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ISSN 0253-2670,CN 12-1108/R 

 

 

 

 

《中草药》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方案分析 
作者： 徐旭，张莹，李新，李晓霞 
收稿日期： 2020-02-05 
网络首发日期： 2020-02-14 
引用格式： 徐旭，张莹，李新，李晓霞．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肺炎方案分析．中草药.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2.1108.R.20200214.1506.002.html 

 
 
 
 
 

 
网络首发：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

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

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

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

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符合编

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

出版的技术标准，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

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录用定稿一经发布，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在《中国

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在印刷

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CN 11-6037/Z），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

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1 卷 第 4 期 2020 年 2 月 

   

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方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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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湖北省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疫情蔓延后各地区发布的中医药预防方案，探究其规律，更好地

指导临床用药。收集互联网上发布的新闻和通告，自 2019 年 12 月 8 日官方通报的武汉首例不明原因肺炎发病病例至 2020 年 2

月 1 日北京、天津等地区的 13 项含中药处方的中医药预防 COVID-19 的方案。13 项预防方案中多用黄芪、玉屏风散等中药和

方剂补“正气”；由于疫病发于冬季，预防方案体现因时制宜的原则；北方 8 个地区多使用麦冬、玄参等滋阴润燥中药，南方 5

个地区多用苍术、藿香等芳香除湿中药，预防方案体现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人群体质不同采用不同处方，体现因人制宜的原

则。此外，还应重视隔离病原、起居有节、调节情志、饮食营养、适当运动等预防措施。COVID-19 的中医药预防应注重补正

气，根据不同气候、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辨证用药，重视综合预防，灵活运用各种措施，达到最佳预防效果。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中医药；预防方案分析；补正气；三因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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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prevention plan of corona virus disease-19 (COVID-19)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various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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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ianjin Key Labora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Quality Markers Research, Tianjin Institute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Tianjin 30030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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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analyze the prevention pla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issued by different regions after the spread of new 

coronavirus (2019-ncov) infection pneumonia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so as to understand the disea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and guide the clinical prevention and medication with TCM. The news and notices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first case of unexplained pneumonia in Wuhan officially reported on December 8, 2019 to February 1, 2020 in Beijing, Tianjin 

and other regions, and 13 program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ntaining Chinese materia medica prescriptions to prevent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Yupingfeng Powder and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and prescriptions 

were often used in the 13 prevention programs for reinforcing vital qi. The epidemic occurred in winter, and the scheme was adapted 

to the local conditions. Ophiopogon japonicus, Scrophularia ningpoensis and othe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nourishing yin 

and moistening dryness were mostly used in eight areas in the north, and Atractylodes lancea, Agastache rugosa and other aromatic 

dehumidific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mostly used in five areas in the south, the prevention plan was adapted to local 

conditions; Different prescription was adopted according to the variability of individuals to reflect the principle of suiting measures. 

In addition, we should also pay attention to the prevention measures such as isolation of pathogens, good living conditions, 

adjustment of emotions, diet and nutrition, and proper exercise. The prevention of new pneumonia b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vigorating qi, dialectical prevention of drug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imate,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pay attention to comprehensive prevention, and flexibly use various measures to achieve the best prevention effect. 

Key words: corona virus disease-19;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alysis of prevention plan; reinforcing vital qi; three categories 

of etiologic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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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省武汉市陆续发现了

多例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肺炎（简称新冠肺

炎）病例，随着疫情的蔓延，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

也相继发现了此类病例[1]。目前尚无治疗 COVID-19

的特效药物。《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指出：

“国家对传染病防治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2]。国家

中医药管理局全力推动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中

医药主管部门开展中医药防治工作。2020 年 1 月 27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

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四版）》，指出新冠肺炎人群普遍易感，老年人及有

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儿童及婴幼儿也有发

病[1]。2020 年 2 月 2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关于做好儿童和孕产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明确儿童和孕产妇是新冠

肺炎的易感人群[3]。 

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方面，早在 2 000 多年前的

《黄帝内经》中提出“治未病”的观点，并积累了大

量的疾病预防经验。至 2020 年 2 月 1 日，北京、天

津等 24 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照国

家方案，根据本地气候特点以及临床实际，制定了

本地中医治疗方案，上海、河南、重庆 3 个省（市）

正在研究制定省级中医治疗方案，山西、安徽、福

建和青海 4 个省（区）暂执行国家印发的诊疗方案[4]。

本文利用互联网共收集到 15 项新冠肺炎中医药防治

方案，其中含有中药预防处方的方案共 13 项，涉及

北京[5]、天津[6]、山东[7]、陕西[8]、甘肃[9]、河北[10]、

山西[11]、河南[12]、湖北[13]、武汉[14]、江西[15]、湖南[16]、

云南[17]等省市地区，对普通人群及有基础病者、儿

童、孕妇等人群提出了中医药预防方案。现对 13

项预防方案分析如下。 

1  “补正气”是预防新冠肺炎的共识 

1.1  中医药学对“正气”的认识 

中医药学对正气的防病作用早在 2 000 多年前

的《黄帝内经》中已有论述。《素问•刺法论》云：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

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者?岐伯曰：不

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18]。疾病的发生概

括起来，不外乎邪气作用于机体的损害与正气抗损

害之间的矛盾斗争过程。邪气是外在的致病因素，

对机体具有感染侵袭、损伤形质、障碍机能等各种

致病作用；正气是人体内具有抗病、祛邪、调节、

修复等作用的一类精微物质，与现代医学中的抗病

能力、康复能力、免疫等概念相对应。 

任何一种邪气作用于人体，正气必然与之抗争，

以祛除病邪，维护机体健康。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

的内在因素。正气不足，卫气虚弱，不能固表，导

致腠理疏松，易为包括 COVID-19 在内的外邪所侵

袭；正气充沛，则能够抵御邪气侵袭，或及时清除

病邪，保持“阴平阳秘”的生理状态，从而不发病。 

1.2  补正气与治未病的关系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18]曰：“圣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

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

锥，不亦晚乎?”充分体现了中医药“治未病”的重

要学术思想。在中医“治未病”的基本原则中，未

病先防是首要原则，主要是采取内养正气的各种措

施，如精神调摄、合理饮食、体育锻炼、劳逸适度、

药物调理等，对人体气血进行调养，安神定志，健

康形体，固摄精气，使正气保持旺盛，即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其次是欲病救萌。《素问•八正神明论篇》

云：“上工救其萌芽，必先见三部九候之气，尽调不

败而救之，故曰上工”[18]。即疾病处于萌芽阶段，

病邪轻，还未达到病盛的阶段，如果能够早期发现

疾病萌芽的细微征兆，进行合理有效地干预，就可

以阻止发病或延缓疾病进程。如果此时不被重视，

就会延误最佳治疗时机，病程进展、正气不足时，

疾病的治疗就会更加困难[19]。 

目前尚无治疗 COVID-19 感染的特效药物，治

疗以对症治疗为主，主要依靠患者的免疫力恢复健

康，因此，“补正气”对新冠肺炎的预防具有积极的

现实意义。 

1.3  新冠肺炎“补正气”方案 

1.3.1  黄芪的普遍应用  在 13 项新冠肺炎中医药

预防方案中均提供了含“黄芪”的处方（表 1）。黄

芪是常用的补气中药，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

具有补气健脾、升阳举陷、益卫固表等作用，常用

于脾肺气虚、卫气不固、表虚自汗，以及肺气虚弱、

气短神疲者。现代研究表明，黄芪的主要成分黄芪

多糖、黄芪甲苷等，能够调节呼吸系统、消化系统

及泌尿生殖系统中黏膜黏液的分泌，对机体的第一

道免疫防线产生影响；黄芪总黄酮能够促进淋巴细

胞、巨噬细胞、中性粒细胞活化，提高巨噬细胞吞

噬功能，对侵入的病原体迅速应答，产生非特异抗

感染作用[20]。 

1.3.2  玉屏风散应用较多  在 13 项新冠肺炎中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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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3 项含黄芪和玉屏风散的预防方案分布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13 prevention plans containing 

Astragali Radix and Yupingfeng Powder 

预防方案 方案数（占比） 分布 

含黄芪方案 13（100%） 北京、天津、山东、

陕西、甘肃、河北、

山西、河南、湖北、

武汉、江西、湖南、

云南 

含玉屏风散方案 10（76.9%） 天津、山东、陕西、

甘肃、山西、河南、

湖北、武汉、江西、

云南 

 

药预防方案中有 10 项应用玉屏风散（表 1）。玉屏

风散出自元代朱丹溪的《丹溪心法》，由黄芪、白术、

防风组成，有补肺益气、实卫固表之功效，主要用

于治疗气虚自汗、面色苍白、神疲乏力、舌淡苔白、

脉虚体弱、易感风寒。方中黄芪益气固表，白术健

脾扶正。二药合用则汗不外泄、邪不易侵。黄芪配

防风相得益彰，黄芪得防风则固表而不留邪，防风

得黄芪则驱邪而不伤正[21]。 

现代临床研究表明，玉屏风散具有较好预防呼吸

道感染的作用，早期应用加味玉屏风口服液对入伍新

兵预防戈壁气候温差大造成急性呼吸系统感染的效

果显著，不仅可降低其总发生率，还能防止其爆发流

行[22]。玉屏风散预防慢性肾炎患者感冒及改善症状有

显著效果，能升高 CD4+、CD4+/CD8+、中性粒细胞，

降低 CD8+，从而调节患者免疫[23]；对预防急性脑血

管疾病患者医院获得性肺炎也有较好的疗效，免疫功

能有改善趋势，肺气虚症状等指标均有好转[24]。 

1.3.3  补正气的人群应用  在 13 项方案中，虽然均

提供以黄芪等中药扶正的处方，但并非应用于所有

人群，主要多用于健康人群、体质偏弱者、平素易

感冒者、畏寒怕冷人群的预防，以及特殊人群中体

弱易感儿童、偏寒体质儿童、老年人、某些慢性基

础病患者、密切接触人员（包括湖北、武汉返回人

员）的预防。对于体质偏热者、咽喉不适、大便偏

干者，需清热的糖尿病、高血压患者，痰湿体质儿

童等一般少用补气药。 

2  中医药三因制宜预防新冠肺炎 

2.1  因时制宜预防新冠肺炎 

仝小林院士在抵达武汉，实地了解疫情和患者

救治情况后认为，新冠肺炎的发生与武汉气候异常

有关，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感受寒湿疫毒而发

病[25]。 

武汉首例患者确诊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1 日，

可以判断 2019 年 12 月份之前这次疫病就发生了。

王永炎院士团队调研发现以武汉为首的鄂东地区从

2019 年 7 月下旬至 11 月底表现的气候特点是前期

持续的干旱温燥，中末期突然的湿寒天气，燥湿寒

温起伏，气候变化显著。病毒在秋、冬季节最为活

跃，寒性气候可以降低人体免疫力，忽热忽冷的异

常气候更能够改变病原体生存环境，使病原体短期

内大规模繁殖或发生变异，并削弱受灾人群的抵抗

力和自身调节功能。12 月上中旬气候温热，为少见

暖冬，后气温下降，尤其是 12 月下旬以后，降雨增

多，1 月份气温高而湿度大，湿大于寒，气候凸显

阴冷湿寒特点。因此，认为本病为“非其时而有其

气”所致，基本病机是疫毒湿寒与伏燥搏结，壅塞

肺胸，损伤正气，导致气机痹阻，升降失常，元气

虚衰[26]。仝小林院士等专家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等医

院对患者发病情况、发病时的症状以及病情演变、

舌苔和脉象的变化进行了详细诊察，发现无论是住

在 ICU 的危重症患者，还是普通病房的轻症患者，

不管舌苔偏黄还是偏白，总的呈现厚腻腐苔，湿浊

之象非常重[27]，呈现外湿与内湿一致的现象。 

在中成药预防上，仝小林院士推荐使用藿香正气

软胶囊（水）[25]。在武汉中医药预防方案中也将藿香

正气软胶囊（水）作为预防用药[14]。王永炎院士团队

推荐的治法方药也包含藿香正气散，即用气清性洁、

芳香辛烈之品以化浊避秽、宣通气血[26]。藿香正气原

为散剂，出自宋代的和剂局，藿香正气冠名以藿香是

因为藿香性辛温疏表邪、芳香化湿浊为主药，配辛温

的紫苏、白芷加强疏散风寒，桔梗开宣肺气，以助邪

从表解；配半夏、陈皮、厚朴、大腹皮、干姜温化燥

湿、和胃降逆；又配苍术、茯苓、甘草健脾利湿以助

运化，全方疏表和里祛邪而不伤正。从该药整体分析，

各药皆性温燥，温可祛寒，燥可祛湿，部分药又有发

散作用，可统治表里风寒湿郁。现代研究表明藿香正

气主要有效成分包括藿香黄酮类化合物、橙皮苷、茯

苓多糖、甘草甜素、甘草多糖等，具有抗病毒作用，

能够增强免疫，增强白细胞杀菌能力，增强巨噬细胞

吞噬功能，诱生干扰素[28]。 

2.2  因地制宜预防新冠肺炎 

我国地域辽阔，由于南方与北方气候特点、生

活习惯均不同，因此在疾病预防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1 卷 第 4 期 2020 年 2 月 

   

南方气候特点是潮湿，一年之中不仅夏季多湿，四

季都有湿气。北方的气候特点是干燥，除了长夏（夏

末秋初），其他季节大多缺乏雨水，比较干燥。将

13 项新冠肺炎预防方案分为南北地区进行分析发

现，北方 8 个地区和南方 5 个地区在遣方用药方面

存在差异。 

2.2.1  南方地区多用芳香化湿药味  南方 5 个地区

（湖北、武汉、江西、湖南、云南）的预防新冠肺炎

处方多用芳香化湿之品（表 2），以佩兰居多，其他

有藿香、苍术等。南方多湿，湿性重浊，外袭肌表，

困遏清阳，清阳不升，致头重如裹；湿邪阻滞经络

关节，阳气不得布达，则肌肤不仁、关节疼痛；湿

邪困脾，脾阳不振，运化无权，水湿内停，而出现

腹胀、便溏、食欲不振、水肿等症状。 

佩兰气芳香，味微苦、辛，性平，归脾、胃、

肺经，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发表解暑；用于湿浊

中阻、脘痞呕恶、口中甜腻、口臭、多涎、暑湿表

证、湿温初起、发热倦怠、胸闷不舒。其主要有效

成分是挥发油，其他成分有黄酮和生物碱等，对多

种致病菌有抑制作用，还能抑制轮状病毒、流行性

感冒病毒，能够减轻炎症，具有提升胃底、胃体肌

张力等胃肠道作用[29]。 

南方地区预防新冠肺炎处方以解毒、行气、化

湿为主，佩兰化湿醒脾，常与金银花、陈皮等配伍，

金银花清热解毒，陈皮行气燥湿，共同发挥祛湿气、

解疫毒功效。 

表 2  南方地区预防新冠肺炎方案常用的芳香化湿药物 

Table 2  Aromatization and dampness-dispelling drugs 

commonly used for preven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South China 

常用药物 应用地区 

佩兰 湖北、江西、湖南 

苍术 江西 

藿香 云南 

 

2.2.2  北方地区多用滋阴润燥药味  北方 8 个地区

（北京、天津、山东、陕西、甘肃、河北、山西、河

南）新冠肺炎的预防处方中多使用滋阴润燥的药味

（表 3），如麦冬、芦根等应用较多。由于北方空气

干燥，肺主气，司呼吸，与自然界的气直接相通，

肺为娇脏，喜润恶燥，干燥空气易损伤肺阴，出现

干咳少痰，或痰黏难咯等症状。 

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心、肺、胃经， 

表 3  北方地区预防新冠肺炎方案常用的滋阴药物 

Table 3  Yin-nourishing drugs commonly used for 

prevention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North China 

常用药物 应用地区 

麦冬 北京、山东、河北、河南 

芦根 天津、陕西、河南 

玄参 天津 

石斛 陕西 

沙参 山西 

 

具有滋阴生津、润肺清心的功效，用于治疗肺燥干

咳、阴虚痨嗽、喉痹咽痛、津伤口渴、内热消渴等。

《神农本草经》将其列为养阴润肺的上品。现代研究

表明，麦冬中含有皂苷、高异黄酮、多糖等活性成

分，能有效降低体内过氧化物水平、清除自由基、

提高机体抗氧化能力；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和分泌，

提高淋巴细胞的增殖和抗体浓度，对免疫系统起到

调节作用。麦冬因为很高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而

备受推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麦冬列为

一种药食两用的中药材[30]。芦根，《本草纲目》记

载其性寒，味甘，入肺、胃经，具有清热泻火、生

津止渴、除烦、止呕、利尿之功效，常用于热病烦

渴、肺热咳嗽、肺痈吐痰、胃热呕吐等。临床报道

其可以治疗感冒、急慢性支气管炎、扁桃腺炎、肺

脓疡等症。化学成分以多糖类为主，具有抗氧化作

用，可增强肝细胞抗损伤能力，降低肝脏内毒物含

量，提高血清和肝脏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

活力[31]。 

北方地区预防新冠肺炎处方以宣肺、润肺、疏

风、解毒为主，麦冬、芦根润肺生津，常与连翘、

桔梗等配伍，连翘疏风清热解毒，桔梗宣肺祛痰，

共同起到宣通肺气、润肺生津、疏风抗疫毒的作用。

相近地区由于文化差异，预防新冠肺炎方案也稍有

不同，例如，同为北方地区的北京和天津，北京生

活节奏比较快，预防方案分类更简单、直观；天津

生活节奏慢，预防方案分类更详细。北方地区对于

接触南方感染者的人群也多用化湿药物，与南方预

防新冠肺炎方案相似，如北京、甘肃、天津、河南

等地区单列密切接触感染者的预防，预防处方中采

用苍术、佩兰、藿香等化湿药物（表 4）。 

2.2.3  各地区用药共性  各地区用药除都重视“补

正气”外，也广泛应用清热解毒药，以金银花、连

翘应用较多，菊花、贯众、青果等也有应用。金银

花性味甘、寒，归肺、心、胃经，清热解毒、疏散 



中草药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Herbal Drugs  第 51 卷 第 4 期 2020 年 2 月 

   

表 4  北方地区单列密切接触感染者的预防方案常用的芳香

化湿药物 

Table 4  Aromatization and dampness-dispelling drugs 

commonly used for prevention of single line close contact 

infected people in North China 

常用药物 应用地区 

苍术 北京、甘肃、河南 

佩兰 天津 

藿香 河南 

 

风热，常用于外感风热、温病初期，现代研究发现

金银花能够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RSV）、登革热

病毒（DENV）、流感病毒；对金黄色葡萄球菌、

乙型链球菌、肺炎双球菌、枯草芽孢杆菌、大肠埃

希菌、白色念珠菌、黑曲霉等均表现出一定的抑

制作；具有抗炎与解热的作用，能够下调白细胞

介素-1β（IL-1β）、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γ干扰

素（IFN-γ）、IL-6、IL-12 和 IL-17 等炎症因子[32]。

连翘味苦、性微寒，归肺、心、小肠经，具有清热

解毒、消肿散结、疏散风热之功效，主要用于痈疽、

瘰疬、乳痈、丹毒、风热感冒、温病初起、温热入

营、高热烦渴等病证的治疗。连翘在抗 RSV、腺

病毒、流感病毒、单纯疤疹病毒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效果；对多种格兰阴性和阳性菌、结核杆菌都有抑

制作用，尤其是对常见的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

菌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具有较明显的体内外抑菌

作用[33]。 

2.3  因人制宜预防新冠肺炎 

在 13 项预防新冠肺炎方案中，北京、天津、山

东、陕西、甘肃、山西、河南、武汉、云南 9 个地

区对人群进行了细分，突出了因人制宜的原则。具

体预防措施归纳如下。 

2.3.1  普通人群的预防  ①平和体质者：以益气固

表为主，多以黄芪组方。如饮食、二便、睡眠均正

常，平时无不适，对疾病抵抗力较强，可不需服药

预防。②体质偏虚弱者：采用益气固表、扶正解毒

法，多以玉屏风散加减。③体质偏热者：采用清火、

生津法，使用北沙参、桑叶、菊花等药味。④体质

偏湿者：采用芳香化湿法，可用藿香正气软胶囊

（水）。⑤体质偏湿热者：采用调和表里、扶正解毒

法，可用小柴胡汤加减。⑥体质偏寒者：采用补气

固表、辛温化湿法，使用黄芪、白术、防风、苏叶、

藿香等。 

2.3.2  特殊人群的预防   

（1）无基础疾病的老年人：采用益气健脾、养阴润

肺法，使用党参、茯苓、炒白术、黄芪、百合等药味。 

（2）儿童：气虚体质者，以扶正固表防感为主，

多用玉屏风散加减；内热易感者，清热解毒防感，

使用蒲公英、牛蒡子等药味。阴虚体质者，多以太

子参、石斛、麦冬等滋阴润肺；肥胖痰湿体质者，

多用薏苡仁、厚朴理气祛湿。 

（3）孕妇：采用养阴清热、理气安胎、扶正固

表法，使用白术、黄芩、金银花、麦门冬等药味。 

（4）糖尿病患者：采用清热生津、滋阴防感法，

使用金银花、沙参、麦门冬、芦根等药味。 

（5）高血压患者：采用清热养阴、平肝防感法，

使用菊花、钩藤、白芍、枸杞等药味。 

（6）冠心病患者：采用益气养阴、清热防感法，

使用党参、麦冬、五味子、金银花等药味。 

（7）呼吸病患者：采用清热固表、健脾防感法，

使用金银花、党参、炒白术、防风等药味。 

2.3.3  体质与发病  中医发病学说不仅重视外部条

件，更强调内在因素，体现了中医思维的整体观念，

突出强调“病”与“人”的关系。人体受到先天因

素和后天各种条件的影响，造成了人体体质不同倾

向性的特点。在阴阳平和的前提下，或偏阳虚，或

偏阴虚，或气血偏虚，或偏气滞血瘀，不同的个体

可能特别倾向于某一方面，从而对病邪的耐受性及

患病后发展趋势均有所不同。 

目前，体质的相关现代分子生物学研究已在多

组学层面展开。在基因组层面，关于气虚体质外周

血基因表达谱的初步研究发现，其基因中表达下调的

基因与能量代谢和免疫功能有一定的关联。痰湿体质

在分子水平上具有代谢紊乱的总体特征，其相关差异

基因主要功能为酶活性、固醇运载体活性等[34]。体质

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形成独立的学科“体质学”。

在疾病预防中，采用体质辨识的方法，从具体的人

出发，权衡干预措施，把握健康与疾病的整体要素

与个体差异，制定预防原则，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能够更好地进行“因人制宜”的干预。 

3  其他预防措施 

除口服中药预防新冠肺炎外，在 13 项预防方案

中，有 5 项方案还提出了其他措施，归纳如下。 

3.1  隔离病原 

戴口罩、勤洗手，少去人群聚集、空气污浊

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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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起居有节 

充分休息，保证睡眠充足，避免熬夜；注意室

内通风换气，室温不宜过高；保持咽喉清洁，保持

大便通畅。 

3.3  调节情志 

注意保持心态平和，戒慌戒躁。 

3.4  饮食健康 

饮食宜清淡而富有营养，避免暴饮暴食；忌食

生冷食物，忌过食温补类，如牛羊肉、油炸食品、

辛辣等食物；避免食用野生类动物食品。 

3.5  适当运动 

选择适合自己的室内锻炼方式，宜进行有氧运

动，可选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等小幅度有氧

运动；不宜剧烈运动，避免过汗耗气。 

3.6  香薰疗法 

推荐用中药香包、清凉油、风油精、鼻烟壶等

嗅鼻，每日数次。 

3.7  食疗方法 

普通人群食疗方：银耳 75 g、百合 100 g、净山

药 50 g、排骨 500 g、莲子数粒。体虚易感人群食疗

方：红萝卜 250 g、马蹄 250 g、竹蔗 500 g、鲜百合

150 g、生黄芪 30 g、蜜枣 4 粒。已经患有普通感冒

（肺炎）或肺炎易感人群及武汉返（来）人群：板栗

250 g，瘦猪肉 500 g，生苡米 300 g，陈皮 30 g，盐、

姜、豆豉各少许。 

4  结语 

从各地区中医药预防新冠肺炎的方案分析得

出，新冠肺炎的预防首先要顾护“正气”，宜采用黄

芪等扶正的中药来“扶正祛邪”。刘菊等[35]进行了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用药分析。具体预防措施还

需根据不同气候、不同地区、不同人群辨证预防。

根据不同节气，注意气候与舌脉对应关系。北方地

区多燥，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应注意防燥，宜加滋阴

润燥药味，如麦冬、芦根、玄参等；南方地区多湿，

在清热解毒基础上应注意化湿，宜加芳香化湿之品，

如藿香、佩兰、苍术等。新冠肺炎的预防还应注重

不同体质的差异，需根据年龄、性别、基础病情况

不同辨证用药。此外，还应重视隔离病原、起居有

节、调节情志、饮食营养、适当运动等预防措施，

综合预防，灵活运用各种措施，达到最佳预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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