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防控形势既严峻又复杂，医
疗救治任务日益加重。我国乃至
全世界的相关科学家都在积极研
发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药物。但
患者的病情等不及，疫情防控形势
不能等，全国各地必须采取疫情防
控的“硬核”措施。

1月27日，河南省卫生健康委
员会在疫情防控视频会上对全省
救治工作提出：确保每个定点医院
至少有一名中医医师参与诊疗，确
保所有确诊病例全病程使用中医
中药，确保中西医协同机制落实、
有效发挥中医中药的治疗作用。
（详见《医药卫生报》2 月 4 日第五
版）。1 月 28 日，钟南山院士在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中医一开始
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
在广东就是这么做，在很多地方也
这么做。”作为中医人，钟南山院士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仗义执言的
果敢言行、没有门户偏见的豪爽，
让人肃然起敬。河南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提出的确保措施更让人击
节称好！

有效发挥中医药作用
把中西医协同机制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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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展迅速，全
国人民都在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国家相关部门
根据疫情的发展情况，不断更新诊疗方案。从第一版
诊疗方案开始，均提出中医治疗的思维和具体的方
药。翻开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大小小的传染病发生
了许多次。为了治疗疾病和控制疫情，中医是如何认
识和治疗传染病的呢？

“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传染病的基本原则。本次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属于中医理论的“温病”范
畴。中医认为，“温病”的发生是因外邪侵袭，人体感受

“疫疠之邪”所致。我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即“疫疠之
邪”。《黄帝内经》记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
凑，其气必虚。”因此，“扶正祛邪”是中医治疗传染病的
基本原则。

2月 5日，为了有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河南省出台中西医协同机制，以期取得防控成
效。我认为，出台该措施将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疫情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应当坚持中西医协同
机制，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在预防疾病方面，我们应当做好隔离与防护。面
对新型冠状病毒发起的“挑战”，中医和西医在诊疗方
面该如何具体协同呢？

首先，做到病证结合。病证结合就是运用西医诊
断方法确定病名，同时进行中医辨证，对疾病做出分型
和分期。这样就从两种不同的医学角度分析疾病，既
重视病因和局部病理改变，又考虑到疾病过程中的整
体反应及动态变化，并以此指导治疗全过程。在临床
中，可利用西医诊断疾病的优势，通过实验室检查，确
诊疾病，再根据中医的整体观念，考虑患者的体质以及
当地的环境，做到因人、因地、因时制宜，正确判断疾病
的病因病机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采取中西医结合的
诊疗方法，取得满意疗效。

其次，做到综合协调。中西医协同机制是指在治疗的不同环节，按
照中西医的理论优势和特点，灵活采取诊疗策略，不是简单的中药加西
药，而是有机配合、互相补充，这样可获得更好的疗效。我认为，中医在
改善症状、预后等方面有明显优势。结合目前治愈的病例来看，经过中
医药治疗的患者，症状改善比较明显，恢复期的患者口服中药后，可避免
发生间质性肺炎、肺纤维化等后遗症。因此，在不同的诊疗阶段，应该采
取不同的诊疗方法，比如疾病初期、中期可以中药为主，及时控制病情，
避免病情向危重转化；在病情进展到危重期后，以西医治疗为主，采取呼
吸支持、器官支持等措施，并辅以中药治疗，改善呼吸困难等症状。

最后，注意把握好“扶正祛邪”观念。目前，并没有特效的抗病毒药
物能够治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西医强调，在诊治患者时，
除选择一般抗病毒药物外，患者自身的免疫力也起着重要作用。中医将
免疫力称为正气。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正气不足导致的，固护正气是养
生、保健、治疗之本。中医强调“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对于普通人群来
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是固护正气的基础，应做到以下5个方面：适时添加
衣服，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家中适度运动，保持心情愉快。对于确诊患
者，治疗时以祛邪为关键点，注意“祛邪而不伤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的病因多为“湿毒之邪”所致。我认为，治疗此病以化湿为主，可
选用芳香化浊类药物，具有透表散邪、升降脾胃作用，药物不宜过度寒
凉，以免损伤胃气、正气。

面对此次疫情，中西医协同诊疗，各展其长，一定能早日攻克难关！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近期，暴发了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很多人希望提
高免疫力来避免感染疾病。由此
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免疫力这个
词，有一定程度的错误理解。

病毒性肺炎出现肺水肿、大
白肺、肺纤维化，主要是患者产
生的抗体太多、太集中，免疫反
应过于强烈造成的，医学上称之
为“免疫损伤”；使用激素治疗，
就是为了控制免疫过度亢进，不
得已而采取的措施。

免疫力这个词，源于古老的

中医典籍理论，被西医理论“吸
收”之后，创新成一个现代词语。
甲骨文中有“御疫”的文字记载，
是为了避免感染流行性传染病，
需要采取一定措施才能达到防
疫效果。

为了防疫，避免感染疾病，
古人经常用艾草、松枝之类的植
物药来“燎于室”，相当于现在的
消毒措施。除此之外，每个人还
采取很多避免患传染病的措施，

《灵枢·九宫八风》记载：“谨候虚
风而避之，故圣人日避虚邪之
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
谓也。”这说明懂得养生保健的
人，会主动躲避邪气，如同避免
感染疾病的措施。

古人认为，“冬伤于寒，春必

病温”；又说，“藏于精者，春不病
温”。因此，除了外避邪气，更重
要的是“内养正气”。《素问·刺法
论》强调人们经过锻炼身体，可
以达到“五气护身”，身心健康，
再加上采取养生保健措施，就能

“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
干，避其毒气”。

中医养护、提高正气的方法
很多，有精神养生、饮食起居养
生、运动健身养生、四季顺时养
生、导引按摩、太极拳、八段锦、
药物调理养生等，通过这些方
法，达到不生病的目的。

不讲养生之道，起居无节，
甚至乱吃野生动物，其危害是很
大的。

几百年前，西医采取隔离、

港口检疫措施，以“切断传播途
径，保护易感人群”，把患者、疑
似患者与健康人强行分开，应对
传染病暴发。对此，中医逐渐摸
索出可以推广使用的“免疫技
术”——人痘疫苗。

疫苗是减毒、低毒的致病活
物“邪气”。中医将研制的致病
活物“邪气”，定名为疫苗。我认
为，这个名字起得好，很准确。
同时，注射疫苗的人要掌握好规
律、规范操作，促使疫苗起到防
病作用。否则，接种疫苗会成为
感染疾病的行为。

古代中医大力推行免疫种
痘术，就是把患者的痘疮痂，经
过适当处理，变成疫苗。明清时
期开始大面积推广接种疫苗。

后来，接种疫苗法被传到土耳其
等国家。英国的玛丽夫人，把人
痘疫苗引进英国，由琴纳改良成
更安全的牛痘疫苗。牛痘疫苗
被传到法国，该国医生经过分
析，研制出更多疾病的疫苗。因
此，人类在近代、现代逐渐消灭
了天花等疾病，控制住了很多传
染病的流行。

中医在一般情况下，不说免
疫力如何，而说养护人体的正
气。因此，西医有“免疫病”，中
医有“正气病”。

综上所述，作为中医人，我
认为，群众想防护自己不感染疾
病，就要提升正气。

（作者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
合会一技之长专业委员会会长）

“非典”和这次疫病治疗实践
证明，中医药可以较快地降低患
者的体温、改善病情；激素和其他
一些西药降低体温的速度比中药
更快，但药效过后体温迅速反
弹。中医药辨证论治从病因、病
机、根本入手，降低体温后不易反
弹，总的来说速度更快，疗效明
显。有效发挥中医药的治疗作
用，快速救治患者，这对当前减轻
医务人员数量不足的压力、减轻
防护物资紧缺的压力、腾出空间
救治更多的患者，具有现实意义。

当下，要确保满足患者的需
求和长远利益。改善病情，不使

病情加重、恶化，挽救患者的生
命，是患者最紧迫的需求和利
益；不留严重后遗症、保留患者
的劳动力，是患者的长远利益。

“非典”初期，找不到有效的治疗
药物。为了缓解患者的病情，大
剂量激素冲击疗法虽然保住了
一部分患者的生命，但是严重的
股骨头坏死、肺纤维化让他们后
半生痛不欲生；而主要服用中医
药的患者，不但救治成功率高，
而且没有严重后遗症。这些教
训促使大家在这次疫情诊治中，
谨慎使用抗生素和激素，确保所
有确诊病例全病程使用中医药

是保护患者现实利益和长远利
益的明智选择。

治病救人是医生的本分、医
疗机构的职责；3 个“确保”实质
上是汲取了 SARS（严重急性呼
吸综合征）救治经验的明智之
举，是以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重
的现实需要，是尊重五千年中华
文明成果的坚定的民族自信表
现。有效发挥中医药作用，不是
为了追求纯中医治疗，而是为了
把中西医协同机制落到实处。
我们期待中医人更加努力，为疫
情防控做出更多贡献。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现在，一些人认为“双黄连”可
以抑制新型冠状病毒。其实，大家
把每味清热解毒药的说明详细看
一下，应该有 90%的药物有抗病毒
作用。下面，我详细介绍一下临床
处方用药时应该注意的环节和事
项，仅供大家参考。

在临床上，中医药讲究因人、
因时、因地制宜。我从这 3个方面
简要论述一下。

第一，因人。在临床处方用药
时，应根据患者固有的体质、现有
的症状、舌质舌苔和脉象综合考
虑，辨证精确后才能开方用药。中
药有“寒、热、温、凉”四气，“酸、甘、
苦、辛、咸”五味，还有“升、降、浮、
沉”等药性。每个人的体质不一
样，症状不一样，用药就不会完全
一样。我认为，没有一个药物是所
有人都可以应用的。如果此人本
来的体质是虚寒体质，手脚冰凉，
畏寒或者进凉食就腹泻，如果服用
苦寒药则会损伤脾胃，导致机体免
疫力降低。“双黄连”由黄芩、金银
花、连翘组成，从药物组成上来看，
主要功效是清热解毒、疏散风热；
从药性方面分析，黄芩苦寒，连翘
苦微寒，金银花甘寒。这些药物进
入机体内，如果体内没有热毒，首
先损伤脾胃之阳，导致食欲减退、
腹痛腹泻，致使体质越来越差。

第二，因时。今年，虽然春节
已过，但到阳历 2月 4日才立春，这
一段时间气温不太高。立春后，大
地的阳气才慢慢升出地表；有时即
使立春后，也会出现“倒春寒”现

象。在寒冷的环境中，从养生的角
度来讲应该保暖，而这时却口服大
量苦寒甘寒的药，这不是“雪上加
霜”吗？

第三，因地。在临床用药方
面，要考虑地域的差异。这几天，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过程中，在国家有关管理部门
的倡导下，各地采用了中医药治疗
和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但我
们可以看到每个地域的中医辨证
思路还是有区别的。在河南省通
许县中医院，普通病例大都采用大
青龙汤、射干麻黄汤和千金苇茎汤
加减，应该是“外寒而郁热，痰瘀互
结”；武汉市冬天湿冷，有“千湖之
城”的称号，则辨证为“寒湿瘀毒”，
把寒湿放在主要地位，患者时常伴
有乏力、食欲差、呕吐、腹泻等症
状；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气候寒
冷、多风、干燥，湿不太明显，需要
加用一些润燥、生津、养阴的沙参、
麦冬等滋而不腻、补而不燥的中
药。这几个地域的共同点是“外有
寒邪”。不管那个地域，现在很少
应用苦寒之药，因为苦寒药不仅损
伤阳气，还容易化燥而伤阴。因
此，“双黄连”不太适合现阶段应
用。

综上所述，从因人、因时、因地
3 个方面考虑，苦寒之药不适合现
在作为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的药物。我认为，应用中药一
定得经过中医辨证，要根据四诊合
参的结果来用药。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本报讯（记者王正勋 通讯
员任怀江 关 心）“防控疫情，是
战场，也是考场，冲锋在前，无论
生死！”大年初一，温县人民医院
党委书记、院长郝国及时传达习
近平总书记坚决打赢防疫阻击
战的精神，严格按照温县县委、
县政府的防疫安排部署，采取超
常规措施，严格管控、严密防范，
号召全院职工，用实际行动保障
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健康安全，打
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
情的阻击战。

领导重视疫情防控。非常
时刻当有非常之举，打硬仗要有
硬招硬作风。为了使全院防控
工作做到有的放矢，郝国带领班
子成员在疫情一线指挥部署，成
立“新型冠状病毒”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全院党员干部放弃节假
日休息时间，制定多种防控措

施，下发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勠
力同心，严密防控疫情扩散。
班子成员每天坚守防控一线，
巡视督导防控工作，并针对督
导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召开协调
会解决；现场解决群众就医问
题，特别注重发热鉴定工作；疫
情发生后，该院党员干部和广
大医务工作者表示，不计报酬，
无论生死，坚决服从医院的工
作安排，请求到救治一线去。
冲锋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在岗
履责，救死扶伤，奋力搏击疫
情。保证一线医务人员的防护
服、口罩等防护物质，就是保证
和杜绝疫情扩散的基础。因
此，自疫情发生以来，器械科全
体工作人员放弃假期休息时
间，加班加点，四处奔波，收集
一切供货信息，采购防护用品，
为打赢疫情阻击战做好保障。

多科协作防控疫情。为了
有效防控疫情，该院急诊科、发
热门诊、呼吸科等科室精诚团
结，砥砺奋进，织就疫情防控

“铁网”。急诊科全体医务人员
严阵以待，准备随时出车，接诊
各类发热及其他患者；一旦遇
到发热患者，即送至发热门诊
进一步鉴别治疗；发热门诊 20
多位医生、护士，每天 24小时值
班，对每一位发热患者详细询
问是否有武汉工作史、接触史
等，成立专家组对有临床症状
患者进行会诊，严格鉴别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并将排
查、分诊工作明确到相应科室；
呼吸科专家团队严守最后一道
关，对各种肺炎患者进行周密
会诊、科学排查后，分别给予隔
离或者普通治疗，有效切断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交叉感

染的传播途径。
严阵以待防控疫情。做好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更需要全
员高度警惕，时刻关注，从源头
上控制疫情传播。该院为了从
根本上杜绝疫情传播，制订了详
细的防控措施，多次培训全院医
生、护士，迅速普及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症状、传播、治
疗等防控知识，使全院医务人员
懂防控，能担责；规范科学处理
医疗废物；每天 6 时～8 时和 20
时～22时，对全院区进行喷洒消
毒（用 500 毫 克/升 含 氯 消 毒
液），特别是发热门诊和感染疾
病科，每 2 小时喷洒消毒一次；
救护车出车回来后进行外部喷
洒消毒；全院临床科室加强防范
措施，对入住患者进行病毒知识
培训；每天两次为患者及家属测
量体量，发现异常情况，立即给

予鉴别排杳，切断医患之间传播
的途径；同时，医院安排后勤、行
政科室人员，每天 24 小时坚守
在医院门口，对每一名过往群众
和就诊患者进行体温测量，发现
异常，立即给予相应排查和分诊
治疗等。

自疫情发生以来，该院防控
措施有力、到位，严控每一个传
播关键环节，以确保消毒防疫不
漏一人、不留死角，起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
作用，为全县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命健康和社会大局稳定，做出了
积极努力。

该院党委表示，国有难必担
当，我们要坚守岗位，做到守土
有责、守土尽责、守土担责，与群
众心连心，情相拥，爱相通，守望
相助，同舟共济，为打赢防控疫
情阻击战做出积极贡献。

温县人民医院

多措并举防控疫情

中医药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中走来，从抗击“流脑”的战役中
走来，从抗击“非典”的硝烟中走
来，充分证明了中医药治疫的有
效性。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对于
中医药来说就是无数次和大小瘟
疫的斗争史。据邓拓在《中国救
荒史》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
疫灾的次数超过 238 次。中华民
族是全世界唯一一个从来没有中

断文明史的民族，中医药在这个
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56年、1957年，流行性乙型
脑炎两次来袭，中医根据当年的
气候特征和不同的病情特点，采
用了不同的方药战胜了疫情。
2003 年，“非典”疫情再次笼罩中
华大地，形势非常严峻。“非典”过
后，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非
典”发源地中国的死亡率竟然全

球最低，只有 6.5%。
中国在防治“非典”中实施

“中西医结合、充分发挥中医药
作用”的果断决策起了重要作
用。无数事实和当前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医疗救治实
践证明，中医药在中国历次疫情
中 充 分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3 个

“确保”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救治
患者。

2 月 6 日，多家媒体报道：中
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取得阶段
性进展，清肺排毒汤治疗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总有效率达
90%以上，其中 60%以上的患者症
状和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30%
的患者症状平稳且无加重现象。
这对更多地救治患者非常重要。

中医认为，疠疫发生的根本
原因是“非其时有其气”，大多数
患者发病病机相同。中医药有

效方剂筛选研究就是针对大多
数患者相同的病机取得的阶段
性成果，有利于在现实状况下，
将辨证论治的难度降到最低，让
更多的医生能用确有疗效的成
方救治患者。

每个定点医院至少有一名中
医医师参与诊疗，既保证了大多
数病情相似的患者快速用上确有
疗效的中医药，又有利于少数病
情不同的患者经过中医辨证论治

使用中药。这样能在精准施治的
同时提高效率，救治更多的患者。

确保更有效地救治患者

确保救治更多的患者

确保更快速地救治患者

人们需要正确认识免疫力
□曹东义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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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药应经过中医辨证
□郭宏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