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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國內外對中國政府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及中醫藥

所發揮作用情況的瞭解，彰顯中國政府責任及中醫藥責任，經中

國民族醫藥學會國際交流與合作分會組織協調，對國家中醫藥管

理局突發公共事件中醫藥應急委員會委員、中國民族醫藥學會國

際交流與合作分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家級名老中醫、北

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溫病學泰斗劉景源教授進行了採訪。

記者：從中醫的角度對冠狀病毒怎麼看？

劉景源：中醫和西醫對傳染病的認識理論體系不一樣，西醫

是從病原微生物的角度，比如說，細菌、病毒、螺旋體、衣原體、

支原體、原蟲等等，這都是病源微生物，冠狀病毒屬於病毒裏面

的一種，所以西醫認為這次的肺炎是冠狀病毒導致的。中醫不是

這個概念，中醫對傳染病的認識是從自然界氣候的變化來分析，

因為一年四季氣候不一樣，所以自然界存在著風、寒、暑、濕、

燥、火這六氣，這是正常的氣候特點，人生活在自然界中，適應

這種氣候，不會導致病變，這叫六氣，是自然界正常的氣候變化。

但是如果氣候的變化超過了正常的限度，人體不能耐受了，忍耐

不了了，就導致了疾病，這就叫六淫。六淫就是不正常的大，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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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氣候特點超出了正常的範圍，就會導致疾病。除了風、寒、暑、

濕、燥、火之外，還有溫毒和疫癘邪氣。這個溫毒和疫癘邪氣本

身不標誌病變的性質，是強調它的傳染性。比如說這次的冠狀病

毒導致的肺炎，我們中醫就把它認為是疫癘，疫癘是指它的強烈

傳染性。人們認為所有的傳染病都叫做溫疫，這個概念有點偏頗。

為什麼呢？有的疫癘它導致的病變是寒性的，有的導致的病變是

熱性的。臨床表現有的表現為寒，有的表現為熱。就是說，有的

病人他初起特別怕冷，同時又發熱，以怕冷為主，發熱不如怕冷

明顯，這叫惡寒重發熱輕，這種我們中醫把它叫做外感寒邪，如

果傳染性非常強，古代就管它叫寒疫，古代也有寒疫這個名稱。

如果病人表現為以發熱為主，發熱重惡寒輕，如果傳染性很強，

就把它叫做溫疫。從病因上說叫外感風熱，如果傳染性強了就叫

做溫疫。所以說，我們中醫對疫病的認識，不都是現在人們說的

溫疫，有瘟疫也有寒疫。

至於說這次的冠狀病毒所導致的肺炎是寒疫還是溫疫，那就

要根據具體病人來分析。因為我沒有到臨床第一線，沒有觀察，

沒有發言權，我只能說它現在傳染性非常強，它是疫癘邪氣導致

的病變。至於屬於寒疫還是溫疫，那應該在臨床上去觀察。

我覺得冠狀病毒從西醫角度來說，對病變的致病微生物認定

很準確。從我們中醫角度來講，統稱都是疫癘邪氣造成的。具體



是寒是熱，我們要到臨床上去觀察，辨證論治。我的看法對不對

請同道們指正。

記者：在中醫歷史上此類病如何治療？

劉景源：在中醫歷史上傳染病發病率相當高，尤其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建國之前，在舊社會，這些傳染病因為當時的防護措施

不及時，人們的生活條件不好，發病率非常高。據文獻記載，明、

清兩代平均每四年發生一場疫癘，發病率相當高，而且死亡率也

相當高。當時的防護措施和治療措施都跟不上，所以在歷史上這

類疾病很多。中醫在治病的過程中，不斷在總結經驗，每一次發

生的傳染病類型都不一樣，它有變異，今年新發的、突發的傳染

病來了，在臨床中，醫生就在不斷地總結經驗，而且是在大量死

人的基礎上總結經驗。也就是說傳染病它不僅僅是傳染病人，不

只是在病人之間傳播，醫生也是人呀，也同樣被傳染。所以，每

一次傳染病來襲，都伴隨著病人的死亡和醫生的死亡，可以說，

我們中醫的外感病學說，是建立在大量死人的基礎上，從臨床實

踐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每一次疫癘都有一次新的總結。

每次疫力雖然不一樣，但是它都有共同點。都是傳染病嘛，

它一般來說都有發熱，另外呢有些病狀也相似。所以古代的醫學

家們對它加以總結，最後經過漫長的歷史時期，起碼是在一兩千

年的歷程中，把它總結出一套成熟的經驗，到了清朝的中後期形



成了溫病學派。1800 多年前，張仲景的《傷寒論》問世，那是

中醫學的一大突破，溫病學派的形成又是一大突破。所以，中醫

對外感病的認識，從《傷寒論》發端到溫病學派的形成，兩個學

派加在一起，對外感病的認識包括疫癘，已經非常的深刻，非常

的全面了。

怎麼治？葉天士總結出了衛氣營血辨證證，吳鞠通總結了三

焦辨證，這兩位都是清代著名的醫學家，他們總結的這兩套辨證

體系對臨床指導意義都很大。它不是針對哪一種病，對所有的外

感病都有指導意義。寒疫應該按照傷寒論方法治療，溫疫應該按

照溫病的方法治療。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對臨床

有廣泛的指導意義，今天我們還在用，療效非常好，而且沒有抗

藥性。因為我們中醫不僅是治病而且是治人，不管是什麼病，和

人的體質關係非常密切，所以不同的人，不同的年齡，不同的體

質，我們用藥也不完全一樣，同一種病治療也不完全一樣，所以

不存在抗藥性的問題。中醫的治療講究辨證論治，根據它的臨床

表現進行具體的治療。但是它也有普適性，因為傳染病都是類似

的，所以總的原則是一樣的，根據不同的病人用藥又不完全一樣。

這個是我們從歷史上也好，到今天也好，對這類疾病的治療。

按照六經辨證、衛氣營血辨證、三焦辨證具體的進行治療。

因為溫疫本身，有的病人夾濕，有的病人不夾濕，所以有的是暑

燥疫，那就是純屬熱病，有的就夾有濕邪，那就是濕熱病，也不



一樣。根據具體病人、具體病種，辨證論治。這是我們治療的大

方向，大的原則。

記者：現階段從中醫角度看如何預防？有何經方、驗方可以

應用？

劉景源：對於這個問題，這幾天我也一直在網上看。很多專

家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拿出了預防的方案，我覺得見仁見智，

都有可取之處。總的來說，我們中醫的預防方法和西醫很多地方

是相同的。比如說空氣流通、不到人群密集之處、對病人採取隔

離、經常喝溫水、戴口罩、見面別握手。我們古代中國人見面是

作揖，尤其是現在是春節了，見面作揖不握手，這是非常科學的，

避免互相的傳染。這個中醫和西醫沒有太大的區別。從藥物防治

的經驗來講古代有很多防治經驗。比如晉代葛洪的《肘後備急

方》，唐代孫思邈的《千金要方》，唐代王燾的《外臺秘要》都

有一些措施，比如製成藥物，通過燒煙熏進行預防。具體來說，

我自己認為關鍵是人體免疫力的強弱。《黃帝內經》講的很清楚：

“正氣存內，邪不可幹 ”。人的免疫力強，抗病能力強，一般不會

得病。 “邪之所湊，氣氣必虛 ”。體質虛的人就容易得病。從增強

免疫力的角度，簡單用一些防治的藥物，比如玉屏風散，只有三

味藥，黃芪、白術、防風這三味藥。它能夠固表，什麼叫 “固表 ”

呢，增強人體體表對自然界致病因素的抵抗能力，增強免疫力。

黃芪、白術、防風這三味藥藥性偏燥，所以也都不是所有人都合



適。有的人，比如陰虛的人就不太合適，可以配合著生脈散，現

代成藥有生脈飲。生脈散是人參或者黨參、麥冬、五味子，這裏

面就有養陰生津的藥物，這兩個方配合起來玉屏風散、生脈散一

共是六味藥，既能補氣固表，又能養陰生津。對於增強免疫力，

非常有好處。但是它對外界的邪氣作用不強。主要是增強人體的

免疫力。疾病已經開始流行了，必須芳香辟穢。清代喻嘉言，有

個說法，在疫病在沒有發病之前，先飲芳香正氣藥，採取預防措

施。藿香、銀花、蘇葉、白芷，這些藥物都有辟穢作用。所以我

建議用玉屏風散、生脈散，這兩個方合起來一共有 6 味藥，再加

上藿香、銀花、蘇葉，一共是 9 味藥，既能夠增強免疫力，又能

夠辟穢解毒。同時如果有濕的話，還能去濕，芳香，能夠化濕濁。

如果用成藥的話，玉屏風散有顆粒劑，6 克一袋可以沖服，生脈

飲有口服液，一袋玉屏風散和一支生脈飲，再配上藿香、銀花、

蘇葉，各 5 克開水沖，送服玉屏風散、生脈飲和貞芪扶正膠囊就

可以了。藥物量不要太大，也不要太偏，這樣能夠保持即不傷陰，

又不傷陽，能夠增強人體的免疫力，同時能夠辟穢解毒。應當說

明的是，這是預防的方法，不是治療用藥。我個人的看法，給大

家作為參考。

記者：接下來最後一個問題是治療期間中醫如何介入？

劉景源：這個問題您提的非常好，因為中醫學在我們祖國有

幾千年的歷史，是我們的前人在大量死人的基礎上，在臨床實踐



中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在我們中國古代沒有西醫的時候，不是

也照樣治病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有 14 億人口，誰起的作用，

應該說在醫療保健方面，中醫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如何介入，

中醫怎麼介入？我覺得應該給中醫提供一個平臺，讓中醫深入到

第一線。到第一線幹什麼？從始至終全過程地觀察，光看一階段

不行。中醫講辨證論治，因為這個證候它是疾病發展過程中的某

一個階段所出現臨床表現的歸納，它不是全過程，所以我們應該

從入院開始一直到病人痊癒，全過程觀察，大量地觀察病例之後，

再總結出治療方案來，這樣才有指導意義。所以我覺得，提供機

會，搭建平臺，深入第一線全過程觀察，然後總結經驗，拿出方

案。其中特別是和西醫配合起來，比如說，高熱的病人，由於長

期高熱的消耗體液，可能導致電解質不平衡了，中醫就是說傷陰

了，如果採取西醫的方法，適當地給一點液體，支持療法也是必

要的。中西醫結合起來，我覺得療效會更好。治療以中醫藥治療

為主，拿西醫的支持療法作為輔助手段。這是我從中醫角度說，

用中西結合。當然，西醫有西醫的治療方法，在臨床上大家八仙

過海，各顯神通。總而言之，為人民服務，為患者服務。

共同努力，把這場疫情撲滅，是我們最終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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