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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增强““卫气卫气””        未病先防未病先防
■中国城市报记者 康克佳

一剂古方承载岁月，一抹
药香沉淀时光。中医药千年传
承，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
的诊疗方法，始终如一地守护着
人们的健康。近年来，作为中华
文明的瑰宝的中医药文化地位
逐渐提升，受众信赖群体也由之
前的老一辈扩展到年轻一代。

秋冬季是呼吸道疾病的高
发期，不少医院的中医科门诊
的就诊患者增多。如何正确认
识呼吸道疾病？如何进行科学
预防？日前，中国城市报记者
走进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秋
冬季呼吸道疾病问题采访了北
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博士、北
京大学第三医院中医科副主任
医师王春勇。

“卫气”不足易生病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
快，很多人会出现乏力、紧张焦
虑、失眠多梦，以及隔三岔五就
感冒、发烧、咽喉不适……这正
是免疫力“走下坡路”的表现。
秋冬季节干燥的空气、较大的
昼夜温差、冷空气的影响都会
刺激到呼吸系统黏膜，从而损
伤并降低呼吸道黏膜的防御功
能，诱发呼吸系统疾病。

“任何疾病的发生，都包括
外因和内因。来自外面的病因，
中医称为邪气。”王春勇告诉中
国城市报记者，中医理论认为，
冬季呼吸道疾病多因风寒外袭、
燥邪侵扰，导致肺气受阻，气机
不畅，从而引发鼻塞、流涕、咳嗽
连连、体温攀升等病患症状。

“究其原因，是因为自身卫
气不固，为病邪提供了趁虚而
入的机会。”王春勇说。

什么是卫气？
“‘卫气’和人体免疫相关，

主要分布于人体体表，主要作用
是防御外邪入侵。”王春勇解释
道，卫气顾名思义就是对人体具
有保卫、防御作用的气，当人体

遭遇外邪时，人体卫气会第一时
间响应，积极防御入侵病邪。

在《正气存内》一书中，王
春勇通过就诊案例对卫气的存
在和作用做出了解释：一对70
多岁的老夫妻表面看并不强
壮，但在流行病肆虐时始终没
有感染，因此担心有免疫力缺
陷前来就诊。在询问后得知，
两个人每天的生活很规律，在
穿着保暖的前提下每天都会进
行户外活动，由于卫气保卫得
当，所以两个人没有感染。

“每天规律的生活和户外
活动可以强化卫气和皮肤的防
寒能力，自身物理保暖保护了
卫气和皮肤没有被破坏，这两
点让卫气和皮肤防御作用完
好，所以即便是传染病也不会
轻易感染。”王春勇向中国城市
报记者解释道，免疫力是身体
的一道防线，是抵抗疾病的“卫
士”，正常情况下，免疫力能保
证人体不受外界病原微生物的
侵害。而当这种防御功能降低
后，各种病原微生物就很容易
侵入体内，进而引多种疾病。

辨证处方问《伤寒》

“以前不少患者认为中医
擅长调理慢性疾病，是‘慢郎
中’，主要作用是养生，其实这
是比较片面的。中医真正的优
势不仅在于慢性病的治疗，更
在于急症的救治。”王春勇说，
中医对于疫病、伤寒治疗也是
很擅长的。

“在古代，由于医疗条件有
限，人们往往是在迫切需要治
疗时，才会找大夫诊疗，因此中
医中药更多的是在治疗急症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王春勇说。

回望历史，中医对于疫病
防治具有几千年的实践积累与
经验，常常在救治病人过程中
形成、发展疫病理论，总结出一
套行之有效的良方。

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
“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

小，病状相似”的记载，指出疫
病的传染、流行性与临床表现
相似的特点。

在东汉后期，大疫流行，医
圣张仲景总结疫病防治经验、
创新中医理论，在其编著的《伤
寒杂病论·序》中说：“余宗族素
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
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
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杂病
论》奠定了中医辨病与辨证论
治的诊疗模式，伤寒六经辨证
的问世与广泛应用，有效地指
导着疫病防治。

《伤寒杂病论》和《黄帝内
经》在中医的发展史上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黄帝内经》强
调的是整体观和预防观，而《伤
寒杂病论》在《黄帝内经》的理
论基础上，更加注重临床实践
和治疗方法的创新。

其实，中医在治疗感染性
疾病、出血类疾病、重症哮喘、
急性呼吸衰竭等方面有确切的
疗效。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采访中
获悉，一些选择看中医科的患
者存在抗生素的不良反应，中
医药的介入则能够提供有效的
解决方案。

“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
法，采集患者的发病信息，结合
发病地区的气候特点，运用中
医学理论，推断疾病的病因，
实施辨证论治，给予诊断处
方。患者服药后，再根据疗效
反馈判断治疗是否恰当合适，
再不断修正判断，调整治疗方
案，提升治疗效果和能力。”王
春勇说。

流感高发季即将到来。在
居家治疗流感时，虽然中医药
的安全性较高，但在使用中药
时，仍需根据个人体质和病情
来选择合适的药物。中医药强
调辨证论治，不同症型应选择
不同的治疗方案。

王春勇强调，使用中成药
时必须根据个体差异进行辨证
施治，“不同地域、不同季节、不

同年龄和体质的患者表现不一
样，处方用药也有一定差别，只
有根据四诊采集的结果，结合
气候特点审证求因才能取得好
的效果。”

在呼吸道疾病治疗期间，
饮食调理也非常重要。王春勇
建议，应根据咳嗽寒热属性调
整饮食，寒咳时应避免寒凉食
物，热咳时应减少煎炸食物的
摄入。对于过敏体质的人，应
避免食用可能引起过敏的食
物，如海鲜等。

“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中
医辨证治疗伤寒的过程，可以
参考一下中国科技出版社出版
的《正气存内》一书中提到的一
些方法。”王春勇说。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在不少中医医师师看来，
疾病之所以发生，正气衰弱是
根本原因，正气的盛衰存亡对
疾病的发展转归与疗效起决定
性作用。

在提升免疫力、防治疾病
方面，中医药具有特色优势。

“中医强调人体的阴阳平
衡，阴阳平衡就是指免疫力‘好’
的状态。治疗免疫力下降的患
者，中医重点着手于阴阳平衡
的调整。”王春勇解释说，在中
医理论中，将维持人体机能活
动及抵抗、清除各种有害因素的
作用都归于“正气”，正气“足”则
免疫力“好”。中医认为免疫力
是调出来的，不是补出来的，上
火了就需要泻火，有虚才能补，
只有阴阳平衡了才是正气存内
的状态，所以阴阳平衡很重要。

日常生活中，如何做到阴
阳平衡，正气存内？

对此，王春勇给出了“中医
方案”：要适当地进行有氧运
动，均衡饮食，保障充足的睡
眠，避免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
的影响，保持心态平衡。当然，
如果经过上述生活起居的调
理，还有不适的感觉，建议适当

做一些药物调理。
结合多年的免疫力调节临

床经验，王春勇直言，随着年龄
的增长，免疫功能减退，很多老
人有基础疾病，是传染病的易
感人群和高危易发人群。“老年
人整体机能会伴随时间下降，
从而导致免疫力下降，更容易
感染病毒、细菌。”为帮助老年
群体增强免疫力，减少患病风
险，王春勇建议：老年群体可以
在白天、寒热适宜的时间段，适
当进行户外运动，注意夜间不要
剧烈运动、出大汗，可以选择散
步、太极拳、八段锦等运动方式。
另外，要避免去人员过多或者环
境密闭的地方，防止交叉感染。

江苏泰州：
守护大众生命健康

10月 31日，在位于江苏省泰州医

药高新区（高港区）的复旦大学泰州健

康科学研究院实验室，科研人员在进

行医学实验检测。

复旦大学泰州健康科学研究院是

2007年由复旦大学与江苏省泰州市共

同建立的以促进中国人群健康为目的

的事业型科研机构。该研究院关注危

害人群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聚

焦重大慢性疾病，以泰州人群为主要

研究对象，进行前瞻性大型自然人群

队列建设，提出疾病预防和治疗的对

策和手段，推动中国健康科技发展。

人民图片

我国将新增
“免陪照护服务”项目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 王美华

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护
理类立项指南（试行）和优化调
整护理价格政策通知，统一指
导各省规范护理价格项目，逐
步优化价格水平，同时新设“免
陪照护服务”价格项目，满足群
众多样化的护理服务需求，引
导医疗机构提供专业性、技术
性护理服务获得增量收入。

为积极适应老龄化社会发
展，缓解“421”家庭“一人住院，
全家奔波”的后顾之忧，天津、
浙江、福建等地近年陆续开展
免陪护护理或无陪护病房试
点，即由医疗机构的专业医疗
护理员，为住院患者提供24小
时不间断的生活照护服务，不
依赖患者家属亲自陪护，也不
需要家属自聘护工。总体上，
医疗机构的医疗护理员岗位职
责相对固定，专业性更强，既有
利于照护患者，也能够减轻患
者家属负担。国家医保局吸收
地方探索经验，在立项指南中
单独设立“免陪照护服务”价格
项目，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
2024年底前各省对接落实立
项指南后，试点地区免陪照护
服务收费将有据可依。

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现阶段“免陪照护服务”仅
适用于特级、Ⅰ级护理患者，且
暂不纳入医保，患者或患者家
属可自主选择由医疗机构提供
的“免陪照护服务”，也可选择
社会化、市场定价的护工服务。

此外，通过组织专家研究
论证，系统梳理原有护理价格
项目，国家医保局以临床需要
为导向，在广泛听取医疗机构
和医护人员意见建议基础上，
将各省份目前名称和内涵不一
致的护理价格项目统一分类，
包括分级护理、专科护理、专项
护理三大类，整合为22项价格
项目，要求全国护理价格项目
年内规范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