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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四川省一些中医

医院陆续开通线上、线下新

冠 预 防 中 药“ 大 锅 汤 ”处 方

开 具 、熬 制 及 配 送 ，发 挥 中

医 药 对 新 冠 病 毒 感 染 预 防

的独特作用，努力让广大群

众 不 出 家 门 就 能 享 受 中 药

服务。

三年来，面对新冠病毒

感 染 这 种 未 知 的 新 发 传 染

病，我国有效处置了百余起

聚集性疫情，有效应对了全

球疫情的冲击，疫情流行和

病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

平。其中，中医药全方位、全

链条深度融入疫情防控，作

出 了 巨 大 贡 献 。 中 西 医 结

合、中西药并用成为我国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中医药

成为疫情防控不可或缺、不

可替代的组成部分。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

同疫病斗争中产生了《伤寒

杂 病 论》《温 病 条 辨》《温 热

论》等经典著作。发挥中医

药 在 重 大 疫 病 防 治 中 的 作

用，是维护人民健康的重要

手段和独特优势，也是战胜

疫情的“法宝”之一。

据记载，自西汉以来的

2000 多年里，中国应对大疫

累 积 了 数 量 颇 巨 的 中 医 经

典 名 方 。 每 一 个 经 典 良 方

的出现，都是中华民族同疾

病 做 斗 争 的 实 践 与 经 验 的

总结。抗击新冠疫情以来，

我国通过临床筛选出“三药

三 方 ”，拓 展 了 中 医 药 的 治

疗 领 域 。 其 中 ，“ 三 方 ”（清

肺 排 毒 汤 、化 湿 败 毒 方 、宣

肺败毒方）均来源于古代经

典 名 方 。 以 宣 肺 败 毒 方 为

例 ，这 是 张 伯 礼 、刘 清 泉 等

中 医 名 家 根 据 多 个 古 代 经

典名方加减化裁而来，包括

麻 杏 石 甘 汤 、麻 杏 薏 甘 汤 、

葶 苈 大 枣 泻 肺 汤 、苇 茎 汤

等。目前，源自“三方”的清

肺 排 毒 颗 粒 、化 湿 败 毒 颗

粒、宣肺败毒颗粒均已获批

上市。此外，各地也在临床

救 治 中 筛 选 出 一 批 适 合 当

地人群、气候特点的有效方

药 ，如 甘 肃 的 岐 黄 避 瘟 颗

粒 、山 西 的 益 气 除 瘟 颗 粒 、

河南的金蒡清疫颗粒、广东的透解祛瘟颗粒等。这些中药

和方剂“简、便、验、廉”，构筑起一道道防疫屏障。实践证

明，中医药历久弥新，“好使、管用”是百姓对中医药最朴素

的评价。

在中医学上，传染病属于“疫病”范畴。戾气是中医

界公认的疫病病因。中医认为，消灭戾气是治疗疫病的

根 本 。 中 医 治 疗 疫 病 ，主 要 是 通 过 调 态 ，即 通 过 修 复 机

体的内环境而使戾气失去活性，进而靠人体的正气战胜

邪 气 。 目 前 ，对 于 所 有 病 毒 性 感 染 ，西 医 都 没 有 理 想 的

所谓“特效药”。而中医根据其长期的理论和实践，坚持

扶 正 祛 邪 、辨 证 施 治 ，在 病 毒 性 感 染 治 疗 方 面 展 现 了 独

特的优势。当前，我国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虽

然新冠病毒不断变异，但病毒的特性并未发生根本性变

化 ，实 践 证 明 ，从 预 防 、治 疗 到 康 复 ，中 医 药 都 有 显 著 的

效果。因此，面对病毒变异的不确定性，中医药“以不变

应万变”，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价值和实际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

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

动实践。”三年的抗疫实践，让我们对祖国传统医学有了更

加深刻的认识。中国人能够得到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的护

佑，何其幸运。在未来的抗疫斗争中，我们要增强中国人的

志气、骨气、底气，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更好地发

挥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构筑起中国特色的疫情防控体系，

为最终战胜疫情贡献中医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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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皮，又名橘皮、广陈皮、新会皮、炒橘皮等，是芸香科

植物橘及其栽培变种的干燥成熟果皮。《本草纲目》言：“橘

皮，苦能泄、能燥，辛能散，温能和。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

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

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籥，故橘皮为二经气分

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其性味辛、苦、温，归脾、肺

经，具有行气除胀满、燥湿化痰、健脾和中的功效。

现代药理学研究显示，陈皮含挥发油、橙皮甙、川陈皮

素、黄酮、生物碱和钾、镁、锌、锶等微量元素成分，具有抑

菌、抗炎、抗氧化、抗肿瘤、促消化、祛痰、保肝、降血压和神

经保护等多种作用。

陈皮不仅能入药，还常可用作泡茶、煮粥、煲汤、烹调、

做凉果等。例如，《金匮要略》记载的生姜橘皮汤，功效主要

是行滞、止呕，可治干呕、手足厥冷等症。陈皮、生姜是常用

祛痰止咳对药。陈皮味辛、苦，性温，归脾、肺经，可理气和

中、降逆止呕、燥湿化痰；生姜味辛，性微温，归肺、脾、胃经，

可以散寒解表、降逆止呕、化痰止咳。两味合用，能起到降

逆止呕、行气化痰、散寒止咳的作用。

化痰止咳看陈皮
杨玲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把保障人民健

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完善人民健康

促进政策。”

药品安全与人民健康息息相关。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网上购药，药品网络

销售行业迎来了快速发展，但也存在个别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增 加 了 用 药 风 险 。 12 月 1
日 起 实 施 的《药 品 网 络 销 售 监 督 管 理 办

法》，给百姓购药带来哪些便利？如何保障

网 络 购 药 安 全 ？ 日 前 ，记 者 进 行 了 调 研

采访。

改善购药体验
药品销售企业纷纷拥抱

互 联 网 ，进 一 步 满 足 了 人 们
的购药需求

家住安徽省黟县的田女士过去饱受斑

秃的困扰。她在一家大医院诊疗后，医生推

荐了一种治疗斑秃的非处方药。她用药后，

斑秃症状出现了好转，但受疫情影响，无法

继续去医院拿药。

“手机下单，快递到家，非常方便。”田女

士在朋友的建议下，在手机第三方平台医药

保健区找到了同款药物。下单后没几天，她

就收到了药品，顺利用上了药。“现在，我和

家人的常用药，都在网上买。”田女士说。

除了非处方药，一部分人群还在网上复

诊并购买处方药。

“医生好，您看我最近的血压控制得怎

么样？是否要调整用药？”家住北京市朝阳

区的燕阿姨今年 59 岁，患有高血压，需要长

期服药。近期受疫情影响，不方便去医院就

诊 拿 药 ，眼 看 家 中 药 品 所 剩 无 几 ，比 较 着

急。在女儿的帮助下，她使用手机在一家互

联网医院约了一位三甲医院的心血管内科

医生。

医 生 仔 细 看 了 燕 阿 姨 过 去 的 诊 断 、用

药记录后，进行了复诊续方，并对药物的正

确用法进行了详细说明。考虑到燕阿姨居

家生活，医生还在饮食调配、运动锻炼、心

态保持等方面提供了建议。复诊后，燕阿

姨用手机在网上药店下单了医生开具的处

方药，第二天就收到了快递。“足不出户就

能看病拿药，不用担心家中没有药了！”燕

阿姨说。

患 者 网 络 购 药 便 捷 ，得 益 于 药 品 网 络

销 售 行 业 的 快 速 发 展 。 国 家 药 监 局 南 方

医 药 经 济 研 究 所 公 布 的 数 据 显 示 ，2021
年 ，我 国 网 上 药 店 销 售 规 模 达 218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8% ，预 计 2022 年 全 年 销 售 额

为 2899 亿元，增速 32%。天猫和京东平台

的 200 多 家 药 店 销 售 数 据 显 示 ，2022 年 1
月 至 7 月 ，线 上 处 方 药 销 售 额 144.7 亿 元 ，

同比增长 48.9%。

药品网络销售有效提升了群众的购药

便利性。中国药科大学药品监管科学研究

院执行院长邵蓉说，互联网具有强大的信

息整合能力，突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近

年来，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让人们形成了“在

线下单，快递到家”的网络购物习惯。药品

销售企业纷纷拥抱互联网，发展医药电商

服务，进一步满足了人们的购药需求。过

去，买一些特定的药品需要去大城市的大

医院或大药房，如今借助互联网，人们即使

地处偏僻地区也能买到，大大提升了药物

的可及性。疫情发生以来，居家人员选择

网上购药，进一步催生了药品网络销售的

发展。

药 品 网 络 销 售 的 供 给 和 需 求 都 在 增

加。国家药监局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的数

据显示，近 5 年来，取得互联网药品信息服务

资格证书的企业数量保持两位数增长，今年

前 10 月共审批证书 36832 件，已超过去年全

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

示，截至今年 6 月，在线医疗用户规模达 3
亿，较 2021 年 12 月增长 196 万，占网民整体

的 28.5%。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慢病患者人

群不断增多，他们大部分都需要长期用药，

会有更多人参与网络购药。”国家药监局南

方医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昌茂说。

强化市场监管
落实属地责任，打好监管

“组合拳”，强化线上线下一体
化监管

今年 11 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三批药

品安全专项整治典型案例，包括浙江省宁波

市高新区聚善傅氏健康信息咨询馆通过微

信群销售未取得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药品、

广东省广州市君悦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通

过网络平台销售医疗机构制剂等违法违规

药品网络销售案件等。当地药监局依法对

这些销售主体处以没收涉案药品、没收违法

所得、罚款等行政处罚。

药 品 网 络 销 售 的 风 险 隐 患 不 容 忽 视 。

郭昌茂分析，目前，药品网络销售存在以下

主要问题：线上处方流转不规范，药学服务

不到位；第三方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存在缺

失，上架商品超出经营范围，个别药店通过

虚假证照资质取得第三方平台入驻资格，开

展违法经营行为；通过夸大药品适用范围等

手段，开展销售经营活动等。

邵蓉认为，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合

理使用可以治病，不合理使用可能会损害人

体健康，甚至危害生命。我国对处方药和非

处方药实行分类管理。非处方药具有安全

和使用方便的特点，人们在药师指导下可以

自行购买使用。处方药需要有处方权的医

生开具处方后才能购买和使用。网络销售

处方药，处方来源的真实性和处方审核都面

临更大的挑战，存在一定用药风险。“药品网

络销售的这些风险，通过完善的管理、严格

的监管以及消费者用药风险意识的提升，是

可以防控的。”邵蓉说。

“互联网销售具有虚拟性、隐匿性、发

散性、跨地域性等特点，尤其是药品网络销

售，主体类型多，不同类型主体风险差异不

同、管理方式不一样，给监督管理、执法管

辖、案件调查、证据固定等监管行为带来挑

战。”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司长袁林说，

各级药监部门要落实属地责任，打好监管

“组合拳”，强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依法

查 处 各 类 违 法 违 规 行 为 ，以“ 最 严 格 的 监

管”和“最严厉的处罚”切实保障公众用药

安全。同时，药品监管部门要与卫生健康、

市场监管、网信、公安等部门密切协作，形

成监管合力。

提升药品网络销售的监管能力。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司长庞

锦表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在大力推动智

慧监管平台建设，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关键词自动识别、风险模型等技术手段，

加大对违规销售行为精准监测，及早发现各

类违法违规线索，实现“以网治网、技术治

网”，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重点加强处方药监管。浙江省药监局

副局长陈魁介绍，浙江省药监局联合省卫

健委，共同建设处方流转平台，建立安全、

规范的诊疗和处方药销售并轨的模式，探

索处方药销售“一键式”全链条监管、全过

程追溯、全环节风险可控的监管模式，改变

以 往 各 自 为 政 的 模 式 ，堵 上 了 监 管 漏 洞 。

目前，全省 19 家首批互联网医疗机构、全省

排名前 24 位的互联网药品销售企业均已入

驻平台。

落实主体责任
推动第三方平台不断强

化内部管理和监督，让药品安
全成为从业底线

我国药品网络销售行业经过 10 多年的

发展，已从单一业态发展到多种业态并存。

郭昌茂分析，借助第三方平台进行售药是药

品网络销售的主要渠道，例如，京东、天猫、

拼多多等第三方平台入驻的药店数量均超

过 1000 家。此外，一些第三方平台还开展药

品自营业务。

邵蓉认为，第三方平台流量大，进驻的

药店多，销量和金额大，必须落实内部管理

和监督责任。第一，对于进驻的药店，要对

资质、质量安全保证能力进行严格审查，不

能 为 了 入 驻 平 台 的 药 店 数 量 而 忽 略 了 质

量。第二，要建立健全药品质量安全管理

机制，配备药学技术人员，制定并实施药品

质量安全、处方审核、不良反应报告等管理

制度，加强检查，对入驻平台的药品网络销

售企业的药品信息展示、处方审核、药品销

售和配送等行为进行管理，督促其严格履行

法定义务，不能收了平台服务费就撒手不

管，放任自流。第三，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人

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检测平台内药店销售合

规情况，强化对药店销售行为的实时、科学

监管，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应该立即停

止其销售资格，并及时向药监部门报告。

《办法》的实施，推动第三方平台不断完

善内部管理，加强对入驻药店和自营业务的

质量监督和管控。

京东健康医药事业部总经理王一婷介

绍，京东健康不断完善质量合规管理体系，

对供应商及商品、经营体系、仓内门店管理

等进行数字化、智慧化监控，加强事前风险

防范。针对入驻的药店，京东健康全流程规

范管理入驻企业经营行为，切实履行企业主

体责任；严格落实覆盖商家资质审核、重点

品种监控、经营行为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规则制度，督促入驻企业严格履行法定义

务。此外，还建立了在线药师服务中心和处

方审核智能化管控系统，以提升审方准确率

和效率，进一步保障患者合理用药。

阿里健康公共事业部总经理袁孔虎介

绍，天猫健康平台采用的是线下药店入驻模

式，阿里健康大药房是自营模式。阿里健康

成立了由业务、产研、风控、法务等多部门联

合组成的药品销售管理团队，对平台上的非

处方药和处方药销售活动进行严格管理；通

过大数据和风险模型能力，识别异常情况，

进一步排查多维度商品、商家信息，前置消

化风险。坚持对平台内药店的资质、质量安

全保证能力等进行严格审核，并对平台发布

的商品进行系统和人工双层审核、开展日常

商品巡查。搭建“安全用药系统”，对用药风

险进行智能监测分析，协助药师判断处方和

用药的合理性。

“药品安全应该成为药品网络销售的从

业者底线。”中国医药商业协会会长石晟怡

说，为了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促进药品网

络销售高质量发展，中国医药商业协会成立

了医药电商分会，旨在发挥行业协会在药品

网络销售领域的引领作用，建立和完善自律

机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更好保障公众

用药安全。

图①：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的互联网

医院工作人员在为线上患者提供药品配送

服务。 杨 迪摄

图②：浙江省金华市一家药店的工作人

员正按照网上订单配药。 胡肖飞摄

《药品网络销售监督管理办法》正式实施

保障群众网络购药安全
本报记者 申少铁

许多新冠病毒感染者会出

现咳嗽症状。咳嗽不停，是不

是感染在加重？

咳嗽是新冠病毒感染最常

见的症状之一，平均持续时间 2 周左右。大部

分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属于轻症，症状会逐

渐减轻，“阳康”之后咳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咳嗽持续并不代表感染在加重。但是，如果

咳嗽症状严重或持续不缓解，尤其在出现发

热反复或发热持续不退、伴有低氧（氧饱和度

下降）或憋气以及活动后气短等症状，需要警

惕新冠病毒导致的肺炎，及时到医院就诊和

检查胸部 CT。

不单是新冠病毒感染，普通感冒、流感或

肺炎之后都会出现咳嗽症状，属于感染后咳

嗽。新冠病毒感染可局限于上呼吸道，也可

以累及肺部导致肺炎。大部分新冠病毒感染

导致的咳嗽具有自限性，但如果症状持续，伴

有低氧和呼吸困难等症状，需要警惕肺炎和

重症，请及时到医院就诊评估。

轻微的咳嗽症状无需治疗。咳嗽症状

影响生活时，建议就诊，推荐使用缓解咳嗽

症状的药物，如复方甲氧那明胶囊，或美敏

伪麻溶液。这两种药物都是复合制剂，含有

抗组胺药、减充血剂和镇咳药，对感染后气

道炎症导致的咳嗽治疗效果较好。也可考

虑含有皮质激素的吸入剂治疗，如布地奈德

或氟替卡松的吸入制剂或使用布地奈德做

雾化治疗。如果既往有哮喘或咳嗽变异性

哮喘病史，可按照哮喘使用含有激素和支气

管扩张剂的复合制剂吸入治疗，或是增加平

日的吸入激素剂量，待咳嗽控制后再恢复至

原有剂量。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还需要

到医院就诊进一步评估咳嗽的原因和调整

治疗。

新冠病毒感染，无需使用抗生素。但在

某些情况下，如老年患者尤其是合并新冠病

毒性肺炎的老年患者，或咳痰增加或颜色变

深，合并细菌感染的风险增加，可以考虑使用

抗生素。

反复咳嗽的患者，需要注意以下事项：吸

烟患者必须戒烟；高血压患者需要检查一下

使用的降压药中是否有药名含有“普利”的

药，这是一种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可能

会导致咳嗽症状加重；既往有呼吸疾病的患

者，如哮喘、慢阻肺和肺纤维化等，需要向医

生了解治疗方案是否需要调整；有心肺疾病

基础的患者需要自备指氧仪，动态了解血氧

饱和度的变化。

目前感染者主要是居家

治疗，在出现以下情况时推荐

到医院接受进一步检查：咳嗽

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出现呼吸

困难、或血氧饱和度降低、或

咯痰增加、或痰液颜色加深、

或发热反复、或持续不缓解、

或其他症状有加重；年龄大于 65 岁，合并慢性

呼吸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和肿瘤等基础

疾病。

对于大部分新冠病毒感染者，如果咳嗽

以干咳为主，痰不多，发热很快好转，咳嗽症

状逐渐在改善，没有其他明显症状，可以放心

观察，无需胸部 CT 检查。

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咳嗽症状平均持续 2
周左右，有些患者咳嗽持续时间可长达 4 周。

单纯气道炎症引起的咳嗽，一般会逐渐减

轻。新冠病毒感染 2 周后如咳嗽症状有加重，

或超过 4 周症状尚未缓解，需要到医院就诊，

进一步评估可能的原因。

（作者为北京协和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副主任）

咳嗽不停，是不是感染加重？
徐凯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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