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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医大师周仲瑛教授临证70余年,为中医药治疗病毒感染性疾病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周老强调疫毒是新发肺系疫

病的关键病因,外感疫毒引动肺内伏邪是基本病机,病机演变基本符合三焦和卫气营血传变的规律,并认为三焦传变可能是

新发肺系疫病主要的传变方式,临床辨治以三焦辨证为主导,重视审证求机,治疗倡导以祛邪解毒为先,注重整体观、三因制

宜、未病先防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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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病是外感疫疠邪气引起的,具有强烈传染性,
易引起大流行的一类急性发热性疾病的统称[1],因
其以发热为主症,故亦隶属于外感热病范畴。根据

病证性质,疫病有温疫、寒疫、湿疫、燥疫之别,历史

上温疫发生的相对较多,故历代医家对温疫的研究

最深。从广义上讲,温疫属于中医温病范畴,是温病

中传染性强、流行性广、危害性大的一类疾病,与一

般的温病有别。
中医肺系疫病是疫病中发病率、流行性及传染

性较高的一类疾病,以肺系为主要感染部位,包括传

统肺系疫病和新发肺系疫病[2],前者如百日咳、猩红

热、麻疹、时行感冒等,后者如近年来爆发的严重急

性呼吸综合征(SARS)、甲型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等。新发肺系疫病往往发病迅速,来势迅猛,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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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西医在疾病初期缺乏特效药,
传统中医药能够充分发挥辨证论治与整体调节的优

势。尤其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中,中医药再

次彰显了防治新型突发传染病的优势。国医大师周

仲瑛教授从业70余年,擅长急性病毒感染性疾病的

治疗,对 肺 系 疫 病 的 治 疗 颇 有 心 得。本 文 基 于

SARS、甲型 H1N1 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三种疾

病,探讨周仲瑛教授辨治新发肺系疫病的学术思想。

1 病因

历代医家关于疫病病因主要有运气致疫、乖候

致疫、疠气致疫、邪毒致疫四个方面的论述[3],但均

离不开关键致病因素———疫疠病邪。疫疠病邪又称

为疠气、疫气、戾气、杂气等,皆指疫病特有的病

因[1]。周老认为SARS、甲型 H1N1 流感、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三种疾病传播快、范围广、病情重,强调致

病均以疫毒为根本,疫毒较疫气既能体现致病的特

异性,即“一气一病”,又涵盖了毒邪的部分致病特

征,更加符合上述三种疾病的致病特点。在疫病的

发展史中,对毒邪的认识古已有之,如《素问·刺法

论》中云:“不相染者……避其毒气”[4],《备急千金要

方》载:“天行温疫是毒病之气”[5],《伤寒瘟疫条辨》
说:“杂气者,非风,非寒,另为一种毒气”[6]。对于

毒,周老认为它是中医病因学说中一个特定的词义,
意指病邪的亢盛,病情的深重,病势的多变,既可因

多种病邪蕴结而成,也可为特异性的致病因子[7]。
至于疫毒之毒,周老认为作为外感病因,其并非由六

淫邪盛或蕴蓄不解而成,而是指疫病的特异性致病

因素,不同于一般外感热病之因,外感疫毒之不同是

疫病发病各异的关键因素,是导致不同临床特征和

病变规律的根本原因。作为致病特点,疫毒之毒重

点强调疫病致病的广泛、病势的多变、毒性的暴戾等

特征,疫毒致病的强弱、演变的急缓实则取决于毒力

的大小以及病位的深浅。
除了外感疫毒,周老认为体内伏邪亦是三种新

发肺系疫病的重要病因,主要指肺内伏热。伏者,匿
藏也,所谓伏邪指藏于体内而不立即发病的病邪。
伏邪既可由肺热内郁直接而生,亦可因非其时而有

其气所致,或因体内阴不制阳,虚热内生;或因痼疾

不愈,脏腑功能失调,痰浊、瘀血胶着日久,邪郁化热

而致。

2 病机

SARS、甲型H1N1 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

机复杂,多环相互交织,病机传变并不单纯,但总体

有规律可循,可从基本病机和病机演变两个层次进

行探讨。

2.1 基本病机

周老对于三种新发肺系疫病的病机总体概括为

先有伏邪在肺,后有新感引发,内外合邪,相因为病。
其中外感疫毒是发病的关键,肺内伏热是邪毒容易

内陷、变生厥脱的主要病理基础。外感邪气既有六

淫之邪,又有疫毒之邪,六淫与疫毒兼夹,两者相合

致病。具体来说,周老认为SARS的病机是肺有伏

热,内火偏盛,加之外感时邪疫毒,风邪束表[8];甲型

H1N1 流感的病机是肺热内伏,外感风热疫毒之邪,
内热与外热相合,加之风邪的鼓荡,风助火势,火动

生风,风火相煽,相互转化,互为因果[9]。对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周老认为本病属瘟毒上受,湿困表

里,肺胃同病为基本病机[10]。可见,不同疫病,所感

六淫时邪亦不同。周老认为SARS、甲型 H1N1 流

感外感六淫之邪以风邪为主导,随地域或季节的不

同,风邪可以夹寒、夹热、夹湿,与疫毒杂感伤人。对

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周老则认为湿邪是发病的关

键因素,强调湿困表里[10],与疫毒兼夹形成湿毒浊

气,根据患者素体阴阳状态决定湿毒化热或化寒。
若素体阴虚,则湿毒多易化火、化燥;若素体阳虚,则
湿毒每从寒化。至于病位,周老认为三种疾病均涉

及上、中二焦,主脏在肺,与脾(胃)相关,并指出

SARS、甲型H1N1 流感变证在心、肾。

2.2 病机演变

疫病侵袭人体,发病迅速,传变极快。周老认为

SARS、甲型 H1N1 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病机

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基本符合三焦和卫气营血

传变的规律,并认为三焦传变可能是上述三种疾病

的主要传变方式,总体按“始上焦,终下焦”的规律自

上而下传变,即从上焦手太阴肺经开始,传至中焦手

足阳明经和足太阴脾经,最后终于下焦足厥阴肝、足
少阴肾二经,一般顺传,重症可出现逆传心包,上焦、
中焦、下焦的传变过程并不能截然划分。卫气营血

传变则由表入里,发于卫表,渐进深入,表里同病。

3 辨证规律

疫病辨证体系不一,分类方法多端,周老认为应

当综合应用不同的辨证体系,活化辨证,有斯证用斯

药,针对病机的动态变化,交叉组合,结合疫病的不

同特点,顺势治疗[11]。在实际运用中,周老倡导以

审证求机作为辨证论治的关键,圆机活法,方可适应

疫毒传变迅速、变化多端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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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以三焦辨证为主导

基于前文论述的传变规律,周老认为SARS、甲
型H1N1 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疫病的临证当

以三焦辨证为主导,以卫气营血辨证为补充。三焦

证候不仅指三焦所属脏腑的病理变化,同时也是疫

病的不同发展时期。一般初期病在上焦,以肺热内

郁,外邪束表为主,中期病在上、中二焦,肺胃同病,
或见肺热腑实,或见湿热中阻等,重症期既可逆传心

包,也可邪入下焦,病及肝肾,以邪陷正脱,气阴耗竭

为主。以三焦辨证为依据,对新发肺系疫病分期辨

证论治,则可针对疫病的不同病期及主症特点,制定

相应的治法和专方专药,可较为广泛地应用于临床。
 

3.2 重视审证求机

审察病机,无失气宜。周老在辨证中一贯强调

辨识病机的重要性,审证求机,知常达变。疫病发生

主因疫毒,一毒一病,故临证尤重病机分析,求机的

过程就是辨证的过程。疫病传变迅速,病情复杂多

变,每个证型并不是独立的单元,而是通过病机演变

连接成紧密联系的整体网络。周老在对上述三种新

发肺系疫病辨证论治时,始终抓住最基本的病机,并
根据具体疫病的发病原因和主要病理因素,结合传

变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病理中心的改变,提出具体

分证,可谓证随机转,机由证显。

4 治疗

4.1 主张祛邪解毒

周老辨治疫病强调祛邪解毒为第一要务,认为

疫病的祛邪即是扶正。虽然机体感受疫毒后是否发

病取决于疫毒的轻重与正气的强弱,但疫毒致病凶

猛,邪气亢盛,发病往往触之即病,邪之所凑者正气

未必虚弱。故疫病治疗贵乎祛邪,邪去正安,邪不去

则病不愈,且毒寓于邪,若使邪有出路,则疫毒鸱张

之势则可顿挫。周老提倡多环节祛邪,多治法增效,
用汗和清下四法联用,既可阻断病邪传变,又能先安

未受邪之地[10]。针对疫毒之毒,周老常用银翘散、
黄连解毒汤、甘露消毒丹等解毒之剂,与祛邪同施,
及时控制病势,防止传变,颇有喻嘉言逐邪与解毒并

举之意,所谓“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

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
以解毒”[12]。周老强调祛邪,并非忽视扶正,扶正多

用于疫 病 重 症 期,正 虚 邪 实,需 扶 正 以 祛 邪,如

SARS内闭外脱证用生脉散和参附汤,甲型 H1N1
流感疫毒内陷期使用生脉散,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

症期邪陷正脱证选用人参、制附片等益气回阳。

4.2 强调整体观念

相对于西医的对抗性和支持性治疗,中医治疗

疾病不仅考虑病变的局部问题,更强调从整体上对

机体进行全面调节。周老认为中医并不单纯针对病

毒而治,而是始终针对患病的人,强调整体,并进行

个体化治疗[8]。不管是SARS、甲型 H1N1 流感,还
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周老始终强调中医医人,中医

药一方面针对病邪祛邪解毒进行特异性治疗,另一

方面,通过调整机体功能状态,提高抗病能力而起到

非特异性的治疗作用,这是中医药治疗疫病的核心

优势。

4.3 注重三因制宜

疾病的发生、发展、转归与季节气候、地域环境

以及人体体质、年龄等因素密切相关,虽然疫病发病

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但治疗绝不是简单的同方同

药,不施调整。尤其是我国地域辽阔,气候类型各

异,同种疫病在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人群中发病特

点各有不同,绝不可一概而论。周老强调在掌握疫

病本质特征和发病规律的基础上,还需因时、因地、
因人制宜,灵活辨证施治。

另外,疫病具有强烈的传染性,故周老也强调未

病先防、既病防变及愈后调摄至关重要。

5 总结

中医药防治疫病历史悠久,具有坚实的理论基

础和丰富的临床实践,周仲瑛教授在继承传统疫病

防治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根据长期辨治疫病的临床

经验,创新性发展中医疫病理论,形成自己的学术观

点。周老认为疫毒是疫病发生的主要病因,亦是构

成基本病机的核心要素和病机演变的中心环节,其
性质以温热者居多,但也有属于寒湿者。根据疫病

具有潜伏期,病情重、传变快的特点,周老主张新感

引动伏邪学说。
在中医学辨证论治和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周老

提出中医疫病辨治应以病机辨证为核心,强调审证

求机,突出发挥中医治人、治病、治证和治毒并重的

特色优势,确立表里双解,汗和清下四法联用的治疗

原则。此外,基于中医学治未病的理念,周老十分重

视疫病的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以及愈后调摄,从多环

节、多途径充分发挥中医药治疗疫病的显著优势和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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