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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应对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防控重大社会需求，基于中医学“治未病”思想和历代防疫辟秽经

验，笔者提出“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通过“外防”—消杀、防护切断疫毒传播途径、“内调”—清肺、

养正提高机体御邪能力，构建“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理论体系，指导研发连花“消杀、防护、清肺、养正”

系列产品，不仅为防控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重要的产品支撑，也佐证了该理论的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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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新型冠状病毒（简称新冠）感染为代表

的病毒类呼吸系统疾病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其不断变

异的特点增加了防控难度，成为公共卫生领域的重大

威胁 [1]，也对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带来重大考验。自古

以来，我国就有预防为先的哲学与医学思想，“预防”

一词最早见于《周易·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即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2]。春秋战国时期《黄帝内

经》将预防理念引申至医学领域，《素问·四气调神

大论篇》言：“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

乱”，首次提出“治未病”思想 [3]，历代医家不断实

践与完善，形成了以“治未病”思想为核心的中医预

防理论体系。笔者汲取中医学“治未病”思想，基于

历代防疫辟秽经验，提出“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

发挥中医药在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的应用价

值，以期为应对呼吸系统传染病进行早期预防、积极

干预提供有益借鉴。

1 “避毒气”“护正气”是中医药两千年防疫避

秽的宝贵经验

我国古代医家已认识到疫病是一种具有强烈传染

性的疾病，又称为“瘟疫”“疫疠”等，《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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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疫，民皆疾也”，概括其为具有广泛流行性的急

性传染性疾病。据统计，西汉以来我国历史上发生

过 300 余次疫病流行 [4]，约每 6 年发生 1 次，与近 
20 年呼吸系统传染病暴发频率疾病一致 [5]。春秋战国

时期《黄帝内经》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

小，病状相似”，明确指出疫病具有传染性强、感染

后症状相似的致病特点 [3]。明代吴又可《温疫论》言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

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6]，明确提出“异气”为疫病

的致病因素，与现代病毒所致传染性疾病的致病特点 
相吻合。

中医学“治未病”思想成为中医预防学的理论

精髓，即“未病先防、既病防变、愈后防复”，在应

对疫病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3]。《素问·刺法论》

提出“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

明确指出“避毒气”和“护正气”是有效抵御疫病侵

袭传染的重要途径 [3]，这与现代医学中关于呼吸系统

传染病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及保护易感人群等

防控措施相一致。因此汲取两千年中医药抗疫历史经

验，从“避毒气”和“护正气”应对疫病传染，对于

充分发挥中医药防控疫病优势具有重大意义。

避毒气：采取隔离避疫、卫生避疫、熏烧防疫等

措施，与现代医学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防控

措施相一致。秦朝设“疠迁所”、汉朝设“庵庐”、唐

朝设“疠人坊”等，古代政府通过对疫者进行隔离救

治的方法防止疫病扩散。明代熊立品《治疫全书》中

倡议瘟疫流行时节“毋近病人床榻……毋拾死人衣

物”[7]，也是隔离避疫的重要方式。关于卫生避疫及

熏烧防疫，早在殷商甲骨文中就有“寇扫”记载，敦

煌石窟中“殷人洒扫火燎防疫图”记载了以火燎、烟

熏方式杀虫防疫的情景 [8]。此外，通过佩戴、悬挂、

烧熏、塞鼻、洗浴等也是我国古代传统防疫“避毒气”

的重要方法 [9，10]。

护正气：强调人体正气充盛对于防治疫病的重要

性，如《温疫论》云：“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正

气稍衰者，触之即病”，通过颐养饮食起居、调摄情

志、药物防疫等方式固护机体正气，与现代医学保护

易感人群的理念高度吻合 [6]。清代叶天士提出：“未受

病前……即饮芳香正气之属，毋令邪入为第一义”，记

载了预服药物固护正气达到预防疫病作用的理念及措 
施 [3]。此外，古代“大锅熬药”使用“通治方”防治

疫病传统，形成预防服药控制疫情的宝贵经验，也对

于防控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1]。

2 基于中医学“治未病”思想及历代防疫辟秽

经验，提出“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

基于中医学“治未病”思想，深入挖掘历代防疫

避秽措施，针对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提出“外防

内调”综合防控策略。“外防”— 消杀、防护切断疫

毒传播途径，涵盖净化外部环境、皮肤、口腔黏膜消

杀，强化体表防御；“内调”—清肺、养正提高机体

御邪能力，涵盖清肺火以调节呼吸道内环境，养体虚

增强机体免疫提高抗病毒能力。

2.1 外防—消杀、防护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呼

吸系统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呼吸道飞沫和密切

接触传播、气溶胶传播、物品接触传播等 [12]，“外防”

是指有效抵御接触传播、飞沫传播、空气传播，皮

肤、口鼻作为抵御外邪入侵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外

防”包括以外部环境及皮肤、黏膜的消杀，强化体表

防御能力，有效切断人传人、物传人、环境传人的传 
播途径。

2.1.1 消杀 环境消杀：气溶胶传播是呼吸系统

传染性疾病的主要传播途径 [13]，唐代孙思邈《备急

千金要方》应用辟瘟杀鬼丸、雄黄丸等辟瘟方，或焚

烧烟熏，或佩戴于身，或悬挂于门前室内，趋避邪毒

防止“卒中恶病及时疫”[14]。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

云：“烧苍术以辟邪气，故时疫之病多用”，描述了空

气消毒辟秽 [15]，这对现代应用预防药物具有重要的

启示作用。

皮肤消杀：暴露于空气中的皮肤不仅是防御外邪

侵袭的天然屏障，亦是外邪入侵机体的门户 [16]。《素

问·咳论》云：“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

邪气以从其合也”，若皮毛腠理失司，卫外不固可致

邪气入里犯肺，这与现代医学病毒接触传播的特点相

吻合 [3]。古代医籍记载应用涂敷、粉身、药浴等方式

进行皮肤消毒御邪，如《备急千金要方》以川芎、白

芷、藁本制成粉身散，为辟温病常用方，明代李时珍

《本草纲目》“白茅香、茅香、兰草并煮汤浴，辟疫 
气”等 [15]。

口鼻黏膜消杀：口鼻成为呼吸道病原体感染和

繁殖的首选部位，阻止病原体附着于黏膜表面入侵 
机体 [17]，即黏膜免疫与中医肺卫防御功能极其相 
似 [18]。《素问·刺法论》言：“避其毒气，天牝从来，

复得其往”，此处“天牝”即口鼻部位 [3]，吴鞠通《温

病条辨》言：“温病由口鼻而入，鼻通于肺”，明确指

出疫邪经口鼻入里犯肺，涵盖了现代医学病毒经呼吸

道飞沫传播途径 [6]。《千金翼方》采用小金牙散“吊

丧问病皆塞鼻良”[19]，明代张景岳《景岳全书》载：“福

建香茶饼，能辟一切瘴气时疫，伤寒秽气，不时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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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邪气不入”，通过口腔消毒防病从口入 [20]。古代

医家应用辛散芳香之品作用于口鼻，防止疫疠之气从

鼻侵入或将其祛除体外以预防疫病，对于预防呼吸道

感染至关重要。

2.1.2 防护 针对飞沫传播和气溶胶传播等传

播途径，通过佩戴口罩等方法一定程度上阻断或减

缓含病原微生物飞沫和气溶胶传播 [21]，是抵御呼吸

道传染病的首选预防措施 [22]。口鼻呼吸道黏膜是宿

主有效抵御病原体入侵的“第一道防线”，《温疫论》

言：“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充满，邪不易

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6]。

17 世纪欧洲鼠疫期间发明“鸟嘴面罩”，即在鸟喙部

添加龙涎香、留兰香叶、鸦片酊、苏合香等香料防止

病毒入侵 [23]。近代“肺鼠疫”期间，医家伍连德创

制“伍氏口罩”，由两层纱布包裹一块 6×4 英寸的

长方形吸水棉制成，为当时防疫做出了重要贡献 [24]。

通过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强化体表防御功能，避

免外邪侵袭，成为病毒类呼吸系统疾病有效预防的重 
要措施。

2.2 内调—清肺、养正提高机体御邪能力 人

体感受疫邪后是否发病、病机传变及转归预后，主要

与机体抗病御邪能力密切相关，机体体质和脏腑禀赋

决定了机体对病毒感染的易感性，一则正气不足者卫

外御邪能力失司，如《素问·评热病论》所言：“邪

之所凑，其气必虚”[3]；二则素体积热者易受同气感

召呈现温热证候，如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言：

“大凡病温之人，多系内有蕴热”[25]，强调了积热伏

匿潜藏于体内，感受疫疠之邪伏而后发。针对两类易

感疫邪人群，“内调”强调“清肺”和“养正”提高

机体御邪能力，针对健康人群及密切接触人群，可发

挥较好的预防作用。

2.2.1 清肺 平素喜食辛辣、嗜好烟酒者，体

内素有积热，归属于中医易上火体质 [26，27]。积热伏

匿潜藏于体内，易同气感召，感受疫疠之邪伏后呈现

温热证候，影响致病后病机演变的倾向性，清代张锡

纯《医学衷中参西录》所言“大凡病温之人，多系内

有蕴热”“外感之著人，恒视人之禀赋为转移……盖

人之脏腑素有积热者，外感触动之则其热益甚”[25]。

近现代中医名家孔伯华《论外感温热病因》亦提出：

“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

之于天地病气淫邪而成，是以内因之郁热伏气乃外感

温热病发病之本也”[28]。现代研究显示，“上火”加

重了流感病毒感染率和体内病毒量，加速了继发肺炎

的发生和发展，增加了发病率和死亡率 [29]。因此针对

易上火体质人群通过体质辨证及时发现藏匿伏邪，如

《瘦吟医赘》言：“识得伏气，方不至见病治病，能握

机于病象之先也”，在预防疫病阶段应清其内热，使其

阴阳平和 [30]。

2.2.2 养正 疾病发生与机体正气盛衰关系密

切，机体正气不足是病邪侵入和发病的基本因素，卫

外御邪能力失司，则易受疫邪之气侵袭，包括先天禀

赋不足、老人精血虚衰及病后元气尚未恢复等，《灵

枢·百病始生篇》谓邪气“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31]，

疫病防治应重视人体正气盛衰及阴阳平衡。古代医籍

也强调通过服用药物，调节机体正气提高抵抗外邪侵

袭的能力达到预防疫病的目的，如《素问·刺法论》

载“小金丹……服十粒，无疫干也”[3]。研究显示，

服用连花清瘟等清热解毒类中成药有效预防新冠感

染，显著降低密接和次密接核酸阳性发生率 [32]，减

少密切接触者的感染率 [33]。

面对病毒类呼吸系统疾病防控，基于中医学“治

未病”思想，结合历代防疫辟秽经验，提出“外防内

调”综合防控策略，即“外防”—通过消杀、防护切

断疫病传播途径，强调环境消杀、皮肤消杀、黏膜消

杀及佩戴口罩是抵御呼吸道传染病的重要预防措施；

“内调”—通过清肺、养正提高机体御邪能力，强调

清内热达阴阳平衡和扶助正气增强机体抵御外邪入侵

能力。“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是中医药两千年防

疫避秽宝贵经验的有力践行，对当前病毒类呼吸系统

疾病防控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

3 “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在呼吸系统公共卫

生事件中的应用价值

为应对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防护的重大社会需

求，以“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为理论指导，研发

消杀、防护、清肺、养正等系列产品，有效切断病毒

人传人、物传人、环境传人传播途径。

消杀：针对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应用过氧化

物类、含氯消毒剂等化学法消毒是现代医学较为常用

的消毒方式，然而过量使用会导致消毒剂残留，对人

体产生许多副作用 [34]。基于历代熏烧、佩戴、悬挂

芳香辟秽类中药防控疫病经验，应用纯天然植物药研

制连花杀毒抑菌精油，研究证实其显著抑制新冠病毒

和甲型 H1N1 病毒活性，抑制脂多糖刺激外周血单

核细胞的白细胞介素 -6 基因表达。“外防内调”综合

防控策略指导开发以连花杀毒抑菌精油为核心的系列

“消杀”产品，如清居消毒喷雾、空气除菌凝胶等“环

境消杀”产品，研究证实具有抗病毒及抑菌作用，不

仅直接杀灭病毒、抑制病毒复制、有效阻止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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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调节人体免疫系统 [35]；还研制抑菌洗手液、抑菌

喷雾等“皮肤消杀”产品；研制口腔抑菌喷雾剂、清

咽抑菌喷剂等“黏膜消杀”产品，形成产品集群。

防护：目前防护口罩主要包括 N95、KN95、医

用外科口罩等，仅能发挥物理阻隔效应，佩戴时间长

易促进细菌和病毒传播 [36]，同时易造成瘙痒、痤疮、

疼痛、压痕等不良反应 [37]，对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

件常态化防控造成很大隐患 [38]。基于传统“防护”

理念，以连花杀毒抑菌精油及连花清瘟提取物改性粘

胶纤维为核心组方开发防护产品，制备粒径可控的连

花精油微胶囊并进行结构表征，结合壳聚糖织物表面

处理技术进行整合，合成 CO2 响应单体初步探索连

花精油微胶囊可控持久释放机制，制备连花抗菌抗病

毒口罩，弥补了市售口罩难以有效防护的不足，研究

证实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 [39-41]，为有效防护公共卫生

事件提供产品支撑。

清肺和养正：基于历代服用预防药物调节机体内

环境的抗疫经验，“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指导研

制“清肺火”“养体虚”系列产品，如连花清菲饮料、

连花清菲颗粒等 [42]，研究结果显示能够减轻炎症反

应、改善呼吸道局部微环境，发挥“清肺火”作用；

针对免疫力低下人群，注重培护正气，增强机体抗病

防御能力，研制创新中药连花御屏颗粒，研究显示预

防应用显著降低鼻病毒感染小鼠肺组织病毒载量，降

低肺指数，改善模型小鼠肺损伤。

4 结语

以新冠感染为代表的病毒类呼吸系统传染病严

重威胁人类健康，中医药应对疫病发挥重要的历史作

用，积累了丰富的防疫避秽临证经验，并形成独特的

“治未病”防治理论体系。基于中医学“治未病”思

想和历代防疫辟秽经验，提出“外防内调”综合防控

策略，即“外防”—消杀、防护切断疫病传播途径，

涵盖消杀—净化外部环境和防护—强化体表防御；“内

调”—清肺、养正提高机体御邪能力，涵盖清肺—清

肺火和养正—养体虚。以“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

为指导，形成消、防、清、养系列产品，不仅为防控

呼吸系统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重要的产品支撑，也佐

证了“外防内调”综合防控策略的临床应用价值。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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