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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属于中医学瘟疫范畴，在这场中华民族奋起抗疫的战争中，中医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与类似疫

情抗争的历史进程中，辉煌数千年的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发掘这些经验将有助于预防控制疫情，提高临床疗

效。

　　成书背景

　　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江苏苏州人吴又可撰述的《温疫论》是中医学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之作。据

《吴江县志》记载，1642年前后，苏州一带连年疫病流行，每一次疫病都造成了巨大伤亡，一巷百余家，无一家幸

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幸存。正如吴又可在《温疫论》原序中所言：“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多，于五六月益

甚，或合门传染。”当时的医界对疫病认识不足，因疫病初期与伤寒或感冒相似，故救治感染人群多采用治疗伤寒之

法，结果死人甚众。面对这种惨烈的局面，以济世渡人为己任的吴又可发出了“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

书，斯投剂不效……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的悲叹。于是，他“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

之处，与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方法”，从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药等方面对当时流行的疫病阐述了

独到的认识，著书《温疫论》，惠泽后人。

　　防治疫病的理论特色与临床经验

　　在《温疫论》开篇，吴又可就以创新的思维质疑了中医学旧有瘟疫理论，指出当时那场瘟疫的病因并非传统认识

的“非其时有其气”，其“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感染者“无论老少强

弱，触之者即病”，传播途径为“自口鼻而入”。他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临床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疫病的

病位“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伏脊之内，去表不远，附近于胃，乃表里之分界，是为半表半里，即《针经》

所谓横连膜原是也”。

　　温疫初起的临床表现与治疗

　　《温疫论》详细描述了当时温疫初起的临床表现和发展规律，即：“温疫初起，先憎寒而后发热，日后但热而无

憎寒也。初得之二三日，其脉不浮不沉而数，昼夜发热，日晡益甚，头疼身痛”。明确指出了在温疫感染的初期阶

段，患者首先出现恶寒症状，然后由恶寒迅速转为发热，以后处于发热持续状态。该病发展速度较快，一般在2~3天

内就容易出现危重状态。这与新冠肺炎的初期临床表现及发病规律规律相类似。针对温疫初起之证，吴又可潜心研

究，并求证于临床实践，创制了治疗温疫初起的基本方剂达原饮（原书组成：槟榔二钱、浓朴一钱、草果仁五分、知

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结合随证加减，有效地缓解了当时的疫情。

　　吴又可认为，在温疫初起阶段，尽管一些患者具有恶寒、头痛、身痛等与伤寒相类似的临床表现，但由于温疫之

邪和伤寒之邪的性质和病位都不相同，所以不可完全按照伤寒之法救治。一如他在《温疫论》中所言：“其时邪在伏

脊之前，肠胃之后，虽有头疼身痛，此邪热浮越于经，不可认为伤寒表证，辄用麻黄桂枝之类强发其汗。此邪不在

经，汗之徒伤表气，热亦不减……宜达原饮”。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灵魂。虽然同是感染疫邪，但感邪有轻重、体质有盛衰、感染人群有千差万别的病因，这些

因素导致病人的病情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临床经验丰富的吴又可又提出了达原饮的临床加减，彰显了中医学辨证

论治的特色。“凡疫邪游溢诸经，当随经引用，以助升泄，如胁痛、耳聋、寒热、呕而口苦，此邪热溢于少阳经也，

本方加柴胡一钱；如腰背项痛，此邪热溢于太阳经也，本方加羌活一钱；如目痛、眉棱骨痛、眼眶痛、鼻干不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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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热溢于阳明经也，本方加干葛一钱。证有迟速轻重不等，药有多寡缓急之分，务在临时斟酌，所定分两，大略而

已，不可执滞”（《温疫论》）。

　　达原饮治疗温疫初起的疗效，在书中也有详细记载：“间有感之轻者，舌上白苔亦薄，热亦不甚，而无数脉，其

不传里者，一二剂自解”。

　　温疫急性期的临床表现与治疗

　　温疫的发展速度迅疾，一般在2~3天、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进入急性期或严重阶段。吴又可在《温疫论》中以发

热程度、舌苔变化、意识状态为主要诊断指标，介绍了温疫急性期传变规律和相应的治疗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简、

便、验、廉的临床特色。继温疫初起2~3天之后，感染者发热程度明显加重或体温持续升高，其舌苔白或纯白，舌苔

较以前明显增厚，甚至厚如积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及时服达原饮治疗。如果在早晨服达原饮1剂后，一般中午

前，约3~4小时后，患者舌苔就由原来的白厚如积粉转为黄色。这显示病情得到缓解。

　　如果服用达原饮未能缓解，病情进一步发展，邪气内陷。此时临床表现为舌根先黄渐至中央、高热烦躁、脉长洪

而数、大汗多渴等。此时主要病机为“邪气适离膜原，欲表未表”，侵犯阳明胃经所致，宜及时用白虎汤（石膏、知

母、甘草、粳米）随证加减治疗。

　　如果病情未能在阳明经证期得到控制，继续进一步发展，此时患者易出现舌上纯黄色，甚至通舌变黑生刺，鼻如

烟煤，并伴有烦躁、高热等症状，这是邪毒最重的状态。疫邪侵入阳明之腑导致恶阳明腑实证，应当“急投大承气

汤”（大黄、芒硝、枳实、厚朴）。这是张仲景的急下存阴退热之法。如果服大承气汤后在傍晚时能够排出大便，一

般至夜半热退，次日清早鼻黑苔刺消失。

　　邪伏膜原—阳明经证—阳明腑实证是吴又可依据临床实践总结出的疫病传变基本规律。然而，在临床实践中，温

疫的发展变化是比较复杂的。诚如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所言：“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

所以临证不可拘泥于此，应当审因论治，随证变化加减治疗。其中，最关键的是用药要及时，药量要达到有效剂量，

即“早期、足量”，不可迟缓或投缓剂。吴又可在此谆谆告诫：“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此证不服

药，或投缓剂，羁迟二三日，必死。设不死，服药亦无及矣。尝见温疫二三日即毙者，乃其类也。”

　　阳明经证、阳明腑实证与新冠肺炎的相关性

　　临床表现类似

　　阳明经证乃火热之邪侵犯阳明经所表现之证，其主要临床表现为 “目痛、鼻干、唇焦、漱水不欲咽，脉长”

（清·程国彭《医学心悟》），病情严重时多表现为身大热、大汗出、大渴引饮、脉洪大的病象。依据上述阳明经证的

常见症状可以认为，阳明经证与肺炎或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特点基本吻合。

　　理论密切相关

　　清代乾隆时代名医黄元御以渺目之恨，苦究岐黄精义，认为“手阳明以燥金主令，足阳明土也，从子化气而为

燥”（《四圣心源》），实乃发陈出新之论。明确肯定阳明经证的临床表现以肺金病理特点为主。

　　中医学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主气，上连喉系，下通心肝之窍。司呼吸出入居上以镇诸脏，而压糟粕，以

行于大肠，出纳清气，以出浊物”（清·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肺》）。虽然中医学之肺并不等同于西医学解剖之肺，

但依据二者均具有“司呼吸”的功能，可以认为中西医之肺在这一点上应当是基本一致的。

　　“肺与大肠相表里”的机理表明，肺气的功能与大肠的功能密切相关，二者相互影响，肺气宣发，大肠之气畅

通；大肠之气郁滞，易引起肺气郁滞，甚至出现气郁化火的病理表现。因此，中医学常用宣肺之法治疗便秘，也常用

畅通肠腑之法以宣通肺气。张仲景用大承气汤治疗阳明腑实证，急下存阴退热就是“肺与大肠相表里”的具体实践应

用。

　　综上所述，《温疫论》中吴又可总结的温疫初起之后，依次出现的阳明经证与阳明腑实证的传变规律与新冠肺炎

的临床表现基本吻合，其相应的治疗方法在此次疫情的临床治疗过程中值得借鉴。当然，《温疫论》内容丰富，不能

尽述，本文所列，只是举例，意在抛砖引玉，以待医界进一步发掘。（刘子志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曼 广州医科大学 尚

文璠 广州市延瑞堂第一门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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