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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如何认识当前的新冠病毒感染
疫情的性质、走向？高热期间能否捂
着被子发汗？如何缓解周身酸痛、咳
嗽、乏力等常见症状？老年人如何应
对新冠病毒感染？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从
中医角度进行了回应。中医认为，新
冠病毒感染属于寒湿疫，中医药可对
症下方。

紧扣“寒湿疫”，
掌握治疗主动权

问：该如何看待当前的新冠病毒
感染？内中有什么病理机制？

仝小林：在本轮疫情中，患者起
病多见恶寒、发热、头疼、身痛等
症，舌体普遍淡胖、暗淡、胖大，舌
苔多白厚腻。此外，很多患者在高烧
退后依然有低热缠绵、肌肉酸痛、咽
痛、咳嗽等症，普遍存在乏力、气
短，还有相当一部分病人有恶心、呕
吐等胃肠道症状。基于多维参数综合
判断，这些现象表明新冠病毒感染不
属于温病、湿瘟，也不属于伤寒，而
属于寒湿疫。

问：为何“寒湿”反而会引起高热？
仝小林：并非只有热邪才能引

起高热，寒邪郁表也可以导致高热
的发生。因此，结合当前国家推荐
方 剂 以 及 临 床 医 生 普 遍 使 用 麻 黄
汤、葛根汤、大青龙汤等伤寒经方
来治疗新冠高热，从方药反推，也
能 发 现 这 种 病 症 不 符 合 “ 温 病 初
治，忌用麻桂”的原则，更进一步
证明新冠病性属寒。

问：本轮疫情中的患者常常嗓子
疼，俗称“刀片喉”，是什么原因造
成的？该怎么治？

仝小林：这也并非热毒直接侵
袭 咽 喉 所 致 ， 而 是 寒 湿 郁 热 的 结
果，究其原因，一是素体郁热较重
者感受寒湿戾气所致的“寒包火”，
二是过度发汗导致的津亏热结，三
是过用苦寒药物导致的疫毒深伏、
郁而化热。

于是，很多人出现咽痛后，因为
不知“热”从何来，常会用金银花、
连翘等寒凉药品来清热解毒，却往往
加重病情。这都是因为不明晓新冠

“寒湿疫”的发病特征。
因此，只有紧扣“寒湿疫”，才

能掌握治疗的主动权；只有认识到
“寒湿伤阳”为主线，才不会被疾病
表象所迷惑，做到知常而达变，治疗
上也就更加得心应手。在新冠初期，
尽量避免使用寒凉属性的药品或食
品；对于临床医生来说，更要一改过
去在发病初期即使用温病辛凉解表或
者清热解毒的治法，而是要首先散寒
化湿。

对于新冠病毒感染
后的治疗，最根本应是

“开达膜原”

问：平时，我们风寒感冒发烧
后，常常捂着被子发点汗就会好，而
对于新冠病毒引起的发热症状，这样
能否奏效？

仝小林：有帮助，但并非完全
有效，新冠病毒属于寒湿戾气，通
过口鼻入侵机体，伏于膜原，膜原
不属于表，也不属于里，居于表里
之间。

邪由膜原出表，或发于皮肤黏膜
之表，类似于风寒感冒；或发于呼吸
道黏膜之表，类似于风热感冒；或发
于胃肠黏膜之表，类似于胃肠型感
冒。发于某经，便为某经之证，可见

恶寒、发热、体痛、咽痛等表证。
但表证都是邪气外传的表现，

而非邪气侵袭肌表的表现，这也是
新 冠 与 普 通 感 冒 的 不 同 之 处 。 因
此，对于新冠病毒感染后的治疗，
若仅用辛温解表法来解表发汗，则
表证虽解，但膜原之邪并未祛除，
可能会低热缠绵或间断发热或核酸
转阴后复热等复杂情况；若仅用清
热 解 毒 法 来 解 毒 利 咽 ， 则 咽 痛 等

“热”症虽可以暂时缓解，但膜原之
邪气会因寒凉药物而“冰伏”，进而
有引邪深入的风险。

因此，看起来捂被子发汗能起一
时之效，临床有的用辛温解表也皆可
取效，但寒去湿仍存，邪仍停留在膜
原，所以，最根本的治疗应该是“开
达膜原”。

问：那么，如何开达膜原？
仝小林：需要全面把握疾病态势

（郁、闭、脱、虚），熟悉掌握戾气表
里分传的路线和治法，通过“分消走
泄”而治之。

我推荐小达原饮 （厚朴、槟榔、
草果、生姜），其具有散寒化湿、辟
秽化浊、开达膜原的功效，是治疗

“寒湿疫”的基础方。初病之时，邪
气尚微，外无症状，可直接用小达原
饮治之。随着邪气渐盛，正邪相激，
邪气会表里分传。

对于体质强健者，邪气多外出走
表，或走太阳经表，发为寒湿束表
证，见恶寒、发热、体痛等症，小达
原饮配合麻桂类方、荆防败毒散等主
之；或走肺卫之分，发为寒湿郁热
证，见咽干、咽痛等症，小达原饮配
合防风通圣散、升降散等主之；或走
少阳之分，发为邪郁少阳证，见口
苦、咽干、目眩等症，小达原饮配合
柴胡类方主之。

对于体质怯弱者，邪多表里分传
或深传入里，易趋转重。故体弱者之
治，即使有表证亦需益气解表，可用
小达原饮配合人参败毒散、麻黄附子
细辛汤、附子理中丸等治之。邪气入
里，多传入太阴，若郁手太阴肺，则
发为寒湿郁肺证，而见咳嗽、咳痰、
胸闷、气喘等症，散寒化湿方主之；
若郁足太阴脾，则发为寒湿碍脾证，
而见纳呆、腹泻、呕恶等症，小达原
饮配合藿香正气散、藿朴夏苓汤等
主之。

起 病 忌 用 苦 寒 药
物，缓解咳嗽重在温肺
散寒

问：如果病情发展到危重症阶
段，该如何治疗？

仝小林：寒湿疫发展到疫毒闭肺
（重症） 阶段，戾邪深入太阴，继生
痰湿瘀热，终至疫毒闭肺，见发热咳
嗽、喘憋气促、黄痰血痰、乏力倦怠
等症。肺气闭阻，胃肠亦多不通，见
恶心不食，大便不畅等症。子龙宣白
承气汤主之。

寒湿疫发展到喘脱 （危症） 阶
段，咳痰喘促，呼吸窘迫，脉疾多
汗，甚者二便失禁、厥脱、昏迷。破
格子龙宣白承气汤主之。

问：本轮疫情中，很多人出现了
高热、咽痛、咳嗽等症状，该如何
防治？

仝小林：一是起病忌用苦寒药
物。新冠病毒感染后多以恶寒、发热
起病，此时切勿过早且单独应用清热
解毒类中成药，当首选风寒感冒类中
成药，如散寒化湿颗粒、九味羌活颗
粒等。同时搭配其他助汗方法，如葱
姜水、温粥频服、高位泡脚、热水
澡、电热毯等。如高热不退，可以合

用物理降温和解热镇痛西药，有条件
人群还可采用耳尖或大椎放血、刮痧
等退热方式。

二是腰痛多为寒湿作祟。不少患
者伴有后背、腰部等周身部位酸痛，
这属湿邪太重，麻黄加术汤有效；对
于腰痛如折，则辨为寒湿腰痛，基于
羌活胜湿汤和肾着汤，拟定一小方，
名为折腰散。

三 是 “ 刀 片 喉 ” 多 为 寒 湿 郁
火 。 咽 痛 患 者 也 多 为 寒 湿 郁 火 所
致，对此，六神丸、龙角散、防风
通圣丸等中成药确有疗效，严重者
如“刀片喉”者亦可选用刀片散煎
汁代茶饮。此外，咽痛患者也可以
配合穴位贴敷疗法，将温通类膏药
剪成 2×2 厘米大小，贴敷于天突、
膻中、大椎、肺俞，6—7 小时后摘
掉。若有条件，同时配合少商穴位
放血，天突穴按摩，收效更快。

四是缓解咳嗽重在温肺散寒。在
发病的急性期，症见咳嗽不止，可用
前百苏苈汤。对于恢复期的刺激性干
咳、呛咳、阵咳，基于射干麻黄汤化
裁拟定了一方——痒咳散。配合如盐
蒸橙子或橘子、冰糖川贝雪梨汤等药
食同源之品更佳。

五是感官失灵重在通窍活血。针
对不少患者合并味觉、嗅觉、听觉减

退或丧失情况，仝小林推荐可用苍耳
通窍活血汤。单纯嗅觉减退，可用揿
针按印堂、双鼻通、双迎香，或从印
堂到迎香直接按摩。

六是体弱人群要因人制宜。体虚
者在解表退热时需增补逆流挽舟之
品，如人参败毒散、参苏丸之类；阳
虚者，寒邪直中阴分，可予附子理中
丸、麻黄附子细辛之辈托里解表；自
汗、盗汗者，可以选用收汗散；妇女

正值经期发病，也可选用小柴胡剂，
借以扶助正气，祛邪外出。

老人体弱，要注重
保护心脉，注重观察

问：此轮疫情中，老年患者受到
影响最大，该如何应对？

仝小林：一是要预防病毒性肺炎
的发生。老人体弱，在恶寒、发热、
体痛的表证阶段，也要在益气的基础
上辛温解表，截断病情走势，预防肺
炎发生。

二是要注重保护心脉。针对合并
有多重慢性疾病，尤其是由心肺基础
疾病的中老年人，对于舌质、口唇和
舌下络脉紫暗，脉涩等瘀象明显者，
可选用活血化瘀药物，如复方丹参滴
丸、丹参片等以保护心脉，改善心肌
供血供氧，改善缺氧状况。

三是注重观察及时就医。应以
5、7 天为观察节点，若老年人发热
超过5天，咳嗽不止，咳痰明显，建
议及时就医，同时应居家监测血氧饱
和度、心率等，若在家自测当血氧饱
和 度 明 显 下 降 时 （未 吸 氧 时 低 于
93%），当及时前往医院进行胸部影
像学检查。

问：有人“阳康”后打羽毛球、
爬山、跑步，结果出现“心肌炎”的
问题，这是怎么回事？

仝小林：感染新冠病毒后，邪气
入里，亦可传入心系，应当在一到两
周内避免剧烈运动，同时有气喘、胸
闷、心悸等不适等瘀象明显患者，可
选用活血化瘀药物疏通心脉，更严重
者需及时就医。新冠病毒诱发的心肌
炎，主要属于宗气下陷毒损心络，可
以选用升陷解毒护心汤治疗。对于病
毒性心肌炎迁延期，中药可选用生脉
饮、补中益气汤、归脾汤、炙甘草
汤等。

有些人“阳康”后仍有乏力、困
倦、气短、轻咳等症状。这是湿浊余
毒未清的表现，建议恢复期患者坚持
健康生活原则，清淡饮食，注意保
暖，保证睡眠。

中国科学院院士仝小林——

中医：紧扣“寒湿”治新冠
李 娜

图为仝小林。 张武昌绘图为仝小林。 张武昌绘

2022年10月26日，安徽省亳州市中医院举行膏方节活动，医务人员现场
开展义诊，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情“量身定制”膏方。图为医务人员为
顾客讲解膏方知识。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2022年10月26日，安徽省亳州市中医院举行膏方节活动，医务人员现场
开展义诊，根据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情“量身定制”膏方。图为医务人员为
顾客讲解膏方知识。 刘勤利摄 （人民视觉）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疫病防治专家委员会日前发布《新冠病毒感染者
居家中医药干预指引》，开出3种治疗方案。成人治疗方案中将正柴胡饮颗粒
列入推荐。连日来，江苏南通精华制药加班加点生产该药。

图为2022年12月12日，工作人员在精华制药的车间忙碌。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图为2022年12月30日，在湖北省通城县经济开发区，湖北润康药姑山中
药饮片公司员工正在加紧生产、包装中药饮片，全力保障市场供应。

刘建平摄 （人民视觉）

图为2022年12月25日，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中医医院移动发热门诊诊疗
车在濉溪经济开发区为工人提供诊疗服务。 万善朝摄 （人民视觉）

前阵子由于疫情，许多中小学
生都宅在家中上网课。网课期间看
电脑，休息时间玩手机成了一些孩
子的居家常态。如今，“寒假近视
高危期”也来了，孩子们的视力问
题需要格外注意了。眼科医生提
醒，寒假期间，一旦发现孩子视力
下降，一定要及时前往专业眼科医
院就诊。

家住湖南长沙的 10 岁的妮妮
（化名） 在疫情期间一直宅家上网
课，整天与电子产品相伴。一天下
来，她在电脑、iPad或手机屏幕前
能看 4—5 个小时，一到晚上还喜
欢熬夜使用电子设备。

因妮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近视
问题，加上近半月经常看到她揉眼
睛，她妈妈便带她到眼镜店验光，
没想到两只眼睛的近视度数在短短

半个月时间就增长了200度。她妈
妈对妮妮的近视度数猛涨感到不可
思议，来到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大视
光科就诊。

经检查，妮妮左眼近视度数为
450 度，右眼近视度数为 425 度。
长沙爱尔眼科医院大视光科技术组
长武浩然博士检查后发现，孩子的
眼轴长度跟寒假前相比未发生明显
变化，在进行医学验光及视功能检
查过程中发现孩子有调节紧张的表
现，进一步进行睫状肌麻痹验光

（俗称散瞳验光） 后发现妮妮主要
是由于短期内频繁看近、用眼过度
引起的调节功能异常，从而引起了
近 视 度 数 增 加 ， 俗 称 假 性 近 视
增长。

随后，武浩然为妮妮开具了改
善调节功能的眼药水及放松调节的

训练方案，并嘱咐家长在家要监督
孩子改善用眼行为，尤其要严格限
制孩子单次连续近距离用眼的时
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妮妮的
近视度数再次回到了之前的200度
左右。

武浩然表示：“短期内连续近
距离用眼引起的调节紧张甚至是调
节痉挛，也就是假性近视，是有望
通过药物治疗和视觉训练恢复的。
如果没有弄清真假近视，盲目把孩
子的镜片度数配上去的话，很有可
能导致孩子出现头晕、眼痛等症
状，甚至发展为真性近视，到那时
就真的无法逆转了。”

“ 孩 子 长 时 间 用 眼 ， 遵 循
‘20-20-20’法则可使眼睛得到
适当放松，每隔 20 分钟休息 20
秒，目光离开屏幕，向 20 英尺

（约合 6 米） 以外的草地、绿树或
其他物体眺望，多看远少看近。
视频学习过程中，学会有意识地
稍用力闭眼、睁眼，上下左右转
动眼球，放松眼睛。寒假期间，
每天可以户外活动两小时，让眼
睛充分沐浴在大自然光线下，这
比让孩子盯着手机玩游戏要健康
得多。”武浩然说，家长作为孩子
近视防控的“守门人”，寒假期间
也要定期带孩子到院检查，随时
关注孩子眼健康状况。

为了让患者便捷看诊、让家长
放心陪诊，爱尔眼科搭建了互联网
医院平台，帮助患者轻松实现高效
有序就诊。患者及其家属可以通过
互联网医院挂到全国各地爱尔专家
的线下门诊号，一键完成院内缴
费，随时随地查询诊疗报告。

寒假近视高发期，定期检查别松懈
陈 蓉

“ 谢 谢 陈 院
长，员工们喝了
中医院配制的中
药 方 荆 防 败 毒
散 ，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症 状 普 遍
减 轻 不 少 。 大
家 很 快 恢 复 健
康 重 新 上 岗 ，
现 在 公 司 生 产
已 经 重 新 走 上
正 轨 ……” 近
日 ， 江 西 宜 春
樟 树 市 中 医 院
副 院 长 陈 贱 平
收 到 一 家 公 司
领 导 任 国 蓝 发
来 的 消 息 ， 高
兴不已。

“之前，员
工 感 染 人 数 一
度 超 过 50 人 ，
公 司 几 乎 处 于
半 停 产 状 态 。”
春 节 前 正 是 赶
订 单 、 促 交 货
的 关 键 时 期 ，
任 国 蓝 在 时 刻
关 注 员 工 身 体
健 康 的 同 时 ，
也 暗 暗 担 忧 企
业 生 产 进 度 。

“ 中 医 药 帮 了 大 忙 ！” 她 感 慨
地说。

近期，樟树市组织一批名
老中医、专家专门配制了抗疫
膏方、中医茶饮等，助力疫情
防控。随着疫情防控进入新阶
段，针对感染者可能出现的高
烧、咳嗽、肌肉酸痛等临床症
状，当地及时推出中医方药，
不断提升诊疗水平，助力健康
城市建设。

宜春是全国首批 38 个健康
城市试点市之一。当地充分发挥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独特作
用，有力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

同时，宜春着力提升中医
药 健 康 服 务 ， 实 现 县 办 中 医
院 、 县 级 人 民 医 院 设 置 中 医
科 ， 二 级 以 上 中 医 医 疗 机 构

“治未病”健康服务，乡镇卫生
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药
服务“四个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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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每天一大早，河
北省保定市曲阳县朱家峪村卫生
室负责人杨鹏程就开始熬制中药
汤剂，做成中药包为村里老百姓
免费发放。

“我们村里有基础病的老年
人多，不少高龄老人不便出门，
还有老人担心这段时间出门看病
被 感 染 。” 杨 鹏 程 告 诉 记 者 ，
2022 年 12 月以来，他和村里其
他 11 名村医，组成家庭巡诊小
分队，一方面对村里 65 岁以上
重点人群摸底，另一方面 24 小
时值守，对有需要的居民送医
上门。

“用了杨医生开的退烧药
和发的中药包，我现在身体状
况好了很多。”70 岁的朱家峪
村村民杨二好说。由于杨二好
年龄偏大，杨鹏程近来每天电
话问询他的健康状况、嘱咐用
药，并定时上门走访，为老人
做健康监测，送去退热、止咳
药品。

（据新华社电）

免费发放中药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