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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病毒感染造成的疫情还在持
续。到底该如何认识这轮疫情以及接下来的形
势？人们在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如果出现了比较
严重的症状，该如何治疗？针对这些热点问
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
院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肝病研究院院
长、原赴武汉国家中医医疗队领队叶永安，请
他解疑释惑。

“天地人”合参，中医不畏
惧病毒变异

记者：中医如何看待新冠病毒感染？中医
药能否应对、如何应对？

叶永安：纵观中国历史，一部中医史就是
一部抗疫史。3000 多年来，发生的瘟疫就有
500多次。随着病毒的变异，疫情的一波波涌
现，我们还需要与新冠病毒继续作斗争。即使
新冠病毒消失了，过些年新的病毒还会出现，
这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几千年来，中医一直庇护着中华民族。
人类正是在长期与疾病 （包括病毒） 做斗争
的过程中成长和壮大起来的。不同的人感染
上病毒以后，产生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
中医就是根据这些表现再结合当时的气候、
地域情况进行治疗，即“天地人”合参，所
以中医不畏惧病毒变异。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中医也是在不断与疾
病尤其是与疫病 （即传染病） 做斗争的过程中
形成经验而传承和发展下来的，说明面对病毒
中医可以应对，也能够应对。武汉抗疫是中医
及中西医结合抗击疫情的一次生动实践，已经
过去近 3 年了，其中很多经验值得回顾与借
鉴，当然，还要结合现在的“天地人”的变化
而作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中医取得疗效的根本
之所在。

若 发 病 早 期 就 用 上 中
药，不少人可以避免白肺

记者：我们看到，有患者出现白肺现象，
这是怎么造成的？中医药如何进行针对性治
疗？很多人“阳康”之后产生乏力、咳嗽不
断、睡眠差等症状，这是否是新冠感染的后遗
症？该如何调理以防止后遗症的困扰？

叶永安：当肺部的炎症比较重，渗出比较
多的时候，也就是肺的白色影像区域面积达到
了 70%、80%，在临床上俗称为白肺，一般高
龄合并有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如
果在发病早期就用上中药，不少人是可以避免
的，或者即使发生也会比较轻。关键是尽早发
现，在医生的指导下及时准确用药。

实际上，从国家层面到各省市都有一些中
医治疗的指导意见出台，是可以参照使用的，
关键是患者与大夫的及时对接。处理好轻症居
家、重症到医院的关系，既不要造成医疗资源
挤兑，也不能耽误重症救治。

一些人“阳康”之后产生乏力、咳嗽不
断、睡眠差等症状，这是病毒感染造成人体的
伤害，有一个恢复的过程。做到起居有时、饮
食有节、避免过劳，一般在短时间内能够恢
复。症状偏重一点的，在确认肺部及其他脏器
检查正常情况下，可以服一些中药帮助恢复。

基本病理机制不变，中
医就可维持原治疗方案

记者：有患者在“阳康”一段时间后又“复
阳”了，中医药有没有办法防止这种情况的出
现？面对新冠病毒毒株不断变异的情况，中医药
如何应对？怎样随时调整？“三药三方”是否还管
用？能否对不同地区不同毒株混杂传播的局面
来个“一揽子解决”？

叶永安：“复阳”指感染者症状基本消
失，核酸或抗原检测阴性了之后，再次检测又
发现阳性了。一般认为这时检出的是一些病毒
的片段，并不是完整的病毒。一般的复阳都是
发生在康复之后一个月内。如果已经超过一个
月，核酸又呈阳性，再感染的可能性就比较
大。如果是再感染了，中医药也可以治疗。前
面说到中医治病是治疗感染病毒的人，不管病
毒怎么变，中医都能辨证施治。

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基本病理机制不
变，中医就可以维持原治疗方案。若基本病理
机制变了，就要因时因人而变。据此，“三药
三方”可以继续使用，但对于一些重症患者要
根据具体情况由医生来研判。依据这样的基本
思路，对不同地区不同毒株混杂传播的局面应
进行辨证施治。

老 人 一 有 发 热 咳 嗽 症
状，要尽早用上中药

记者：目前的疫情给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造
成威胁。该如何保护这个脆弱的群体？

叶永安：我们看到目前的疫情给有基础病
的老年人造成了威胁，尤其是未完成疫苗接种
的人群。

对居家且有基础病的老年人，首先平时
要控制好基础病，感染后要密切观察。因为
老年人往往症状表现不明显，如发热不是很
高，并不代表病情不重，一有发热咳嗽症状
要尽早用上中药，同时密切跟踪患者病情变
化，如果病情持续加重就要到医院救治。如
果及时用药，属轻症的老年人不少是能够居
家平稳渡过难关的，关键在一个“早”字。
需要提醒的是，部分老年人病情刚恢复时，
要注意避免劳累、保持好睡眠、注意营养，
防止病还未痊愈，又合并其他感染而致病情
突然加重，这也是近期一些老年人出现意外
的原因之一。

遇到危重症患者，要发
挥好中西医结合作用

记者：犹记得 3 年前武汉抗击疫情时，
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治疗还被引
入了重症监护病房。当时的经验是在一个
城市取得的，是否适用于更大范围感染的
现实？如何让中医药发挥救治危重症患者
的作用？

叶永安：三年前的武汉保卫战，中医药无
论在轻型、普通型、重症还是危重症的治疗上
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管当时的经验是在武
汉这一个城市取得的，其基本思路和方法是能
够应用到更大范围感染的现实中去。据我所
知，参加武汉抗疫的医务人员在近3年的北京
疫情防控中都发挥了骨干作用，其他地方也是
这样。

武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新冠病毒感染
患者转为危重症，中医药依然可以发力。这
时候需要中西医联手，中西医结合，发挥出

“1+1＞2”的效果。
3 年前，我们在武汉通过中西医联手抢

救过来的危重症年逾 80 岁的患者，至今依然
恢复良好。如果遇到危重症患者，中医药要

积极参与，最大限度发挥好中医药这一民族
瑰宝的作用，发挥出中医药治病救人的独特
作用。

形成中西医结合的良好
氛围，发挥出抗疫的中国特色

记者：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中国
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
中，如何进一步推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

叶永安：在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中，老年人
和儿童的轻型患者是重点，要尽快用上中药，
防止转成重症，将重症发生率尽可能降下来，
从而进一步降低病亡率。我们前段时间在北京
方舱治疗了 1000 多例轻型患者，用上中药后
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降低了转重率。

对于一些重症尤其是危重症患者，可采用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最大限度去救治患
者。武汉抗疫以及后来的多地抗疫应用中医药
的经验，已充分说明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
要作用。

当前，进一步深化中西医结合“四有”机
制，发挥出抗疫的中国特色。中医药人更要有
使命担当的精神，勇于实践，更好地发挥出中
医药的作用，为接下来的疫情防控作出应有的
贡献。

面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中医药依然可以发挥作用

记者： 新 冠 病 毒 奥 密 克 戎 的 变 异 株
（XBB.1.5） 出现新的病患特点，中医有什么应
对措施？

叶永安：我们前面提到，无论病毒怎么变
异，中医药都有应对之策，重要的是我们要抓
住新冠病毒感染人的核心病机予以施治。

实际上，3年来新冠病毒在中医主要表现
以“湿毒”为主，不同的变异株在不同年份、
不同季节及不同地域表现出兼夹“风、寒、
燥”或者化热的不同特点，但其湿毒主要侵犯
中医的肺、脾两脏，以肺为主，临床可表现为
咳嗽、咽痛等呼吸系统症状外，还可以表现为
恶心、腹泻等消化系统症状，不同的变异株表
现特点会有所不同。尽管有报道称新冠病毒可
以侵犯全身多个脏器，但还是以这两个系统表
现为主。

变异株 XBB.1.5是否引起大范围腹泻还属
未知。如果新变异株感染表现除呼吸系统
外，还以腹泻为主，中医药治疗也会有办
法，如腹泻属外有表证、里有热邪的可选用

“葛根芩连汤”、脾虚为主的可选用“参苓白
术丸”，若外有寒邪、内有湿滞的也可选用

“藿香正气”系列等。总之，只要在大夫指导
下选择好用药，我们完全能够应对新的变
异株。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叶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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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记者熊建） 银川互
联网+医疗健康协会与丁香园日前联
合发布《医生线上行为、认知及态度分
析报告》（简称“报告”）。“报告”显示，
受访的提供线上诊疗服务的医生中，
超过 60%为近 3 年开始提供。在线平
台带来的收益、使用体验以及平台知
名度是吸引医生入驻的关键性因素。

“报告”显示，在受访者中参与
在线诊疗服务的医生中，提供在线诊
疗服务时间大多在 5 年以内，只有
15.5%的医生具备 5 年及以上在线诊
疗服务经验；超过六成是在近3年开
始提供，其中 16.4%的医生 1 年以内
开始提供在线诊疗服务，45.3%的医
生具备1—3年在线诊疗服务经验。

课题组负责人陈秋霖表示，疫情
中，医生群体是“互联网+医疗健康”
发展过程中的关键力量，其在互联网
上的态度倾向和行为模式将直接影响
到“互联网+医疗健康”的普惠范围、
赋能成效以及服务质量等多个方面。

“报告”的发布，通过选用知识输入、流
动和输出的系统视角，分析医生上线
行为、认知及态度，丰富理解医生上线
的动机、诉求和偏好的视角，让互联网
更好地赋能医生、造福患者。

医生线上行为
分析报告发布

本报电（姚永亮） 2023 年 1 月 3
日，作为第四批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
设项目之一的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
天府医院 （四川省儿童医院） 二期项
目，在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开工建
设。四川首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选址
落户眉山并于2022年12月19日揭牌
开诊后，建设发展正在全面提速。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天府医院
（四川省儿童医院） 是目前全国唯一
一个走出省会城市、布局在地级市的
省级儿童医院。该医院总规划用地面
积约 249 亩，规划设置床位 2000 张，
其中一期已有600张床位，刚开工建
设的二期项目将新增900张床位。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院长、四
川省儿童医院院长刘瀚旻介绍，四川
省儿童医院是全国首创的以系统疾病
来规划的医院，医院将设置13个系统
疾病中心，汇聚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华西口腔医学院、华西公共卫生学院
等儿科优势资源，通过品牌、技术、管
理、人才和平台的平移，以区域医疗中
心医院、儿科医师学院、儿童健康研究
院、区域儿童医疗协同服务体系的“三
院一体系”总体构架，一体化规划学科
建设、业务布局、运营管理和社会服
务，实现同质化建设与管理。

位于成都西南方向的眉山市区位
和交通优势明显，距离成都 60 余公
里，不仅辐射乐山、雅安、南充、遂
宁及川南等地，甘孜、阿坝、凉山地
区的老百姓前往也非常方便。

眉山加紧建设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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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陈得） 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浮针专业委员会 2022 年会日
前在河北省石家庄市举办。会议由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浮针专业委员会
主办、河北省中医药学会浮针专业委
员会协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表示，浮
针作为一种新型针灸，凭借着临床疗
效获得了许多认可。展望未来，要进
一步发展就要清醒地认识到，临床和
科研是相辅相成的。针灸治疗不仅要
有效，还要有理。几十年以来，针灸疗
法之所以能够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
掀起针灸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针灸
的科研取得了显著成果，这些成果向
世界人民展现了它的科学价值。所
以，不论是浮针还是传统针灸，都要
继续秉承科研精神，通过科学的力量
和方法寻找其治疗规律，并借助于现
代科技为古老的针灸注入新的科学
内涵，进而推动针灸在全世界的大踏
步发展。

北京中医药大学浮针研究所所长
符仲华表示，浮针医学走过的 26 年
间，无论是临床、科研、教学，还是针具
的研究，采用的都是“遵从传统，化繁
为简；放眼未来，守正融新”的方法论。
浮针针具的发明是受《黄帝内经》“直
针刺”描述等启示，浮针医学理论的不
断完善特别是气血新论的提出，也是
对传统中医理论的再思考和简化。这
些“化繁为简”的过程，让浮针做到了
既有效又有理，即不仅临床有效，也用
现 代 科 学 的 语 言 说 明 了 其 为 什 么
有效。

为针灸注入科学内涵

抗疫进行时·中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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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人感染上病毒以后，产生的临床表现是不一样的。中医就是
根据这些表现再结合当时的气候、地域情况进行治疗，即“天地人”合
参，所以中医不畏惧病毒变异。

当新冠感染患者转为危重症，中医药依然可以发力。这时候需要中
西医联手，中西医结合，发挥出“1+1＞2”的效果。

我们前段时间在北京方舱治疗了1000多例轻型患者，用上中药后都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降低了转重率。

变异株XBB.1.5是否引起大范围腹泻还属未知。如果新变异株感染
表现除呼吸系统外，还以腹泻为主，中医药治疗也会有办法。

右图：近日，江苏省连云港
市东海县中医院发挥中医药在疫
情防控中的独特优势，应用中
医、中药独到的防病、治病方
法，组成专家组研究防治配方，
制定出适合本地居民专属方剂，
引导群众根据自身体质特征选用
不同配方，助力疫情防控。

图为 2022 年 12 月 26 日，东
海县中医院中药师正在配中草药
方剂。

张正友摄 （人民视觉）

左图：近期，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
自治县许多群众来到中医
医院，通过购买中医药预
防香囊、防疫组合方剂以
及进行穴位贴敷、艾灸、
针灸传统中医药诊疗等，
增强身体抗病能力，达到
防治疾病的目的。

图为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在融水苗族自治县中
医医院，市民领取中药。
龙 涛摄 （人民视觉）

上图：连日来，山东省临沂市沂
南县中医医院充分诊察发热患者病
情，并根据发病特点等情况，为患者
开具中药处方、熬制中药汤剂。

图为 2022 年 12 月 26 日，在沂南
县中医医院，药师在中药库里调配中
药原材料。 王彦冰摄 （人民视觉）

右图：2023年1月1日，医务人员
在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红十字中医医
院为患者调配中药。

吴希会摄 （人民视觉）

图为叶永安。 张武昌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