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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对中医防治急性传染病的认知与需求分析 
朱霜菊  豆蕊  陈锐 

（四川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四川绵阳  621000） 

摘要：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四川省基层农村、城镇居民对中医防治急性传染病的认知、接受程度与需求，探讨中医预防急性传染病的服
务能力与百姓健康需求之间的差距，以寻求解决策略。方法 采取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利用自制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学分析。结果  
大众对中医知识获悉途径以新闻媒体、广播讲座为主，分别占 81.38%、68.97%，对中医预防、治疗疾病的方式，选择汤药、中成药分别占
82.10%、65.63%；认为有必要普及中医药防控新冠肺炎者占 89.26%，疫情期服用了医院自制的防疫汤药者占 34%，赞同应用中西医结合治
疗新冠肺炎占 65.39%；认为中医在预防传染病领域应起到突出作用占 72.32%、医院和各高校应开设相关讲座占 61.1%、政府部门应大力支
持中医防治传染病占 83.29%。结论 只有加强政府引导，增强基层医疗机构中医服务能力，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领域中的优势，才
能最终促进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工作中的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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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中医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一直积极参与到重

大突发传染病的防控之中，从过去的霍乱、天花、鼠疫到后来的“非
典”（SARS 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等急性传染病，
人们在经受了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加深了对传染病深入系统的认识，
积攒了丰富的防治经验，中医药在这类传染病的防治中都发挥了独
特的作用，成效显著[1]。尤其是在 2019 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这一重大烈性传染病的防治过程中，中医的治未病思想，防病
重于治病、防治结合的重要性又得到空前的重视[2]。 

本次研究通过调研 2021 年-2022 年四川省四个项目区的农村
和城镇地区居民对中医防治急性传染病的认知、接受程度与需求，
探讨中医预防急性传染病的服务能力与百姓健康需求之间的差距，
为推动中医药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公共卫生应急系统中的应用
提供参考。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根据四川地理、经济、文化条件的不同，抽取绵阳市的安州区、

泸州市的泸县、南充市的仪陇县、阿坝州的金川县开展现场或回顾
性调查研究。研究现场采取分层、随机、整群抽样确定，层级包括
县、乡镇（街道）、村（社区）。 

1.2 资料来源及方法 
根据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不同，采用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

法，通过现场调查发放自制问卷《大众对中医预防新冠肺炎情况调
查问卷》430 份，回收 430 份，回收率为 100%，其中 11 份问卷的
应答率小于 100%，被视为无效问卷剔除，有效问卷总数为 419 份，
有效率 97.44%。 

1.3 质量控制 
在问卷发放前，对本课题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后 立

即回收问卷。 
1.4 统计分析 
利用 EXCEL 软件进行分类、统计和分析数据，定性资料采用

统计描述，计算频数和构成比。 
2 结果分析 
2.1 基本情况 
共调查人员 419 名，其中安州区 127 人，泸县 100，仪陇县 96，

金川县 96；男女比为 1：1.19，女性略多于男性，年龄涵盖包括 20
岁以下至 61 岁以上。受访者的年龄集中在 50 岁以上，此次受访对
象为农村和城镇，多为老年人留守在家，初中以下学历和文盲所占
比例较高，分别是 44.87%、19.33%；农村户口占 74.94，城市户口
占 25.06%；职业属性中，农民所占比重高达 57.04%。从结果中可
以发现，参与调查的人员主要是老年群体，学历较低，女性略多于
男性。 

2.2 大众对中医的了解的途径和种类 
大众对中医知识的获悉途径较多，以在新闻媒体、广播讲座为

主，分别占 81.38%、68.97%，见图 1。对中医的预防、治疗疾病

的方式主要集中在汤药（占 82.10% ） ，其次是中成药（占 65.63% ）
以及熏药香包（占 37.95.63% ），见图 2。 

 
图 1  获取中医药信息的途径 

 
图 2   中医预防举措方式种类 
2.3 大众对中医预防传染病的了解与接受程度 
在调查的 419 名居民中，有 26.25% 表示对中医预防和治疗新

冠肺炎很了解，有 51.31% 表示一般了解，有 19.09%表示不太了解，
3.35%表示完全不了解。有 79.47%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使用中医药
防控新冠肺炎，16.71%表示愿意但有顾虑，3.1%表示不太愿意，
0.72%表示完全不愿意；89.26%表示有必要普及中医药防控新冠肺
炎，3.34%表示没有必要，7.4%表示无所谓；疫情期有 34%服用了
医院自制的防疫汤药，21.72%接受了其他中医防疫方式，35.08%未
接受任何中医类防疫方式。 

2.4 大众对中医预防传染病的信心与需求 
91.65%表示会向你的朋友推荐使用中医药方法预防新冠肺炎，

7.88%表示不会，0.47%表示不确定；26.74%赞同应用中医治疗新冠
肺炎，4.77%赞成西药治疗，65.39%赞成中西医并用，3.1%表示无
所谓。72.32%希望未来中医在预防传染病领域起到突出作用，
22.67%希望起到辅助作用，5.01%表示无所谓；82.58%表示看好传
统中医与现代预防医学理论相结合，1.91%表示不看好，8.83%表示



 

中医中药 

 279 

医学研究 

无所谓，6.68%表示不了解。 

 
认 为 政 府 部 门 应 大 力 支 持 中 医 防 治 传 染 病 的 受 访 者 占

83.29% ， 
,61.1% 认为医院或各大高校可开设相关讲座，53.94% 认为需

要加大网络宣传或杂志书本宣传，54.41% 认为新闻媒体应该多加
报道（见图 3）。 

3 讨论 
3.1 中医药的民族自信 
中医药在防治“疫病”的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应对一

时无法明确病源及病毒属种等各类急性传染病的防控方面，中医药
通过 “扶正祛邪”的整合治疗和“一人一方”个体化辨证思维，
用显著的疗效彰显中医药的特色与优势。疫情防控是对中医药的一
次考验，中医药领域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中医药的抗疫经验甚至受到了世界关注，很多国家通过视频连线的
方式探讨学习中医药抗疫的经验[3]。实践证明，中医药经受了考验，
依然历久弥新、好使、管用，值得珍惜。调查结果中发现，即使身
处农村，年龄大、学历低的基层老百姓也深深信赖中医，期待着中
医在今后传染病的防控中起到突出作用，这足以证明中医药巨大的
民族魅力。 

3.2 基层中医药发展受限 
此次调查中可见，新冠肺炎侵袭，只有少数的人接受了中医防

疫汤药或者其他方式，大多数人对中医预防治疗措施不甚了解，老
百姓了解最多的是汤药，其次是中成药、艾灸以及香囊，对于针刺、
耳穴以及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易筋经、太极等了解甚少。究其
原因是基层医疗机构提供中医服务能力有限，中医医疗人才匮乏，
后备人才不足。此外，部分民众对中医药存在种种误解与偏见，对
中医存在刻板印象，一般认为中医药只能治疗慢性病，无法应对新
发急性传染病。从国家层面分析则是中医药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
等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还面临种种科学质疑、政策障碍和实施困
难，我国尚未建立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应急救治体系的长效机制
[4-5]。 

3.3 建议 
3.3.1 加强政府宏观政策引导 
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实践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政府的政策引导

支持。政府只有增加对中医药领域的政策支持和卫生投入，才能从
根源中推动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中的发展。其中制定相应的政策方针
是保障中医药能够积极参与公共卫生中的重要基础，同时，扶持政
策要具有系统性和持续性。建议加大对中医药的政策支持和卫生资
金投入，一是深入开展中医先进县的创建活动；二是用于加强对传
染病定点医院、综合医院和中医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
尤其是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建设；三是用于加强对优秀中医药人才
的培养，尤其需要加强对中医药人才的应急救治技能培训，并纳入
医护人员继续教育内容于以实施，四是强化中医医师公共卫生知识
培训和疫情防控演练，提升中医医师队伍重大疫情应急处置和救治
能力，使中医药能在第一时间参与到急性传染病的防控工作去。 

3.3.2 扩大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 

在基层或是医疗资源缺乏的地区，中医在治疗方法应当具有多
样，不仅要满足广大群众多元化的中医药需求，更要解决百姓“就
近就医”的问题。扩大基层中医药服务覆盖面基础上，持续加强县
级中医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馆、社区卫生服
务站、中医诊所和村卫生室“中医阁”建设，强化以全科医生为重
点的基层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加强省、县两级中医适宜技术推广
中心建设，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满足百姓中医药需求。构建以中
医综合性医院中医保健科为主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依托的中医
药特色的医疗保健服务体系，加快乡镇和社区卫生机构中医科室设
置和中医药人员的配置，强化各级政府对中医药发展的责任。 

3.3.3 人才的培养 
针对基层医疗机构人才匮乏，后备人才不足这一特点，认真实

施国家《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强化中医疫病
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打造高水平的中医疫病防治队伍，紧密对接公
共卫生、等紧缺医学人才，加快中医药相关领域人才培养。为此，
建议在大专院校建立中医预防医学人才学科，培养更多的为基层老
百姓服务的基层守门人，这是全面加强和提高基层中医药防治重大
传染性疾病能力的人才基础与保障。中医药的特色在于面对不明原
因的突发急性疾病时不需要病原学检测，医生可依靠辨证论治体系
迅速展开诊疗，这个特点相对于西医诊疗在传染病的防治中独具优
势。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中医药传染病学人才的培养，加强中医预防
保健人才队伍建设，首先要规划发展中医药院校教育，坚持以中医
药专业为主体，加强、充实和调整中医药学科结构和教学内容，按
照中医药人才成长规律施教，培养具有扎实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实
践能力的中医药人才，加大中医类别预防保健人员的培养力度，这
样才能真正将这一宝贵财富加以传承弘扬发展[6]。 

3.3.4 加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传播工作 
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科普宣传，加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的传

播工作，推广中医养生文化，增强民众自我保健意识，改善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降低患病风险。通过电视、广播、讲座、报纸、社区
宣传栏等多种方式，有针对性地对中医药预防保健知识进行多种多
样的宣传。以中医院等中医医疗机构为阵地，向周边社区宣传推广
中医养生文化，特别强调作息有律、起居有常、饮食有节、情绪稳
定等国民健康生活方式。中医药养生文化，尤其是重点面向老年人
宣传和推广中医药养生文化，可大规模开展群众性中医传统体育运
动，如八段锦、太极拳、气功、武术、五禽戏等，以此增强国民体
质。众所周知，预防新发传染病的最佳方法是增强自身抵抗力，加
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传播工作以提升民众的健康意识、增强国民
体质，这是适应我国疾病谱由传染病转向慢性病的现实需要，也是
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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