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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性感冒(流感)属祖国医学“时

行感冒”范畴，中医药防治流感重视体质

因素，强调辨证，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

1流感的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认为，流感病因不外感受

时疫邪毒(外因)和正气不足(内因)。外

因主要为风邪侵袭人体，兼挟当令之时

邪，相合致病。风邪等多从皮毛而人，侵

袭卫表，出现一系列表证。内因一是虚人

外感，时疫邪毒肆虐侵犯，平素体虚，机

体卫外之气不能调节对气候的应变。肺

卫疏懈，肌腠不密，感而发病}二是素体

有痰浊、湿热、瘀血或胃肠有积滞者，感

而引动伏邪，从而加重原有疾病。

2藏感的中医辨证论治

由于流感传染性强，应首先隔离，并

以急救退热为先I对急性起病。高热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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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意识不清，或昏迷、抽搐者，应先予以

救治，再辨证论治【1]。①风寒束表：治宜

疏风散寒；方用荆防败毒散加减。②风热

犯表：治宜疏风清热；方用银翘散加减。

头胀痛甚者加桑叶、菊花；咳嗽、痰多者

加贝母、前胡、杏仁；痰黄稠者加黄芩、知

母。流感热毒较盛，壮热恶寒，头身疼痛，

咽喉肿痛，咳嗽气粗，可配以大青叶、蒲

公英、草河车等清热解毒。③暑湿伤表：

治宜清热祛湿解表；方用新加香蔫饮或

藿香正气散。罗翌等n]在救治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征(SARS)患者时采取中医辨

证论治方法：早期治疗以疏表清里、卫气

同治以及芳香宣化、分消走泄为法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充分说明了中医辨证论

治在防治“时疫”病毒感染性疾病方面具

有很好的作用，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

也为目前应对甲型HINl流感大流行的

防治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3存在的问题

从古至今，中医药防治流感疗效显

著。然而，目前多数研究重点只是在药物

的临床疗效观察，而对药物有效成分、机

制方面的研究不多。我们也必须清醒认

识到，缺乏人体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生物

学基础和各种高科技临床检查、治疗设

备以及方法或手段的中医诊疗模式在应

对急性传染性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上存在

不足，只有中西医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

是应对流感大流行的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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