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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医药

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证明了中医药

在疫病防治中的实力。新冠肺炎属

于中医学疫病的范畴。历史上，中国

人民依靠中医药治疗了很多疫病，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长期与疫病的

斗争中，中医学对疫病的认识逐渐走

向成熟，总结出一套理论体系，探索

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对现代传染

病防控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中医学视角下的疫病相当于现

代医学的传染病。了解传染病的传

播途径是预防和阻断疾病传播的关

键 环 节 。《医 学 心 悟》中 提 出 疫 病 有

“在天”和“在人”两种传播途径，“在

天”指疫疠之气通过各种媒介，如风

寒、暑湿、雾露、蚊蚋等进入经络，从

而流注脏腑；“在人”指由于人群聚集

和 接 触 ，疫 疠 之 气 通 过 口 鼻 进 入 人

体。这些认识为现代传染病流行期

间采取的防治措施，如改善公共卫生

条件、控制人员聚集与流动、在自然

疫 区 进 行 消 杀 、防 止 蚊 虫 和 老 鼠 叮

咬、避免接触疫水等，提供了历史经

验依据。

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

护易感人群是预防传染病的主要措

施 。 这 一 重 要 防 疫 措 施 在《治 疫 全

书》中就曾得到概括和总结。书中提

出瘟疫流行时节“十四不要”原则，其

中包括“毋近病人床榻，染其秽污；毋

凭死者尸棺，触其尸恶；毋食病家饭

菜；毋拾死人衣物”。现代抗疫措施

与 中 医 学 中 的 防 疫 思 想 一 脉 相 承 。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限制人员不

必要的流动、识别疑似病例与高危人

群、出现疑似病例时对小区和街道进

行封锁、设置集中隔离点等举措，是

对古代防疫措施的继承与发展，在控

制疾病流行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作用。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有效

方法。通过接种疫苗，能够对个体进

行有效保护，也能对人群形成有效保

护。我国预防接种的思想源远流长，

《肘后备急方》中记载用狂犬脑敷治

狂犬咬伤的方法，孙思邈以脓汁接种

法预防疖痈。这些方法既是免疫接

种思想的体现，也是免疫接种技术的

原型。在人类征服天花的过程中，中

医学还在免疫接种思想基础上发明

了人痘接种法，为预防和消灭天花发

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药治疗疫病有着自己独特的

优势。新发传染病的病因千变万化，

现代医学对新发传染病的研究，以及

新药与特效药的临床应用，往往需要

较长时间。此时中医药思维模式在传

染病的诊疗中展现出明显优势。中医

强调辨证论治，通过观察、分析、判断

疾病的症候群、患者体质和所处环境

三者之间的关系，确定理-法-方-药，

在病原体不明的情况下仍能对疾病发

挥一定的治疗作用。以病毒感染性疾

病为例，中医药主要采用扶正祛邪的

方法。“正”代表身体的抵抗力、免疫力

等；“邪”代表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和湿、

热、瘀、毒等中医致病因素。“扶正”重

在激活、引导和提升身体内部潜在的

抵抗力、免疫力、抗损害力和修复自愈

能力。“祛邪”主要分为 3 方面：一是药

物的直接抗病毒作用；二是通过强化

机体的免疫系统，消除和减轻外界致

病因素（如病毒）的损害；三是通过调

整身体内部状态，抑制或阻断加重疾

病的病理生理过程，如炎症、水肿、循

环障碍等，以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防

止病情加重，同时缓解患者症状。此

外，中医药典籍中记载了许多治疗疫

病的药物。在现代医学缺乏针对新型

冠状病毒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医从古

籍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三方三药”

（“三方”包括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

方、宣肺败毒方，“三药”包括金花清感

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

对新冠肺炎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新冠

肺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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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视中医药的可及性，将中医药纳入

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体制中，充分发

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

用，不仅能为疫情防控提供助力，对

维护人民生命安全也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解放军总医院第一

医学中心）

中医学中中医学中的战“疫”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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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接种是预防控制疾病传播

的有效手段。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 仍 处 于 流 行 阶 段 ，境 外 疫 情 输 入

我 国 的 风 险 依 然 很 大 ，疫 情 防 控 形

势严峻复杂。开展加强免疫的工作

对 保 护 易 感 人 群 、有 效 遏 制 疫 情 传

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务院联防

联 控 机 制 发 布 会 的 内 容 ，我 们 整 理

了一些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的接种

知识，分享给大家。

为什么要打新冠病毒
疫苗加强针

根 据 国 内 外 的 研 究 结 果 分 析 ，

现在疫苗接种对预防感染，尤其是

预 防 重 症 和 死 亡 的 效 果 是 比 较 好

的，也是非常显著的。完成全程免

疫接种疫苗后的感染风险和未接种

疫苗的感染风险相比大大降低。随

着接种疫苗时间的推移，受种者的

中和抗体水平在下降，保护效果在

减 弱 。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 通 过 增 加

接 种 疫 苗 针 次 进 行 加 强 免 疫 ， 是

提 高 免 疫 水 平 、 增 加 保 护 性 的 一

项 措 施 。 疫 苗 研 发 专 班 就 新 冠 病

毒 疫 苗 加 强 免 疫 策 略 组 织 专 家 进

行专门论证，根据前期加强免疫研

究的结果，考虑到疫苗安全性、免

疫原性等相关因素，提出了加强免

疫策略。

哪些人群可以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完 成 国 药 中 生 北 京 公 司 、北 京

科 兴 公 司 、国 药 中 生 武 汉 公 司 的 灭

活疫苗和天津康希诺公司的腺病毒

载体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月的 18 岁

及 以 上 人 群 ，可 进 行 1 剂 次 的 加 强

免疫。

根 据 疫 情 防 控 需 要 ，目 前 加 强

免疫接种优先在感染高风险人群和

保障社会基本运行的关键岗位人员

中 开 展 。 同 时 ，要 求 各 地 统 筹 考 虑

口岸、边境、重大活动等疫情防控需

要，以及 60 岁及以上等感染后导致

重 症 风 险 高 的 高 危 人 群 等 因 素 ，扩

大 加 强 免 疫 接 种 的 人 群 范 围 ，对 其

他 符 合 条 件 且 有 接 种 需 要 的 人 群 ，

也提供加强免疫接种服务。如果有

加 强 免 疫 的 接 种 需 要 ，可 以 咨 询 当

地的具体安排。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安全吗

根据前期临床试验加强免疫接

种的研究结果看，新冠病毒疫苗加强

针发生的不良反应，没有超出既往针

次出现不良反应的水平。

接种疫苗后会出现一些不良反

应。第三剂次接种可能会出现发热、

头痛、疲劳，这些都属于一般反应，不

需要专门治疗。但是假如症状一直在

持续，且感觉比较严重，要及时就医。

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可以“混打”吗

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免疫战略咨

询专家组在关于疫苗使用的专门会

议上提到了加强免疫的问题，建议使

用同源疫苗，就是用相同技术路线的

疫苗进行加强免疫。尤其是灭活疫

苗，建议开展后续增加针次加强免疫

接种。

我国目前采取的加强免疫接种

策略是同源疫苗接种，即使用灭活疫

苗完成全程免疫的还用灭活疫苗加

强，使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完成全程免

疫的还用腺病毒载体疫苗加强。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
强针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强针时有哪些注意事项

第一第一，，接种间隔接种间隔。。目前目前，，建议完建议完

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接种 66 个月以个月以

上上，，开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开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

第二第二，，疫苗选择疫苗选择。。目前目前，，确定有确定有

三种灭活疫苗和一种腺病毒载体疫三种灭活疫苗和一种腺病毒载体疫

苗进行加强免疫苗进行加强免疫。。打完全程灭活疫打完全程灭活疫

苗后如果要进行加强免疫苗后如果要进行加强免疫，，必须选择必须选择

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相同技术路线的疫苗产品。。

第三第三，，关于禁忌症的把握关于禁忌症的把握。。之前之前

选择灭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体疫苗选择灭活疫苗或者腺病毒载体疫苗

出现急性过敏性反应的出现急性过敏性反应的，，后面作为禁后面作为禁

忌不能接种忌不能接种。。

第四第四，，现场留观现场留观 3030 分钟分钟，，以评估以评估

接种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接种后可能出现的风险。。接种疫苗后接种疫苗后

要避免剧烈运动要避免剧烈运动，，保持平稳生活状态保持平稳生活状态。。

未来不断接种新冠病未来不断接种新冠病
毒疫苗是否会成为常态毒疫苗是否会成为常态

一个疫苗接种几剂次一个疫苗接种几剂次、、给谁打给谁打、、

什么时间打什么时间打，，属于免疫程序当中的重属于免疫程序当中的重

要内容要内容。。免疫程序的科学制订需要免疫程序的科学制订需要

根据前期研究的相关结果根据前期研究的相关结果，，比如疫苗比如疫苗

安全性安全性、、有效性有效性、、保护效果保护效果，，以及控制以及控制

疾病的需要疾病的需要、、病毒变异的情况病毒变异的情况、、疾病疾病

的特性来最终确定的特性来最终确定。。新冠肺炎是新新冠肺炎是新

发传染病发传染病，，病毒是新病毒病毒是新病毒，，现在用的现在用的

疫苗也是新疫苗疫苗也是新疫苗。。这里包括了多条这里包括了多条

技术路线技术路线，，要确定它的最佳程序需要要确定它的最佳程序需要

不断研究和探讨不断研究和探讨。。一个理想的疫苗一个理想的疫苗，，

我们希望通过全程免疫后起到很好我们希望通过全程免疫后起到很好

的效果的效果。。所以所以，，希望将来有更好的疫希望将来有更好的疫

苗苗、、更好的接种程序更好的接种程序，，来达到牢固的来达到牢固的

人群保护效果人群保护效果。。

（（竹竹 君君整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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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接种指南

前段时间，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医疗队赴高原巡诊。巡诊过程中，医护

人员发现不少战友的唇部出现干燥、脱

皮、溃烂、肿胀等症状，影响日常生活和训

练。这些症状是唇炎的典型表现。

唇炎与环境有着密切关系。高原地

区寒冷干燥、氧气稀薄、紫外线强，有的

战友上高原后可能出现机体免疫系统机

能减退的情况，导致身体抵抗力下降，口

腔黏膜疾病高发。在 3000 米以上的高

海拔地区，唇炎症状更加严重，因此也叫

高原特发性唇炎。

除环境因素外，精神紧张和一些不

良习惯也会诱发高原特发性唇炎。有的

战友唇部出现干燥、起皮情况时会习惯

性地舔嘴唇或咬唇撕皮。舔嘴唇虽能让

皮肤保持暂时湿润，但唾液中含有淀粉

酶，水分蒸发后会留在嘴唇上，加重唇部

干燥症状。咬唇撕皮会破坏唇红的上皮

屏障，轻则让嘴唇流血、感染，重则引发

慢性唇炎，导致嘴唇反复起皮、发痒、肿

痛、渗出液体并结痂。此外，长期吸烟、

微生物感染（单纯疱疹病毒、真菌感染）、

口腔卫生状况不佳、全身系统性疾病（维

生素 B6 缺乏、甲状腺功能紊乱）等也可

能诱发唇炎。

治疗高原特发性唇炎首先要去除局

部诱因，如避免舔嘴唇、咬唇撕皮、进食

刺激性食物、太阳暴晒等。然后在医生

建议下进行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或心理

治疗。战友们出现唇部干燥、脱皮等症

状时，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局部药物治

疗。首先湿敷唇部，用纱布或棉签蘸取

足量复方硼砂溶液、康复新液或漱口水

在唇部湿敷，去除唇部痂皮和炎性渗出

物，便于药物渗透到黏膜组织。没有条

件的也可用清水湿敷唇部。湿敷后使用

促进愈合的药物，有助于恢复唇部皮肤

的屏障功能。最后涂抹高原护唇膏，可

以起到修复、抗光辐射、滋养、保湿的作

用。如果唇部出现肿胀、破溃，可遵医嘱

进行全身治疗，如适当补充微量元素及

维生素。嘴部伴有瘙痒症状时，还可遵

医嘱服用抗组胺类药物，如氯雷他定、盐

酸西替利嗪片等。

高原特发性唇炎病程较长、易反复

发 作 ，随 着 海 拔 增 高 ，发 病 率 也 会 增

加。驻高原地区的官兵平时要做好个

人防护，防止高原特发性唇炎发生。重

视唇部保湿。经常涂抹高原护唇膏，不

要舔嘴唇、咬唇撕皮等。加强对紫外线

的防护。强紫外线会破坏唇部深层胶

原蛋白和弹力纤维，加重炎症和损伤。

战友们外出时可佩戴面罩和帽子，以减

轻紫外线照射对皮肤及口唇的损伤，同

时有局部保温的作用。尽量少摄入光

敏性食物。光敏性食物经消化吸收后，

所 含 的 光 敏 性 物 质 会 进 入 皮 肤 及 黏

膜。如果此时经强光照射，可能与日光

发 生 反 应 ，导 致 裸 露 部 位 红 肿 、起 疹 。

均衡饮食。适当增加富含维生素 A、维

生素 B、维生素 D 等食物的摄入，如胡萝

卜、西红柿、动物肝脏等，有助于增强皮

肤抵抗力；避免进食刺激性食物及可能

诱发过敏的食物。科学锻炼，提高机体

免疫力。

（作者单位：空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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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血是人体血液中的红细胞容量

减少，不能满足生理功能需求的一种疾

病。血常规检查是筛查贫血的基本方

法。贫血程度通常以血红蛋白浓度的

多少来表示。成年男性血红蛋白的正

常 范 围 在 120- 160g/L 之 间 ，女 性 在

110- 150g/L 之 间 。 如 果 男 性 低 于

120g/L、女性低于 110g/L，就可以诊断

为贫血。如果官兵在体检中发现血红

蛋白指标降低，或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

感觉头晕、无力，有面色发白等情况，应

及时去血液科就诊，以明确病因。

贫血的发病原因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造血生成不足引起的贫血，包括

铁、叶酸、维生素 B12 等造血元素缺乏

导致的贫血；造血干细胞和祖细胞（血

细胞的祖先细胞）异常导致的贫血，如

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等；造血微环

境异常导致的贫血，如骨髓坏死。二

是红细胞破坏过多引起的贫血，常见

的有溶血性贫血。三是各种急慢性失

血引起的贫血。此外，其他系统疾病

也可能引发贫血，如肝肾疾病、内分泌

疾病、慢性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肿

瘤骨髓转移等。

贫 血 的 病 因 不 同 ，治 疗 方 法 也 不

同。铁、叶酸、维生素 B12 等营养元素

缺乏导致的贫血，需要补充相应的造

血元素 ；急性白血病需要进行化疗和

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 ；再生障碍性

贫血需要进行免疫抑制剂治疗 ；溶血

性贫血需要针对溶血原因进行治疗 ；

失血性贫血和继发于其他系统的贫血

需要治疗原发病。

临床中常见的贫血多为缺铁性贫

血。发生缺铁性贫血时，血常规检查

指标一般表现为血红蛋白水平降低、

红细胞体积变小，部分患者的血小板

计数明显升高。慢性失血是缺铁性贫

血的常见诱因，如女性月经过多、消化

道反复出血、痔疮出血、支气管扩张长

期咯血等。胃十二指肠疾病导致铁吸

收不良、妊娠哺乳期对铁元素的需求

量 增 加 等 ，也 可 能 引 发 缺 铁 性 贫 血 。

若体检后发现自己患有缺铁性贫血，

不必太过担心，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补铁治疗，一般可口服铁剂。少数患

者口服铁剂后有胃肠道不适反应，如

果反应严重，可用注射铁剂治疗代替

口服铁剂治疗。轻度缺铁性贫血患者

治疗两个月左右，血红蛋白可恢复到

正常范围。当血红蛋白恢复到正常范

围时，不要马上停药，应遵医嘱继续口

服 铁 剂 3-6 个 月 ，以 补 充 体 内 储 存 铁

量。同时，补充维生素 C，促进铁的吸

收和利用。

如何预防缺铁性贫血？战友们平

时要平衡膳食，保证各种营养素的摄

取，并适当多摄入富含铁、蛋白质、维生

素 C 等微量营养素的食物，如瘦肉、鱼

类、蛋黄、芝麻、海带、动物肝脏、动物血

等。尽量少饮浓茶和咖啡。茶叶中含

有大量鞣酸，鞣酸与铁结合会阻碍身体

对铁的吸收。另外，一些中和胃酸的药

物会阻碍胃肠道对铁剂的吸收。因此，

服用此类药物时尽量不要和铁剂一起

口服。

（作者单位：空军特色医学中心血

液科）

关于贫血，你知道多少
■薛 梅 丁 丽

刚上高原没几天，我的嘴唇开始干

裂、起皮，嘴角周围还有些红肿。班长告

诉我，不少战友上高原后会出现这样的

情况，过段时间就能好。我也和很多战

友一样，以为嘴角溃烂是干燥、缺氧的自

然环境引发的上火，并未引起重视。可

一段时间后，红肿、干裂的部位开始脱

皮、糜烂，加上驻训场风沙较大，原本糜

烂、结痂的患处被冷风吹得愈发干裂、灼

痛。我便经常用舌头舔嘴唇，想着能湿

润嘴唇，缓解患处的不适感。没想到，这

样反而加重了病情，我的嘴角出现溃烂，

吃饭、打哈欠都不敢张大嘴。无奈之下，

我向卫生连军医滕志涛求助。

滕医生告诉我，这是由于对高海拔

环境不适应诱发的高原特发性唇炎，属

于一种口腔黏膜疾病，并非我们平常说

的上火。诊断后，滕医生让我用红霉素

软膏涂抹患处，并叮嘱我平时要经常涂

抹高原护唇膏，改掉舔唇、咬唇等不良

习惯，同时多吃些富含维生素的水果、

蔬菜。

现在，我的唇炎症状逐渐好转，原本

红肿、溃烂的嘴角开始结痂脱落。通过此

次经历，我也懂得了身体不适时要及时就

诊、科学用药，防止“小病不医成大患”。

发生唇炎莫轻视
■新疆军区某工兵团中士 李 江

近日，第 80集团军某旅在演训期间组织医疗小分队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提供常见病诊疗及心理疏导服务。图

为该旅军医在当地卫生所为百姓诊断病情。 刘晓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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