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强化科普 提高认识 弘扬中医

中医防疫优势发挥充分

防治举措具体详尽

防治体系建立健全

近年来，由于“非典”、禽
流感、新冠肺炎等疫病先后在
我国暴发，促进了医学界对疫
病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以
从中华民族的抗疫历史中寻
找智慧，获取启迪。

中华民族繁衍数千年的
历史，也是与疾病抗争的历
史。在与传染病的斗争中，我
国从古到今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与教训，值得回顾、思考与
借鉴。

其中，宋代由于政治稳
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促进
了医药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创
造了中国医学史上诸多第一
和辉煌成就，对中医药学的发
展影响深远。然而，宋代也是
中国古代疫病频发的时期，在
瘟疫面前，宋代政府、医学家、
宗教人士和普通民众对瘟疫
的认识、态度和采取的防治措
施、取得的成就，均揭示了宋
代医学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
系和规律，对今天的疫病防治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笔者从事宋代中医药文
化的挖掘、整理、研究与实践
工作多年，结合当前疫情防控
形势，又认真拜读了中国科学
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
韩毅撰写的《宋代瘟疫的流行
与防治》《瘟疫来了：宋朝如
何应对流行病》等书，受益匪
浅。目睹当前德尔塔毒株在
全国的蔓延，经过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在疫情频发的宋朝，
从瘟疫防治体系的建立到疫
病防治的具体措施等，颇值得
借鉴。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值得借鉴的古代“中医方案”

□张彩凤 张 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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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可以明智，读史亦能明志。如何借
鉴历代中医药防疫经验教训，让博大精深的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发挥更大作用，惠及更
多民众，值得各级政府、中医药工作者深入
思考，并付诸实践。只有认真学习并借鉴前
人的经验教训，多策并举综合防治，方可达
到预期效果。

首先，政府出资，分发中药，应服尽服。
中药预防的效果已经被实践所证明。宋朝
时期每一次瘟疫来临，政府都会出资组织熬
制预防中药汤剂，分发给老百姓进行预防。
目前，开封市大宋中医药文化博物馆馆藏的
那口纯铜大锅即是清朝时期秉承大宋中医
药文化熬制防疫中药汤剂留下的历史见
证。建议各地组织中医药专家参照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公布的预防处方，结合当地地
域、气候特点，三因制宜确定预防处方，熬成
汤剂，多地设点，供百姓预防服用，做到应服
尽服，尤其对易感人群要做到人人尽服。这
样，不仅能达到良好的预防效果，还能为国
家节约大量资金。开封市中医院、通许县人

民医院在疫情期间每天为员工配发中药，无
一感染就是例证。

其次，强化科普，提高认识，弘扬中医。
在抗疫过程中，中医、西医之争从未停止过，
不同的声音让民众无所适从。因此，政府部
门、权威专家应该发出中医的最强音！用老
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多途径不断普及中医
药科普知识，让群众对数千年来中医药防治
瘟疫的历史有更多了解，对中医药防治瘟疫
的机理有深刻认识，弘扬中医，造福群众。

中医关于疫病的论述很早就有记载，《黄
帝内经·素问·刺法论（遗篇）》中提出“五疫之
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皆相染
易”“病状相似”。这是强调疫病的传染性强、
症状表现类似的特点，这与今天的传染病是
一致的。

中医对传染病的病因认识，认为四时气
不正，侵犯人体致病，即外感风、寒、暑、湿、
燥、火等外邪，也有人体自身抵抗力强弱的内
在因素。

东汉末年，因战乱引发大规模瘟疫，直接

促使医圣张仲景撰写出《伤寒杂病论》，确立
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中医临证辨
证论治的基础，创立了六经辨证、四诊八纲辨
证等原则和方法。

针对疫情之下群众产生不同程度的忧
愁、恐惧、抑郁、焦虑等情绪，导致人们抗病能
力下降的实际情况，除严格执行隔离等管控
措施之外，采取中医心理疏导、饮食指导、运
动导引、药物干预等措施；中医药通过扶正化
浊、清热化痰、调理脾胃、养心安神、改善睡
眠、调和情志，鼓舞人体正气，从而达到“正气
存内，邪不可干”的预防效果。

中华文明永续不断的秘诀，就是中华民
族始终以非凡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在同疫
病的生死较量中，一次次涅槃重生，过去如
此，现在如此，将来也必然如此！

（作者供职于开封市中医院。本文由
中华中医药学会医古文研究会名誉主任，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儒医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河南省儒医文化研究会会长许敬生
指导）

如今，做一名合格
的 中 医 实 在 不 容 易 。
临床无捷径，合格的中
医需要具有良好的知
识结构、系统的理论修
养与丰富熟练的临床
诊疗技能。

真正的中医好手、
中医针灸的好手，应该
是精通中医医理医案，
熟悉临床有效治疗法
则，善诊善治，且具有广
博的知识、良好的理论
知识结构和较好的沟通
能力，并建立起了自己
的临床思路、方法体系
的医生。

明医理，善诊善治，
应该是作为一个医生最
基本的要求。一些在治
疗疾病方面成效卓越的
现代针法的创新者，之
所以开创出新的针灸治
疗技术，能够丰富针灸
治疗方法，是建立在良
好的医学修养基础之上
的，某一方法技术绝不
可能凭空创造出来，他
们对这些方法技术的应
用，是他们多年积淀的
中医理论知识与临床实
践的领悟，并适时运用
于临床实践。今人学习
现代针法，更应该学习
这些创新者对中医理论
方法的深入研究和应用，对现代医学解剖
理论与技术的熟悉和运用。

医学是系统的学科，无论中医、西医
都是如此。与西医需要熟悉现代解剖、生
理、病理、药理及各科疾病常见临床表现，
实验室理化诊断指标等一样，熟悉中医基
础理论和诊断常识是中医各科临床和治
疗方法技术的前提。

若不明医理、生理、病机、经络腧穴、
刺灸法等方法理论，或不能在临床中灵活
运用诸多理论，仅知一法或数法，执某法
以应万病，在临床上就可能出现“生搬硬
套”理论，或无视患者实际病情的治疗情
况，将难以获效或者疗效不稳定，甚至出
现误诊等后果。

善诊者才能善治。中医的生命在于
临床疗效。临床疗效的获得，与中医辨证
论治，尤其与辨证的准确与否密切相关。
作为一个专业的、优秀的针灸医生，绝不
应该仅仅学习某一方面的针灸知识或者
某一种治疗技能；对中医针灸的认识，也
不能只是停留于某些热点疗法，应该从基
础理论到诊治技术方法对中医针灸学术
与临床体系进行全面、深入学习，并适时
应用于临床实践。

通过对书本、前贤理论总结和技术方
法的“参”“悟”“践行”，逐步建立起真正属
于自己的理论与临床认知体系，并不断完
善，才是修业之大道。

（作者供职于濮阳市中医医院）

中医人语

中医学十分重视治未病思想，在烟波浩渺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贤不断实践治未病这一
思想，对于传染性疾病有着十分显著的治疗作
用。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论述治未
病思想在中医药防治传染性肝炎中的应用。

天人合一 预防截断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有“不知年之所加，

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的文字
记载。这说明中医学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理
论，创造出独特的五运六气学说，历经千年依然
能够指导人们预防疾病，截断传染途径。

《黄帝内经》中有诸多关于五运六气的描
述，认为传染病的产生是“地不奉天”的结
果。五运六气学说认为，金克木，主运的四运
金运起于处暑后七日至立冬后四日，即肝病
最容易于秋季复发、加重。同时，由于木克
土，肝胜则易生土病，易表现为呕吐、腹胀等
脾胃病症状。

在临床上，传染性肝炎患者在夏秋季节发
病比较明显，患者表现出众多脾胃病症状。春
天与肝相应，肝主疏泄，是阳气生发之时；脾主
长夏，喜燥恶湿，湿热聚集，则易发黄疸。

为此，我们应顺应自然之气候规律，在夏
秋季节注意预防肝脏不适，对于肝病患者而
言，此时需多加注意，防止病情加重；应注意水
源清洁，勤开窗通风，防止不正之气乘虚而入。

避毒存正 未病先防
中医学将传染性肝炎归属于“黄疸”“胁痛”

“疫病”范畴。《沈氏尊生书》中有“又有天行疫
疠，以致发黄者，俗谓之瘟黄，杀人最急”的文字
记载。这说明先贤已充分认识到黄疸具有传染
性。《医宗金鉴》中有“天行疫疠发黄，名曰瘟黄，
死人最暴也”的文字说明，《诸病源候论》中有

“四时之间，忽有非节之气伤人，谓之天行。大
体似伤寒，亦头痛壮热。其热入于脾胃，停滞则
发黄也”的文字记载。这提示我们预防其传染
的重要性。

中医学认为，外邪是疾病产生的重要诱因，
但人体正气的盛衰决定疾病是否产生，因此顾护
正气十分重要。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避毒存正
呢？中国清代医学家陈修园认为，“避疫之法，惟
在节欲节劳，仍勿忍饥，以受其气”。这说明调养
人体正气对预防传染性肝炎具有重要作用。

中医学对于固护正气，有着全面而深刻的
认识。正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上古之
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
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
天年，度百岁乃去”的文字记载。这说明吃好、
睡好、心情好就是长寿的秘诀。而对于传染性
肝炎患者而言，这3点尤为重要。

首先，由于肝脏分泌胆汁，属于人体消化系
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当肝脏代谢失常
时，患者最容易产生的症状是食欲不振、脘痞腹
胀。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有“安身之本，必资于
食”的论述，此时，对食物的选择就更为重要。
传染性肝炎患者宜饮食清淡，当肝区不适或疼

痛时，可以食用甘缓之类的食物，比如蜂蜜、甘
草、木耳等；在缓解疼痛的同时，蜂蜜还可以减
缓肝硬化发展进程。而当肝气不舒、心情抑郁
之时，可以选择辛散的食物，比如白萝卜、韭菜
等，以调畅肝气，平时还可以将白萝卜榨汁服
用。而当肝气疏泄太过时，可以选择枸杞、乌梅
等以柔肝敛阴。

《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有“病人服之不但疗
病，并可充饥，不但充饥，更可适口。用之对证，
病自渐愈，即不对证，亦无他患”的文字记载。
这说明通过饮食调理而缓解病情是最安全、无
毒的选择，由于肝脏是重要的解毒器官，临床用
药时需谨慎小心，食疗则可以通过五谷果蔬进
行治疗，确为古人一大智慧。

除此之外，慎起居也十分重要。中医学理
论强调，肝病患者平素应注意情绪稳定，戒酒，
经常运动。情绪稳定对于肝脏来说也十分重
要，肝主疏泄，情志不畅时往往最易伤肝，肝病
患者常会心情抑郁。因此，患者要保持心情愉
悦平和，中医学中亦有音乐疗法，可以调畅肝胆
的疏泄，起到辅助治病的作用。

辨证论治 已病防变
对于已经感染了传染性肝炎的患者，我们

也应准确辨证论治，防治病情进一步传变。
从温病卫气营血角度来看，肝炎的早期、中

期阶段属于卫分和气分，即大多为肝气郁结、肝
胆湿热、肝郁脾虚之证。而在血分阶段，大多为
肝炎晚期或已经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此时多

为气滞血瘀，脾肾阳虚，肝肾阴虚，治疗当攻补
兼施。

从三焦传变角度来分析，即邪气初感人体
时，伏邪伏而未发，疫毒内侵，患者除疲乏无力
等尚未出现明显症状；病情进一步发展，传至中
焦，可以表现为严重的中焦水谷不运，或湿热蕴
结；待疾病后期，则为下焦病变，肝肾亏损，甚至
闭阻心神，出现神志不清。孙思邈在《备急千金
要方》中有诸多治疗黄疸的方剂论述，但治疗法
则主要是以“诸病黄疸，宜利其小便，假令脉浮，
当以汗解”为主。其中，论述了茵陈丸为“治时
行病急黄，并瘴疠疫气及痎疟方”，其组方为茵
陈、栀子、芒硝、杏仁、巴豆、常山、鳖甲、大黄、
豉。该方在清热利湿之余也可活血。

但需要注意的是，并不能简单地认为“见肝
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中医认为，传染性
肝炎的病位为肝脾肾三脏，并非如现代医学所
认为的只在肝脏。因此，在治疗传染性肝炎时，
需要注意其病本亦在脾肾。

调养身心 病愈防复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康复并非其终点，而是

要将人体调理为阴阳平衡方为万全之计。当人
体大病初愈时，往往阳气尚虚，或阴津不足，因
此病后调护亦不可偏废。

《备急千金要方·灸例》中有“凡入吴蜀地游
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
温疟毒气不能着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的文字
记载。这说明艾灸作为一种古老的保健方法，

因其方便价廉，广受群众喜爱。对于传染性肝
炎而言，常常以保健穴位为主，例如足三里穴、
阳陵泉穴等穴位。当然也可以配合中药贴敷、
拔罐等，效果会更好。除此之外，传统功法，比
如太极拳、八段锦、五禽戏、易筋经等也是不错
的选择。《吕氏春秋·尽数》有“流水不腐，户枢不
蠹”的文字记载。这说明天地都在不断运动变
化，人亦应时而活动。有关学者经研究表明，五
禽戏对传染性肝炎有较好的预防和治疗作用，
因其可以增加腹腔脏器的活动度，畅通肝胆管
道系统。

治未病是中医学中具有实用性的思想，在
现代预防和治疗传染病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大学）

宋代建立的各级机构各负其责、各司其
职，作用显著，将皇帝、政府官吏、医学家、宗
教人士、地方乡绅和普通民众等力量紧密地
结合起来，建立了以国家政府为主导、社会力
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救济活动更为直接，效果也较为明显。
尤其是宋代各级政府，在国家疫病防治

体系中发挥了核心力量的作用，采取的政治、
医事、经济等措施，不仅有利于控制疫病传
播，还将传统政府职能发挥到极致。宋代社

会力量在国家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了辅助性
作用，弥补了官府救治薄弱的区域。在疫病
防治过程中，国家在制度上对疫病救治提供
了政策依据、法律保障和防治指导，而且对民
间的救治采取了支持、引导和管控的政策。

公元960年～1279年，宋代政府应对疫病
推出了一系列政治、医事、经济措施，颁布有
关诏令达190条。

主要政治措施：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
处理；除赴以时，以避炎瘴；下诏罪己，封神祭
祀；考核政绩，奖惩官吏。其中，特别强调要
重视疫情信息的上报与处理。比如皇祐四年
（1052年）春正月，全国疫病流行，但地方官吏
的奏章却很少，引起宋仁宗警觉。于是，宋仁
宗发布诏令，并规定凡是有关州县疫情的公

文及臣僚奏疏，閤门司、通进司、银台司、登闻
理检院、进奏院等，不得阻留，直达于上，以保
证中央和地方政令通达。

主要医事措施：派医救治，施散药物；编
撰方书，依方制药；隔离患者，防止传染；施
送棺木，掩埋尸体；保护水源，改善城市卫
生。其中，宋代政府在隔离患者方面采取了
更加有效的措施来阻断疫病传染。崇宁元年
（1102 年）宋徽宗下诏在诸路建立安济坊，规
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随

后，又建立独立的厨舍，不但将患者按病情轻
重分开居住，而且厨舍、汤药、饮食也分别置
办。可谓宋代在隔离传染病患者方面取得了
重大成就。

主要经济措施：划拨资金，提供粮食；减
免赋役，发放度牒。这充分说明宋朝是中国
历史上社会保障救济制度最完善的封建王
朝。因此，当疫病来袭之际，以开仓赈粮保温
饱、以减免税役减轻经济负担，也是政府的重
要救济举措。

宋代医书不仅强调疫病分类的重要性，
还强调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说明中医提倡
的“病”“症”在防疫方面仍具有强大的生命
力。在政府的重视下，官修医学方书《太平
圣惠方》《庆历善救方》《简要济众方》等，以
及医学家所撰写的医书，比如苏轼撰写的

《圣散子方》，朱肱的《南阳活人书》，并对
《伤寒杂病论》进行整理和阐释等，成为宋代
官府和民间防治疫病的重要依据，出现了许
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方剂，比如辟瘟丸、犀

角散、小柴胡汤、圣散子、麻黄汤、葛根汤、小
青龙汤等，极大地促进了成药在疫病防治中
的应用，从而推动了医学科学的发展和医疗
技术的革新。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在早期没有特效药、
没有疫苗的情况下，总结中医药治疗病毒性
传染病规律和经验，深入发掘古代经典名方，
结合临床实践，形成了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
的诊疗方案和中西医结合的“中国方案”。经
有关研究证实，中医药的整体调节，不仅能够

增强人体免疫力，还有抑杀病毒的作用。对
新冠肺炎的防治，中医药的作用愈加显现。
中国工程院院士、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著名中
医药专家张伯礼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今
天这段抗疫史切不要遗忘属于中医药的篇
章，中医药在此次抗击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如抗击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阻击甲型流感病毒，一如3000年来中华民族
历史上的每次瘟疫，中医都不曾缺席，而中医
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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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未病思想在传染性肝炎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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