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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预 防非典型肺炎

在于除湿化 浊
“

口周 鹰
� � �北京 中医医院 北京  ! !!  !∀

摘 要 # 传染性非典型 肺炎
,

符合 中医
“

湿热疫病
”

的 流性特 点
。

预防在于 除湿化浊
。

作者 自

拟
“

清宣汤
”

清解 宣化湿毒
,

以提 高湿重体质人群的免疫抗病能力
,

从而 达到预防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的 目的
。

现 已为 两万余人服 用
,

反应 良好
。

关键词
#

中医药 非典型肺炎 除湿化浊 清宣汤

一
、

关于非典型肺炎的诊疗

非典型肺 炎是 由支原体
、

衣

原体
、

军 团菌
、

立 克次体
、

腺病

毒以及其他一些不 明微生物引起

的肺炎
。 “

非典型肺炎
”

年年都

有发生
,

只是今 年有很强的传染

性
,

病 原体 为变异 性冠 状病 毒
。

以往冠状病 毒只是引起腹泻等肠

胃病变
,

而这次变异性冠状病毒

却迅速引起 弥漫性肺纤维化
,

导

致呼吸衰竭
。

传染性非典 型肺炎 的流性 特

点
,

符合中医
“

温疫病
”

的范畴
。

“

温疫病
”

是外感流行性疾病
,

其

发病主要与人体的免疫 机能 及环

境中的致病 因素有关
。

既然
,

目

前还没有什么好 的办法 杀灭
“

变

异性冠状病毒
” 。

那么
,

提高人体

的免疫机能
,

预 防传染 性非典型

肺炎 的发生
,

就 十分 重要
。

在提

高人体免疫 机能方面
,

中医药有

着得天独厚 的优势
。

然而
,

谈到

中医药防治病毒性疾病
,

提高人

体免疫 机能时
,

人们总是 习惯 于

用寒凉药杀病毒
,

用补益药提 高

人 体 的免疫 机能
。

而 我却认 为
#

过用寒凉补益药
,

不太适合这次

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防治
。

中医
“

温疫病
”

包括
“

温热

疫病
”

和
“

湿热疫病
”

两 大类

型
。

用寒凉药清热解毒
,

仅适合

于
“

温热疫病
”

的防治
。

而这次
“

传染非典型肺炎
”

从 以下∃个方

面来说
,

当属 于中医湿 浊蕴毒生

热所致的
“

湿热疫病
” 。

防治上应

以除湿化浊为主
,

佐以清热
。

第一
,

今年是癸未年
,

属土
,

湿气 当令
。

春节以 来雨水明显增

多
,

人们处在潮湿 的气候 中
,

以

致湿 困脾 土
,

脾失健运
,

湿毒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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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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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主任 医 师
,

主要研究方向为糖尿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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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

蕴而生热
。

第二
, “

秋冬进补
” ,

盛行 已

久
。

在高营养饮食
、

低体力劳动

的今天
,

人们每 到秋冬时节
,

仍

食用大量 肉食
,

并 常常用 肉食加

参
、

蔑等中药煲 汤补养身体
,

以

致肥甘厚味 困阻脾 胃
、

助湿 生热

�有关文章附后 ∀
。

第 三
,

现在 湿 重 体 质 的人
,

占人群 中的绝大部 分
。

其表 现为

舌体胖
、

舌苔厚 腻水滑
、

院 腹胀

满
、

大便粘腻不爽
。

第 四
,

这次传染性 非典型肺

炎除高烧
、

咳嗽外
,

多伴有 肢体

困重
、

周身酸痛难忍
、

院腹痞胀
、

大便塘泻等湿邪 内困的临床表现 Μ

同时
,

用抗生素治疗无效
,

而抗

生素属于中医的寒凉药
。

据以上∃种情况
,

如仍然延用

以往用寒凉药抗病毒
、

用补益 药

提高人体免疫机能 的方法
,

来 防

治这次属于
“

湿热疫病
”

型传染

性非典型肺炎
,

则不 符合中医防

治
“

湿热疫病
”

的原则
。

因为过

用寒凉药
,

会进一 步伤脾助湿 Μ

过用补益药
,

会进一步助湿生热
。

反 而会降低人体 的免 疫机能
,

从

而不 利于人群 中绝大部分属于湿

重体质 的人对
“

传染非典 型肺炎
”

的预 防
。

我们 根据 中医 学 预 防
“

湿热疫病
”

的防治原则
,

拟
“

清宣

汤
”

清解宣化湿毒
,

以 提高湿重体

质人群的免疫抗病能力
,

从而达到

预防传染非典型肺炎 的 目的
。

现 已

为%万余人服用
,

反应 良好
。

清宣汤 组成
# 生惫 米 &! 克

、

生 麦 芽& ! 克
、

青篙 ! 克
、

贯众  !

克
、

草河车 巧克
、

生 甘 草  ! 克
、

着香  ! 克
。

功效
#

清解 宣化湿毒
。

防治

湿热疫病
。

生惫米
#

甘淡
,

微凉
。

人脾
、

肺
、

肾经
。

健脾
、

补肺
、

利 湿
、

清热
。

其除湿而不 如二 术助燥
、

益

气 而不如参茂肋 热
、

清热 而不如

答连损阴
。

生 麦 芽
#

甘
,

微温
。

人脾 胃

经
。

消食
、

和 中
、

下气
,

行血散

疲
,

除上焦滞血
。

其消食积
、

症瘤
,

除胸 隔气

结胀满
,

解郁消痰
。

霍 香 #
辛 香微 温

。

人肺
、

脾
、

胃经
。

除湿辟秽
,

快气和中
。

为散湿圣药
,

解时行疫气
。

青 篙
#

辛香
、

苦寒
。

人肝
、

胆经
。

清热解暑
、

除蒸截疟
。

专清 血 中湿 热
,

为湿温疫 病

之圣药
。

贯 众
#

苦 凉
。

人 胃
、

肝
、

肺经
。

清热杀虫
,

除湿破结
,

凉

血解毒
。

解时行疫病之气
。

草河 车
#

苦微寒
。

人 肝 经
。

清热解毒
,

散结消肿
,

止咳平喘
。

生甘草
#

甘 平
。

人肺
、

脾
、

胃经
。

和 中缓急
,

润肺解毒
,

调

和诸药
。

二
、

后 记

吃大量 的肉食品
,

并常常是 肉食

加参
、

蔑等中药 煲汤 补养身体
。

殊不知
,

中医传统补法 历史形成

的年代
,

中国贫穷落后
,

是低营

养饮食
、

高体力劳动的年代
。

自改革开放 以来
,

我 国经济

发达
、

物质 丰富
,

传统 的 以植物

性食物 �粮食
、

蔬菜 ∀ 为主 的饮

食 方 式
,

早 已 被 以 动 物 性食物

�肉
、

蛋
、

乳 ∀ 为主的饮食方式所

取代
。

由于体力活动
、

劳动强度

的不断下 降
,

脑力劳 动
、

竞争机

制的不断增 加
,

人们的代谢调节

能力也在不 断的下降
,

高营养物

质常 常不 能完 全 被人体所代谢
,

而在体内郁积生热
。

因此
,

人们

常常在进补后
,

不仅没 有觉得精

力 充 沛
,

反而 出 现 了头晕 耳鸣
、

口 干舌燥
、

身重 体乏
、

大便不畅

等不 良症状
。

高血 压
、

高血脂
、

高血糖
、

肥胖症等导致 的糖尿病
、

心脑血管病
、

肾病
、

肿瘤
、

脂肪

肝
、

痛风等富贵病
,

也在 逐年增

多
。

所 以
, “

秋 冬进补
”

的养生

方式
,

已不再适合于现代人
。

中医讲究 缺什么补什 么
,

现

代人主要缺 的是运 动
。

当然
,

现

代人并 不拒绝进食补品
,

关键是

要 因人 而异
,

根据不 同个体的身

体状况
,

请 中医大夫调配适合 自

己的补法
,

以达到补身健体
。

调整心 态
、

加强锻炼
、

平衡

膳食的综合调理
,

才是 最佳 的强

身健体
、

防病抗衰 的养生方 法
。

“

秋 冬进补
” ,

在我 国盛行 已

久
。

每到秋冬 时节
,

人们 习惯于 �责任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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