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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老年人的中医防护措施

陈河燕 谢 薇*
贵州中医药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放眼全球，几乎所有国家都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波及，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新冠肺炎疫情

正逐渐趋于稳定。尤其是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政府高效率地组织开展抗疫工作，举全国之力、聚全国之

智，不惜一切代价为了人民的生命安全保驾护航，使得我国的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对此次来势凶猛的新冠肺炎，广大人民群

众通过适当锻炼、合理饮食、保持心情愉悦、提高自身免疫力是防治的关键点。我们的祖国医学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

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了相应的中医理论体系。且在中医理论中自古强调“扶正”这一预防疾病的手段，中医认为邪气伤

人，在身体里如果邪气侵入必然引起正邪相博或邪正相争。在此次疫情防疫中，“正气”需结合免疫系统在功能上的相似之

处，从科学角度入手，结合祖国医学在疫病防护中的重要作用，研究提高人体免疫力的抗病能力，深入推进中医综合疗法参

与新冠肺炎的预防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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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免疫力往往影响着疾病的轻重缓急，老年人由于身

体原因存在免疫机能低下的情况，淋巴细胞的自然杀伤细菌

和巨噬细胞功能衰退，对病情造成不利的影响。结合目前第

七版诊疗方案中将“外周血淋巴细胞进行性下降”划分为重

型、危重型临床预警指标。由此可见，老年人因自身免疫系

统较弱，属于易感染和易转为重症、危重症人群，对此现象

医疗系统工作人员需加以重视。中医讲究“扶正祛邪”的中

心思想，而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正气的盛衰。无论什么疾

病，只要是生病，都是先虚而后病。本文从中医“扶正祛邪”

角度出发，分析常态化疫情防控下老年人的中医防护措施

[1-2]。

1“正气”与免疫之间的科学联系

风向、雨水、寒冷、热气没有得到虚空的缝隙，邪气就

不能独自伤害到人。突然遇见快速的风向、暴雨却没有生病，

有着盖子保护，所以不会虚弱，所以邪气就不能独自伤害到

人。此类别必然是因为身体虚弱，而导致邪风，与自己的身

体形态，两种虚弱相互得到。通俗地说，“虚”说明人体正

气不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只有人体正气旺盛，才

能卫外固密，外邪难以入侵，内邪也就难以产生，也就不会

发生疾病。否则，虚在初级阶段，会导致人疲乏无力、精力

不济、情绪低落、头目不清、食欲不振、便秘泄泻、失眠多

梦、月经不调等，“虚”发展到高级阶段，各种疾病就来了。

而且虚证处在于：虽不致命，却会反复缠绵，变成“顽症”。

常言道，“阳气不足百病生”，当一个人阳气不足时，体内

的五脏六腑就会缺乏正常运转的动力，日积月累，人的抵抗

力和免疫力便会随之直线下降，各种疾病就会自然而然更易

发生。就比如女性容易患的肌瘤、囊肿、增生，就是偶尔阳

气不足或不通时，机体里就会形成堵塞，给予了外界寒湿可

趁之机，形成瘀滞堵在疾处，表现出来的可能是脂肪瘤、结

石、增生、囊肿、脂肪肝、肿瘤等。祖国医学中的各种疗法，

如针灸、推拿、拔罐等利用特定穴位的刺激，达到疏通经络、

调整脏腑的气血的功效。每日 1 次，每次 3～5min。选择列

缺、内关、气海、足三里等穴位以益气平喘，选择脾俞、肾

俞、气海、足三里等穴位以扶正固本。使用前评估患者的皮

肤，取舒适的体位，采取合适的按摩手法，力度柔和、持久、

均匀，运力能深达组织深部，每次 15～20min[3]。

2 基于“扶正”中医药的防护策略分析

2.1中药复方固护脾肺，随证治之

中药以中国传统医药理论指导拥有成熟的理论体系，以

纯萃取技术以及药理知识和传统中医药理论为主要特征，是

在中医药的基础上进行提纯萃取和进一步的精确，保证在治

病的同时用量精细化并且找到其背后的原理。根据药理学家

的研究补益药中可作用于调节机体的免疫分子，如作用于 T

淋巴和 B 淋巴细胞都发挥了机体免疫调节作用，明显提升免

疫力。由于免疫系统太大，并非所有人都适用，如果用阴阳

平衡来辩证会更方便一点，按中医的说法一直给补药不行，

一直给泄火也不行。必须系统的来才能增强免疫，最简单的

就是做相反的事，怎样做身体不舒服，什么样的行为会导致

之后的几天身体会集中抗议（这疼那疼，没有精神和食欲）

全部反着来基本就会有所改善，这些是不用吃药却可以明显

提升免疫力的简单方法而且便于实际操作，也没有硬性规

定。只要跟着自己的生活习惯做出个性化的改善就行。如果

身患慢性病的老人与疑似或确诊病例有密切接触，可以尽早

让中药介入，以免感染病毒还可以延缓病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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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卫健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

第七版）》和省市区以及自治区、直辖市等地方公布的防治

方案中，“扶正”这一治疗理念，在疫情预防阶段、治疗阶

段和恢复阶段有各时期不同的侧重点。据相关科学研究人员

整理分析，在我国 24个地区所公示的预防方案中，“玉屏

风散”应用十分广泛。玉屏风散用于预防外感风寒有显著疗

效，玉屏风散由黄芪、白术、防风三味药组成，在临床上适

用于卫气不足、脾肺气虚所导致的潮热汗出、体质虚弱、易

感冒免疫力低下、过敏性鼻炎等病症，适用范围普遍。在疫

情疾病治疗的最后阶段，正邪之气交错导致的气虚，表现为

肺气不足，导致脾肺虚弱卫气减退，不能固本抗邪，易导致

一系列病症。如卫气衰退，就如同人体的护卫、保卫功能减

弱，有卫表的作用，“表”就包括人体的皮肤表面、毛发、

身体呼吸道等部位，如果卫表不固，就容易受到风邪或风寒

邪气的侵袭，从而容易免疫力低下，如感冒、咳嗽、鼻炎等，

有些人容易怕风怕冷，也跟这个因素有关。如患者邪胜正退、

病情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是不利于治疗和康复的。因此，对

老年病患尤其要重视免疫系统的监护，若出现身体机能衰

竭、休克等病情恶化现象，要及时运用呼吸机等医疗器械采

取必要措施，还可以使用中药人参、附子类回阳救逆药。此

时患病老年人因病情消耗元气，阴阳失调，无法巩固根本培

养元神，或有生命危险。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中医讲究扶正

固本为佳，不可盲目滋补，易助养体内邪气滋长伤及脾胃。

使用中药使应运用其灵活性，分辨虚实、调理缓急。

2.2 针灸刺激经穴系统，扶正祛邪

针灸作为中医独有的治疗方式，研究人体经络为基准，

独有的治疗方式与功效使其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中医就提倡

通过针灸防治疾病。针灸是导引之术，是要调动身体的气血

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就相当于调动警察去打击犯罪分子一

样，如果判断错了犯罪分子的位置、数量和具体情况，那么

就抓不到犯罪分子，达不到目的。人体有自愈能力，运用针

灸治疗调和体内阴阳正气。研究者经过考证得出，针灸刺激

可动调动自身免疫系统，调控提升免疫力提升多个身体机

能，能起到抵抗发炎、抗病毒感染的作用。研究者还发现针

刺可明显改善身体 T细胞亚群，调节外周血的水平。发现艾

灸能够减少恶性肿瘤对人体机能的损伤，老年人身体机能较

弱，用艾灸治疗化疗后的白细胞总数、免疫球蛋白、集落刺

激因子等评分良好，并降低肿瘤坏死因子水平[4]。现今，多

家医院专家已采用针药灸结合手段，凸显出针灸在治疗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重要位置。正如《灵枢·刺节真邪》所说：

针灸治疗的都是大约的治疗方式，这才是针灸的极致，高超

的技术是属于神明的类别，医生口中说的，以及可翻阅书卷

上记载的，都不能够做到触类旁通，所以才说发现病情就是

发现蒙昧。《灵枢·热病》也早有记载，通俗地说就是：热

病，热为火，火为阳邪。其性炎上，因此火热伤人多见，高

热烦渴、汗出、脉洪数。又因火热伤人，所以表现为心烦失

眠，脾气暴躁、妄动、神昏谵语，热病还会消灼津液，使人

体的津液耗伤，往往有口渴，喜冷饮、口舌咽干、小便短赤，

大便干燥。热病极易损伤正气，而使全身功能减弱。热还会

生风，肝风内动，会导致便血尿血，皮肤紫斑，妇女月经过

多或崩漏。经现代医学分析研究疾病分为病理观察期、临床

治疗期、恢复期、居家隔离期多选用肺俞、脾俞、气海、关

元、足三里等穴位进行调理刺激穴位，达到稳固肺部卫气，

培养补充身体元气，达到调理身心的目的。若是再配合温灸

治疗，用温热之法调动周身气血运行，刺激身体正气良好运

转。除此以外，刮痧操作简单能将体内瘀毒邪气透至皮下并

排除，为居家老人提升免疫力的良好保健方法[5]。

2.3多种外治疗法身心共调，提高免疫

伴随着我国疫情防控的有效展开，也越来越深入地了解

到疑似或是确诊的老年人对疾病的恐惧心理，存在病情抵触

情绪。因此，高死亡风险的老年人的精神压力较大，医疗人

员应多重视老年人的精神卫生。在隔离期间因活动空间有

限，达不到日常运动量，会造成老年人抗病能力低下。在中

医学研究中，五脏可以影响五音，五音可以调节五脏。角徵

宫商羽，五音调和搭配，就成了一套养身大典。古代士大夫

阶层“琴棋书画”养身术中，琴排第一位，也说明在修身养

性方面，音乐最有力量，而后便也有了五行音乐。音乐疗法

对情绪上的调整比较有效，主要是通过音乐的影响让病患暂

时放弃对自己意志和思想的控制，从而达到类似自由联想的

放松状态，此时思维会倾向于表达内心的深层愿望，从而释

放压力，达到情绪的平复。中医心理学和中医音乐疗法基本

上就是五音五行五脏相对等的，再加阴阳调和。我们发现《阳

春白雪》《春江花月夜》等音乐对将缓解老年人的压力情绪、

安抚睡眠、调节食欲有很大的改善功能。

3 结语

新冠肺炎为 2019 年底爆发的新型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属中医“温病”“疫病”范畴，最初病毒发现于冬季，当时

武汉适逢阴雨天气，全小林院士将此疫情视为“寒湿疫”，

由于温邪主要通过口鼻入侵人体，首先影响肺部，常引起发

热干咳乏力等感冒症状。但中医认为这次疫情邪气非常厉

害，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和流行性。中医说认为感受外邪祛除

体内湿邪，身体虚弱的及时补虚，机体调节好得到改善，体

内正气可杀灭外邪，从而阴阳调和，不易患病，即使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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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侵入机体非常浅，易于治疗。中医治疗手段丰富，但万

变不离其宗，其中针灸、五行音乐、八段锦等治疗方法可调

节周身脉络、调和阴阳、理气固本等功效。中医的基本原理

是提高人体抵抗力，帮老年患者自己扛过去。中医不仅是伟

大中华文化的千年结晶，更是中华文明品德的千年结晶，这

次新冠中中医医术大放光芒，中医品德更让西医自愧不如。

中医德才兼备，德艺双馨，实在是我国之荣幸，人民之荣幸。

综合上述分析，此方案简便、实用性较强，应用中医护

理技术解决了临床护理问题，对临床护士实施中医辨证施护

有一定的指导性，并加强了护士与老年患者交流，提高了老

年患者依从性，有利于恢复期老年患者的生理心理康复，促

进疾病的预防，有利疫情的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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