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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主要从医学哲学的角度通过对目前中国防控“非典”中反映出的中医

与西医不同的疾病防治策略的理性分析，揭示传统中医药的某些特色，并提出值

得现代医学反思的一些医学策略问题，同时还讨论了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传统

医学的角色与功能。由于种种原因，中医药在中国“非典”防控中仍然是处于辅

助或边缘地位，并没有完全发挥其作用。由于目前对中、西医在“非典”防控中

的作用进行评价有困难，因此这篇文章将视角定位在侧重于方法论意义上的思考，

亦能引起大众对传统医学的关注，同时引起专业学者对现代医学中某些根深蒂固

的理念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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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背景及问题提出 

今年入春以来爆发的非典性肺炎（SARS）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全球，

殃及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 4 月底，全球被感染者已过 5 千人，

其中有数百人被夺去生命。由于人们尚不清楚引起该病确切的病原体及其传播途

径，SARS 目前尚未能得到有效控制，并有进一步向全球蔓延的趋势，人类的健康

与生存正面临重大威胁。 

最近，继人类基因组刚刚宣布提前完成了对自身基因图谱的绘制之后，又有

几个国家的科学家先后宣布破译了被认为是引起 SARS 元凶的冠状病毒的基因序

列，为人们征服 SARS 带来了一些希望。但在新的针对性的有效疫苗或治疗药物问

世之前，人类不能束手待毙，正在通过各种努力来降低 SARS 病死率和遏止其传播。 

中国是目前 SARS 流行的高发地区，中国政府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在动用

国内一切可利用的公共卫生资源以抵御 SARS 的流行和全力挽救 SARS 患者的生命，

防治工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中国大陆，通过服用中医汤药来预防 SARS 的感染

已是家喻户晓。据来自广州防治 SARS 报道，部分医院在试用西医疗法的同时，配

合中医药能有效改善患者症状，缓解病情，缩短病程，降低病死率。对中国前阶

段近 5 个月防治 SARS 所采用的各种探索性方法或手段的临床疗效的初步观察表

明，中药防治 SARS 的效用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客观评价，但已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表明，合理使用传统中医药对提高该病的防治效果可能起到重要作用。中医药在

SARS 防治中的作用正在引起人们广泛关注。 

在这场抗击 SARS 的医疗行动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基于两种完全不同理论和

经验背景的中、西医学关于 SARS 有着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防治策略及防治手段，

甚至不同的疗效评价标准等。作者试从经验和逻辑的角度，通过比较分析中、西

医学防治 SARS 病的各自特点，以探讨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传统中医药角色的扮

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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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同防治策略的比较 

西医认为，新的 SARS 疾病是由新的特定病原体所引起，明确病原体、找寻到

病原体的关键抗原、研制相关疫苗、通过注射疫苗刺激机体产生的针对性抗体或

发现针对抗病原体的药物是有效防治该病的必要条件。即本病真正意义上的防控

和治疗则完全寄望于迅速搞清 SARS 病原体结构、生物学特性、来源及传播途径。

目前对 SARS 的预防主要采用的是洁净环境、保持通风和避免接触等措施，对发病

患者的治疗主要采取的是支持/对症处理、使用皮质激素抗炎、辅助使用抗生素治

疗可能的二重感染以及必要时使用呼吸机保持呼吸道通常等措施。 

中医认为，SARS 属于中医“瘟疫”范畴，主要由温热或湿毒侵犯人体所致。

冬春交接之时，疫毒易于流行，此时若素体正气不足，或调摄不当，机体阴阳失

调，则易感疫毒之邪，引起发病。中医结合长期积累的“温疫”的防治经验，提

出 SARS 防治理论和处理原则，归纳为以下几方面：首先是强调 SARS 是病原体与

宿主相互作用的发病学理念。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SARS 发病，虽然

因于外来疫毒邪气（病原体）侵袭，但机体正气（免疫抵抗力）是发病的必要条

件，其中机体状态尤为重要，进而提出邪正兼顾的预防策略和以益气扶正御邪，

疏风清热（祛湿）解毒为大法的具体预防方药，同时主张配合室内空气流通，芳

香避秽药的室内熏雾等预防措施。第二，坚持因异制宜的针对性防治原则。从广

州、北京、南京等地试用的一些主要防治方药来看，其配方或力主清热祛湿，或

侧重清热解毒，或兼行疏风散热，各有所长，反映了中医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的治疗思想，大大提高了防治的针对性。第三，强调针对患者机体反应状态进行

动态调节的治疗学理念。中医重视 SARS 发生发展过程中不同患者临床反应态的变

化，关注 SARS 病变中的中医病机演变规律，根据病因、病位、病性、病势等综合

病证特征，分阶段施治。第四，有主次的多环节兼顾的整体治疗特点。中医临床

观察到，SARS 病虽多以湿热毒邪壅肺为基本病理，但病情演变中还可兼有邪郁肌

表、痰浊阻肺、血瘀肺络、气阴受损、胃气不和等其他多个病理环节，因此制定

了以清肺祛湿解毒为中心，灵活配用疏邪宣肺、化痰泄浊、活血行瘀、益气养阴、

理气开胃等方法，体现了突出重点的多环节击破的整体治疗优势。总体来看，了

解 SARS 确切的病原体对中医防治该病并不必要。中医通过辨识 SARS 患者的不同

病证类型，结合经验，灵活采用治疗方药，可应付自如。应该说，中医防治 SARS

的策略是将重点放在调整病原体与机体免疫系统之间的平衡关系上。 

3．来自 SARS 研究进展的困惑 

目前对两种不同医学的防治作用的评价是有困难的。但就当前 SARS 疫情发展

的情势来看，前景并非乐观。人们开始怀疑高度依赖现代高科技的西医所实施的

SARS 防治策略的有效性。首先，引起 SARS 的病原体可能是多个，这使得研制预防

疫苗非常困难。有关 SARS 病原学的研究表明，感染人类 SARS 的病毒成员最少有 6

个，而病毒的不断变异有可能导致 SARS 更多的变种，因此想在短期内逐一击破几

乎不太可能。第二，目前在临床非典型肺炎患者身上找到冠状病毒只占百分之四

十，而部分 SARS 患者身上却带有两种或更多的病原体，提示冠状病毒可能不是引

致非典型肺炎的唯一病原体，因此在弄清冠状病毒与非典型肺炎的关系之前，任

何阻止冠状病毒复制的新疗法或药物能有效防控 SARS？第三，接触 SARS 患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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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都发病，而感染 SARS 后，病人的临床表现、病理损伤程度、对治疗的反应性

及预后则大不相同，反映了 SARS 病变中病原体与宿主之间关系的复杂性。新近还

观察到，SARS 患者机体天然免疫功能与病情的严重程度密切相关，提示机体免疫

炎症系统状态及其反应性在 SARS 发生发展中可能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单一针对外

来病原体的治疗药物的临床疗效是难以预期的。即便有效，也不可能对所有的 SARS

患者有效。第四，目前人们还不清楚 SARS 病原体的来源，源于动物，或源于人类？

是此次 SARS 流行才出现的新的病原体？如果病原体在此次 SARS 爆发之前就已经

存在，甚至与正常人群共存的话，那么当务之急，了解病原体致病条件及 SARS 病

理过程可能较筛选发现针对病原体的药物更为重要。 

4．对实证医学要求的思考 

通常认为，任何疾病的防治药物在临床使用之前，需要提供来自于动物实验

的有效和安全性证据。由是，人们自然会提出：中医药在不清楚 SARS 病原体的情

况下对该病进行防治会有效？目前医学界不少人均持有此疑，甚至有人会因此轻

而易举地否定中医药防治 SARS 的作用。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当前 SARS 防治中传统

中医药的参与作用？首先，SARS 是人类不曾了解的一种传播性相当强的疫病，建

立在各自的经验基础上的中、西医提出的任何防治策略及方法在本质上都是探索

或试验性的。显然，中医药参与不仅不存在伦理上问题，而且同西医之间也不存

在参与的主次问题。况且在中国，中、西医学有着长期的合作经验。其次，现有

的实验体系在中医药效用的证伪方面是有局限的，这不仅因为中、西医两种医学

在疗效的评价上有各自标准，而且还因为实验室条件下的药物作用与临床对人的

作用是不同的。药物的实验室评价常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研究者实验目标

选择局限性以及未知作用机制的存在是导致结果与预期不符的常见原因。曾对临

床治疗泌尿系统感染性疾病有确效的中医方剂进行药理学实验，最初大量的工作

并未能发现其有显著的抗病菌作用，当时人们甚至怀疑其该方的临床疗效。进一

步的研究发现，该方对实验条件下的动物免疫功能有显著增强作用，从而在药理

学意义上获得该方有效的某种理解。实验研究中，遇到临床确效的方药对动物无

明显作用的情形也是常有的事。西药也有类似情况，如不少抗病毒药被体外及动

物实验证明有很高的抗病毒效价，但用于临床则疗效不如人意。如果因为尚未得

到实验室证据就否定中药的临床有效性，或因为抗病毒药的实验室结果就推定其

临床一定有效，这显然是不合逻辑的。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任何西医概念的古代

中医所发明的许多方剂却在数千年后被发现具有如此广谱的现代药理作用。 

5．公共卫生中的传统医学角色 

一般认为，中医药治疗慢性病具有一定优势，其实中医药在防治疫病方面不

仅具有辨证论治的个体化治疗特色，而且因为其廉、简、便，有着明显的大众化

优势。中医药作为一种技术应该被充分用于预防和治疗流行病的全过程。传染病

发生前，中医药能够帮助我们提前对一些可能发生的群体或个体实行干预，以减

少感染率；疾病流行期间，可以利用中医经验实施防治措施；疾病流行后，中医

药还能帮助患病群体尽快康复。不过目前仍然很难评价中医药已经在多大程度上

发挥了这方面的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在流行病爆发期间运用中医药，不只是一

个技术问题，同时还涉及到公共卫生政策的选择问题。进一步说，即使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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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医药参与防治所承担的风险还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 

现在还难以评估长期的医疗行为中，中医药对一些西医的非病状态或功能性

失调者的干预，或倡导正常人的养生保健措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提高人们防病抗

病的能力？同样也不很清楚，流行病爆发中，注重对内在机体康复系统进行调节

的中医药是否一定较主要针对外来病原体的西医防治方法更有效益？如果回答是

肯定的，就必须在卫生保健中加大对中医药的投入。 

    也应该清醒认识到，中医药在防治流行病中所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严峻的。

一方面中医对自身在现代流行病防治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对中医药防治疫

病的经验研究不够，特别是对流行病意义上的中医相关专业的建设缺乏整体发展

规划，中医疫病学在现代有萎缩趋势；另一方面中医药除了自身一定的历史和理

论局限性外，还存在中药剂型单一，中药材质量不能保证，成药的质量难控制，

缺乏满足循证医学要求的中医药临床疗效标准及评价方法等问题，这些都是限制

中医药发挥其应有作用、为整个科学界认同的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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