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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成员，
重庆市中医内科学术技术带头人，
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曾担任第三、四、五批全国老中
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指导教
师，第一批中医药传承博士后合作
导师，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分会主
任委员等职，先后被评为“重庆市
优秀教师”“全国名中医”，编著出
版学术著作14部。在湿病和郁病
的中医辨治方面，提出了“湿病活
血能增效”“湿为病毒说”“郁乃心
病”等创新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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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医药视角谈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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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您从医近50年，在湿病和郁
病的中医辨治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您能否从中医的角度谈一谈此次新冠
肺炎的起因？

王辉武：此次新冠肺炎发生在寒
冷的冬季，以大寒节气（2020 年 1 月
20日）为暴发点，因此属于中医中的

“寒”。从地理位置来看，此次疫情
发生在武汉地区，由于武汉雨水多，
湿度大，“寒湿”具备。从历史气候
来看，往年武汉 1 月通常有大雪，但
今年没有，属于早暖现象，站在中医
的 角 度 来 说 属 于“ 非 其 时 而 有 其
气”。特殊的天气和地理环境，加上
春节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大量的
人口流动，多重因素叠加形成了寒
湿瘟疫。

根据我从医近50年的经验来看，
中医对湿热引起的病的治疗很有特
色。中医所说的“湿”其实就是一种病
毒，夹湿病一般表现为寒湿、湿温，再
发展到湿热、痰瘀，病情发展迅速，“湿
去则热孤”，只要湿气祛除了，那么热
的危害就小了。而“湿”分外湿和内湿
两种，外湿的产生与雨水、湿气、大雾
等有关；内湿的产生则与体质、饮食、
生活习惯等关系密切。喜欢吃肉类、
甜食、重油食物，又少运动、常熬夜的
人，易产生内湿，再“感受疫戾之气”，
发生本次疾病。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除了给
人的身体带来损害，对人的心理也有
很大影响。由于疫情暴发，外出存在
被感染的风险，人们只能在待家里，这
种情况下容易产生焦虑情绪；而已经
感染了病毒的人容易产生恐慌的情
绪，这都属于“郁”。对于这类易产生
大规模失眠、焦虑、恐慌情绪的人，要
给予重视。同时也要关注出院人群的
心理健康。

记者：中医在几千年前就开始对
“疫病”进行研究，并形成了一整套的
预防、治疗方案。全国多省市都成立
了中医专家组，那么中医在预防和治
疗新冠肺炎时都发挥了哪些作用？

王辉武：2000多年来，中医史上有
记载的瘟疫共有321次，在与疫病做斗
争的过程中，中医很早就有了较为深刻
的认识，并在战胜病魔的过程中，形成
了较为完善的预防和治疗措施，积累了
宝贵的经验和丰富的理论。东汉时期
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系统地分
析了广义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
和处理方法，其中，大部分的伤寒方都
能对此次疫情起到一定作用。例如清
肺排毒汤，它正是由《伤寒杂病论》中的
多个治疗因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
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多个省市的临床
救治观察进一步证实清肺排毒汤对治
疗新冠肺炎具有良好的效果，《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已
经将此方作为通用方推广。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不仅是因为中药具有
除湿、清热、抗病毒的作用，更重要的
是，中医药学是一门整体、系统、辨证论
治的生命医学，对中医来说，医“人”远
比医“病”重要。中医关注的重点不是
病毒而是病人，我们旨在调动病人的正
气和抵抗力与病毒作战。所以中医早
期介入能够减轻和改善新型冠状病毒
对患者肺部和机体的损害，并逐步阻断
病变、稳定病情，使受感染患者的生命
力和生命活动恢复到正常状态。当然，
面对这次疫情，只有中西医协调并肩作
战，才能治标、治本、“扶正祛邪”，帮助
病人打赢这场战“疫”。

记者：中医药治疗疾病的精髓在
于“辨证论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

疫情程度的病人，中医药的使用也有
所不同。重庆地区发生的疫病应该如
何治疗呢？

王辉武：重庆地区多山多雾，阴雨
天气多，空气湿度大，根据这一气候特
点和不同患者的体质特点，可将中医
治疗分为医学观察期和临床治疗期
（确诊病例），临床治疗期可分为轻型、
普通型、重型、危重型、恢复期。医学
观察期推荐使用中成药。临床治疗期
可使用“清肺排毒汤”，并分别对轻型、
普通型、重型、危重型和恢复期从临床
表现、推荐处方及剂量、服用方法三个
方面予以调整。

记者：中医在预防瘟疫方面有着丰
富的经验，从市民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
来说，应该怎样预防新冠肺炎呢？

王辉武：对市民或者痊愈出院的
患者来说，衣着方面要注重保暖；饮食
方面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不
宜过饱，注重清淡饮食，肉类要适量，
治愈出院的患者切忌大补，注意荤素
搭配，不饮酒，多喝水，适当食用水果；
住的方面一定要保证良好、充足的睡
眠，早睡早起，增强身体抵抗力，同时
要注意开窗通风；行的方面，由于近段
时间市民大多在家隔离，市民可选择
在家锻炼，广播体操、八段锦、太极拳
都是很好的锻炼方式。出门的市民要
做好防护措施，回家后及时洗手，做好
消毒工作。

如果市民在家出现肠胃不适、胀
气的症状可选择服用藿香正气水，如
果出现风热感冒、喉咙痛、咳嗽等症状
可服用连花清温胶囊，随时观察体温，
有发热现象要及时向医院和社区报
告。一般预防可将藿香、薄荷、紫苏
叶、生姜、红糖煎水服用。如果市民居
家时间太长出现烦躁情绪，可通过听
音乐、看书、练字等方式来缓解。

近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北京
中医药大学三附院专家组成的督导组
一行，到重庆市中医院开展新冠肺炎
疫情中医药防控督导工作。督导组对
重庆市中医院应急病房加急改造、疫
情防控工作流程、中医药参与疫情防
治等方面工作进行了高度肯定，同时
对医院进一步加强完善院感控制、医
务人员自我防护、患者诊治等方面提
出了合理化意见和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卫
生健康部门专门组织了市级中医专家
组，分别深入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救治
中心、重庆三峡中心医院等全市四个定
点救治医疗机构，深入隔离病房查看患
者病情，遣方用药，共同开展中西医协
同诊治工作。截至目前，重庆市级中医
专家组参与救治的比例超过83%。

日前，记者针对“中医药在新冠肺

炎疫情防治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市级
中医专家做了哪些努力”等问题采访了
相关人员。

专家临床“望闻问切”辨证施治

自疫情发生以来，中医在第一时
间就介入了新冠肺炎患者的诊治工
作。1月24日以来，重庆在全市抽调16
名中医专家组成市级中医救治专家
组，分赴四个定点救治医院，对中西药
治疗进行指导。

在重庆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诊疗
中，中医主要通过“望闻问切”进行辨
证施治。驻点在重庆市公共卫生医疗
中心的市级中医救治专家组组长、重
庆市中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李群堂，
深入隔离病房对确诊患者进行切脉等
诊断。由于进入隔离病房的时间有

限，李主任和专家组成员还通过视频
和微信收集患者的舌像图片和其他信
息，进行详细的讨论辨证，最终根据每
个人的具体情况开具有针对性的中药
处方。服用中药后的患者，症状都有
较明显的改善。

合力攻关中医药科研同步推进

中医系统除了参与到临床治疗以
外，还针对新冠肺炎同步推进中医药
科研。

在市科技局应急科技攻关项目的
支持下，作为全市新冠肺炎定点救治
医院的重庆市中医院牵头紧急启动了

“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临床救
治中的研究与应用”项目，在市卫生健
康委的指导下，联合全市多家中医机
构，共同研究制定和发布了重庆市新

冠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在全市广泛
运用。

“通过科研与临床一线的紧密结
合，让中医专家对新冠肺炎的认识越
来越清晰。”重庆市中医院相关负责人
介绍。结合重庆市第一版临床实际应
用情况，课题组专家研究形成了《重庆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防治推荐
方案（试行第二版）》，并经市卫生健康
委审定，于2月14日发布全市有关医疗
机构推荐使用。

目前，课题专家组正进一步研究
整理临床诊疗数据，做好数据统计
分析，将研究形成的中医诊疗方剂
力争申报为医院制剂，更好服务于
患者。

重庆市中医院还向公众普及疫情
期间个人防护、居家整理、饮食调养、
情绪管控等科学知识。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该如何作为？
重庆市级中医专家组共同参与诊治的患者超过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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