
等
)

、
急
性
支
氣
管
炎
症
狀
類
似
。
中
醫
認 

為
♦
酷
暑
敷
月
之
煎
熬
，
一
般
人
多
會
「入
不
敷
出
」 

|—

 

—

黑
的
少
，
耗
損
的
多
，
故
一
定
程
度
上
皆
會
消
瘦 

一、
务

3

抗
病
能
力
较
弱
。
這
是
病
發
的
内
因
，
秋
天
「 

一
行
寒
乍
熱
一
，
此
時
若
冷
暖
不
注
意
，
感
受
了
時
令
之
「 

*
熱
病
邪j
，
而
又
「正
不
勝
邪J

，
即
誘
發
秋
燥
病
。 

此
是
外
因
。 

I

 

•
丿
西
修
則
認
為
一
乃
感
染
病
菌
而
引
致
發
炎J

，
故
施 

，用
消
炎
殺
菌
藥
、
含
服
潤
喉
片
及
多
飲
開
水
；
一 
般
療
效
多
會
明 

一|| ~
但
若
炎
症
缠
绵
，
消
炎
藥
物
服
用
量
多
則
藥
副
作
用
必
明
顯 

，
抗
病
能
力
下
降
，
故
容
易
「借
題
發
揮J

而
衍
生
別
的
病
症
； 

出
情
況
不
能
低
竹
。

.♦"
一
巧
施
食
療
，
湯
、.水
並
用
，
乃
剋
秋
燥
妙
法
。
此
方
法
不
但 

效
果.好
，.
且
沒
有
副
作
用
，
更
可
同
聲
*
^
*

。
一
舉
而
數
得 

，•
玩
用
的
湯
或
水
，
應
以
「潤
燥
清
熱
」
為
原
則
，
使
在
清
肺 

察

«
*
中
，
期
终
不*

f

甘
潤J

次

規

：
忌
大
禁)
用
苦
燥

0

楊

。

岑
夕
拾

的
湯
水
，
十
分
值
得
飲
用
•
，而
無
花
果
煲
冰
糖
水
、
北
杏
(
或
南 

北
杏
)
燉
雪
梨
、
雪
耳
煲
雞
蛋
等
，
亦
是
大
案
熟
悉
的
、
防
治
秋 

燥
之
佳
飲
。

須
要
特
別
一
提
的
是
，
秋
季
所
用
的
「清
補
涼J—

16

府 

人
慣
用
的
、
因
不
同
季
節
品
種
组
成
有
所
側
重
的
煲
湯
料
，
沙
參 

、
玉
竹
應
不
可
缺
少
。
它
們
均
為
著
名
的
補
(
養
)
陰
常
用
熟
藥 

，
除
療
治
陰
虛
症
候
的
作
用
不
俗
外
，
兼
有
生
津
、
増
液
、
潤
燥 

作
用
；
且
質
柔
潤
，
無
異
味
而
微
甜
，
是
煲
湯
之
良
材
也
。 

秋
天
之
湯
水
宜
用
蜜
棗
、
羅
漢
果
作
佐
料
；
各
選
其
一
，
或

重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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