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康 12CHONGQING DAILY

2023年3月23日 星期四
责编 屈茸 盛志信 美编 陈洪兵

春暖花开之时，也是流感高发期。根据国家流感中心公布的数据，最近一个月，我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成上升趋势，南、
北方省份流感样病例百分比仍处于高位，需引起特别重视。

流感病毒感染会出现什么症状？如何对症用药？日常生活中如何科学备药预防？对于这些大众关心的话题，以下内容带
来了相关解答。

流感，全称是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毒引起
的对人类健康危害较重的呼吸道传染病，主要有
甲、乙、丙、丁四型。根据国家流感中心公布的数
据，目前，我国以A(H1N1)pdm09（季节性甲型
H1N1亚型流感病毒）为主、A(H3N2)（季节性甲
型H3N2亚型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共同流行。

流感感染主要以发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
适起病，体温可达39℃～40℃，可有畏寒、寒战，
多伴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
症状，常有咽喉痛、干咳，可有鼻寒、流涕、胸骨
后不适，颜面潮红，眼结膜充血等症状。

据介绍，其基本病因是流感病毒进入呼吸
道之后发生病变。例如呼吸道上皮细胞坏死、

咽喉充血红肿、呼吸道黏液分泌过度，这些都会
引起咳嗽、咳痰、咽喉肿痛、鼻塞流涕等症状。
其中咳嗽、咳痰是呼吸道感染面临的主要问题，
这是因为流感病毒等多种呼吸道病毒进入人体
后，会损伤呼吸道上皮细胞，引起广泛的气道炎
症，常常还伴随有大量的黏痰分泌，导致了咳
嗽、咳痰的发生。文献《流感样病例流行病学与
诊断》援引了一项泰国针对成人流感患者的回
顾性研究，显示成人感染后的咳嗽发生率为
96.0%，咳痰发生率为85.3%；德国急诊科确诊
的甲型和乙型流感患者常见症状也是咳嗽（发
生率为83%）、咳痰（26%）。

当病毒或细菌入侵下呼吸道时，支气管和

肺部的相关细胞会发生病变，从而引发支气管
炎、肺炎等症状。发热是免疫系统正在对抗病
毒的表现，感染甲流后，高热会损害人体健康，
所以需要退热处理。

以甲流为主的流感和普通感冒都会有高
热、肌肉酸痛、乏力、疲倦、头晕等症状，两者具
体有什么区别？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
市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黄勇介
绍，甲流患者除了有高热、肌肉酸痛、头晕等症
状，甚至还会引起结膜炎、呕吐、腹泻等消化道
问题，集中在全身症状；而普通感冒和甲流相
比，上呼吸道感染症状更重，比如鼻塞、流鼻涕、
咽痛、咳嗽等。

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传染病大流行有
300多次，这些疾病的共同之处在于传染性强、
发病急、传变快、症状相似，所以在中医理论中
统称为“疫”病。在治疗上，现代医学关注的是
病毒本身，根据病毒种类的不同，采取针对性的
抗病毒药物，其难点在于药物、疫苗的研发速度
赶不上病毒的变异速度。

中医药最大的特点在于抓取疾病的共性规
律，对流感、新冠这一类具有高传染性、从口鼻
入侵人体、临床表现基本一致的病原体统称为

“疫毒”，新冠病毒和甲流病毒都属于中医“疫
毒”的范畴。因为“疫毒”侵袭人体的规律是一
样的，这个在中医理论上有一个专用的名词叫

“异病同治”。
对于流感常见症状咳嗽、咳痰，中医对其认

识由来已久。《古今医鉴·痰饮》有载：“痰乃津液
所化，其为病也，为咳为喘。”咳、痰、喘是呼吸系
统最常见的三大症状，这其中，痰既是一种病理产
物，又是导致疾病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病理因
素，所以中医在治疗中多会应用化痰止咳的方法。

因此，目前在治疗甲流咳嗽方面，中医药积
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现代药理学研究
也表明中药具有多种抗流感病毒的活性成分。
中成药、中药复方以及中西药联用治疗流感咳
嗽作用明显，能够缩短患者病程，减轻上呼吸道
感染程度，缓解流感症状。

为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和治疗疾病中的
显著优势和独特作用，3月10日，重庆市卫生健
康委发布《重庆市2023年春季流感中医药防治
指导方案(试行)》，从一般预防方案、中药预防方
药、中药治疗方案4个维度，提供了详细的预防、
治疗方案，从中医药角度为广大市民的春季健
康保驾护航。

此外，北京、上海、四川、河北、陕西等多省
市都相继发布了2023年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
方案强化了中医药在春季流感防治中的应用。

中医的特色是辨证用药，运用中医望、闻、
问、切的诊察方法，综合分析患者的病症，对症
确定主方治疗。陕西省流感方案指出，流感属
于中医“时行感冒”“温病”范畴，可参考“春温”

“风温”辨治。中医药能帮助治疗疾病，比较有
针对性地对身体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调解，有
显著的疗效，主要是治本，注重扶正祛邪，通过
整体性调整身体，平衡机体阴阳气血，使身体恢
复健康，在治疗的同时就可以巩固身体的各项
基础技能，具有良好的养生效果，并且中医治疗
包括针灸、拔罐、中药等多种疗法，对人体的副
作用小，后续诱发疾病的可能性也会明显降低。

从中药成分上来说，中医药中的各类组方
都以常见的药材为基础来配比的，原材料较多，
治疗疾病的体系也比较完整。比如中医药组方
中的连翘、石膏等能发挥退高热的特性；金银花
对咽喉肿痛有缓解作用；炒苦杏仁、甘草可化痰
止咳；麻黄可有效缓解鼻塞等症状；大黄可通腑
泄热，让体内热毒快速通过肠道排出，退热不反
弹且可缓解便秘，通腑泄热的方法在明代就已
经开始使用，各类中医药材协同发挥抗炎、抗病
毒、止咳平喘、增强机体免疫作用，对流感、新冠
病毒感染等“疫毒”导致的疾病具有积极的作
用。

春季流感高发 中医治疗有妙招

甲流按照严重程度可以分为轻型、重型、危
重型，如果仅有发热、呼吸道症状或全身肌肉酸
痛，病情相对稳定，发热逐渐好转，属于轻型。
但如果持续3天以上，高热不退，出现呼吸急促
或临床症状加重呼吸困难，有进展到重型或危
重型的可能。

黄勇提醒，有一部分人群易发展为重型，在
临床上常用PICO-65来衡量。“P”即指的是孕
产妇；“I”指免疫抑制人群，如做了器官移植，长
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等人群；“C”指有合并存在疾
病的人群，如慢性呼吸道疾病、慢性肝病、肾病
等疾病的患者；“O”则是指肥胖症人群；“65”指

大于(等于)65岁的人群。“在这5个指标中，只要
有1个，都是重症的高危人群。”黄勇说。

对于老年慢性病人，符合PICO-65中的
“C”和“65”两个指标，患重症的风险高于其他人
群，因此用药应更加积极。而在流感季节，不主
张老年慢性病患者调整其基础用药。

甲流有五大重症高危人群

本轮流感以甲流为主 注意区别流感与感冒

一般患者在出现不适症状后，首先建议居
家休息，保持房间通风，饮食应易于消化和富有
营养，勤饮些水，尽量减少与他人接触。如果是
普通感冒，症状较轻，可不需药物治疗，一般2
到3天即可康复。对于甲流患者，建议应首先
自我隔离，避免影响家人和周围人群，在保证充
分休息及均衡营养的前提下，配合抗病毒药物
治疗。

若是重型高危因素的患者，治疗应该更加积
极，如更积极地使用抗病毒药物。若在感染甲流
后身体出现明显不适，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听医
生建议检查胸部平片或者胸部CT，并遵从医嘱
治疗。

在对症用药上，黄勇表示，中成药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医药，应充分发挥中成药治病防病的优
势，对症选择相应的中成药。

在本次《重庆市2023年春季流感中医药防
治指导方案(试行)》中，连花清瘟为推荐中成
药。据介绍，连花清瘟组方融汇了三朝名医治疗
疫证的用药精华：以《伤寒杂病论》麻杏石甘汤清
泻肺热、《温病条辨》银翘散疏散外邪、明代吴又
可《温疫论》用大黄通腑泄热；又创新性地加入红
景天清肺化瘀，调节免疫，体现出积极干预、整体
调节的组方特色。

在此之前，连花清瘟一直以新冠治疗药物
为人熟知，更是入选了第四版至第十版国家《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在新冠治疗
方面成绩也非常优秀。国内呼吸领域专家主持
过连花清瘟治疗新冠的前瞻性临床研究，该研
究发表于Phytomedicine期刊。研究表明，与
常规治疗组相比，连花清瘟提高了临床症状（发
热、乏力、咳嗽）的消失率、CT好转率和临床治

愈率。
针对甲流的临床表现症状，从原理上来说，

连花清瘟能对损伤的地方进行修复，可以缓解症
状。从现代医学机理来说，该制剂含有环烯醚
萜、木脂素、黄酮、蒽醌和苯乙醇苷等化学成分，
能抑制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肠道病毒和
炎症反应，防止身体在过度炎症风暴下严重受
损，这也得到了临床研究的验证。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甲流大流行期间，
循证医学研究已经证实，连花清瘟在降低甲流患
者疾病严重程度方面，可缩短甲流患者发热、头
痛、肌肉酸痛、乏力等流感症状持续时间。

此外，据多个科研机构实验研究证实，连花
清瘟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能抑制甲型流感病毒
（H1N1、H3N2）、乙型流感病毒等。该药治疗流
行性感冒还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症治疗 发挥中成药优势

咳嗽是流感主要症状，《重庆市
2023年春季流感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
(试行)》指出成人和儿童可使用连花清
咳片。此外，北京、河北、陕西、四川等
省市在 2023 年流感中医药防治方案
中，同样推荐用连花清咳片治疗咳嗽
咳痰等流感症状。

连花清咳片是以络病理论“肺络
证治”为指导治疗外感咳嗽的创新中
药，临床上用于近期感染甲流后咳嗽
的对症治疗也非常适合。

感染甲流后，呼吸道会引发广泛
的炎症反应，导致分泌大量痰液，加
重咳嗽症状，异常分泌的痰液还会影
响疾病的传变。连花清咳片中桔梗、

半夏、陈皮等组方可降低痰液黏稠
度，减少呼吸道黏液腺分泌及痰液生
成等，还可加快呼吸道黏膜纤毛正常
规律运动，促进痰液排出，加速咳嗽
治愈，同时山银花、连翘、桑白皮、黄
芩等组方在抑制病毒，减少细胞损伤
上也充分体现了中医治疗“疫病”的
临床价值。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儿童是甲流
易感人群，易出现久咳不愈、高热等症
状，且病毒降低速度更慢、病程可能更
长。《重庆市 2023 年春季流感中医药
防治指导方案（试行）》中还推荐了针
对儿童和成人的中医针灸、推拿法，以
配合连花清咳片等药物使用。

咳嗽不停 连花清咳被推荐

预防重于治疗。在《春季成人流行
性感冒中医药防治专家共识2023》推荐
意见中指出，要坚持中医“未病先防”的
治未病思想。

预防甲流，最有效的方式是接种流
感疫苗。因为每年的流行病毒都不相
同，所以建议大家新一年还是要提前接
种。

除了流感疫苗外，在日常生活中，
个人应特别注意个人、环境卫生，养成
良好的卫生习惯，逐步提高自己的健康
素养。在一般预防方案中，《重庆市
2023年春季流感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
(试行)》从生活预防、环境预防、饮食预
防、调护及注意事项4个方面为市民提
供建议。《指导方案》指出，如有流感症
状时佩戴好口罩，咳嗽时用纸巾或手肘
做好遮挡；尽量少去人员密集区域，避
免交叉感染，在公共场合咳嗽和打喷嚏
时，尽量用手臂、纸巾遮住口鼻；避免接
触有发热、咳嗽、咽痛、头身痛、流涕等
流感样症状的疑似患者；回家后换下外
衣，家里定时开窗通风，适度消毒，做好
环境清洁；勤洗手；生活规律、保障充足

的睡眠；保障均衡饮食，蛋白质、碳水化
合物、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多种营
养物质合理摄入，避免饮酒、吸烟等不
良习惯。

在中药预防方药上，该方案还推荐
了玉屏风散加减预防处方用于儿童和
成人预防用药。在家庭食疗方案中，
推荐荸荠6个、鲜芦根30g、薄荷3g、甘
蔗 100g，煎水代茶饮，可供 3-5人服
用；若糖尿病患者可将甘蔗改为生甘
草3g。

同时，个人应该保证适量的运动，
《春季成人流行性感冒中医药防治专家
共识2023》推荐在量力而行的情况下，
采用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以强身健
体，运动对于改善全身状况，改善心理
状态，具有重要意义。而在甲流感染引
发咳嗽前期，建议从饮食、用药等多方
面进行调理，居家常备连花清瘟、连花
清咳等有积极作用的中成药，并且更应
该“精神内守”，心神安宁，畅达情志，避
免应激反应、焦虑恐惧、抑郁孤独等负
面情绪。

文/图 童龙仙

积极预防 健康生活

市民选购药品

全国哨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及占比变化趋势（来源：中国疾控中心）

中国科学院大学重庆医院(重庆市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 黄勇

“连花双品”入选《重庆市2023年春季流感中医药防治指导方案（试行）》

彰显“中医药”担当 科学预防春季流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