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新冠病毒 Omicron變異株的認識及預防組方 

 

一. 對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感染證候的認識： 

Omicron 傳播速度快、來勢洶洶。張伯禮院士指出，Omicron 並不可怕，只

是其中醫證候特點不同。以往的新冠病毒叫“濕毒疫”，是一種“濕邪”，

濕毒蘊肺是其核心特點； Omicron 傳播快、隱蔽性強、但見外感風寒，風束

肺衛，“風邪”特徵明顯。患者頭疼、發熱、咽疼，鼻塞、流清鼻涕，咳

嗽、少痰，有痰也是白痰。患者頭痛、發熱、咽痛、鼻塞、流清涕、咳嗽、

少痰或白痰，很少有肺炎症狀。它的轉陰時間比較快，複陽比較少，轉重率

比較低。[1] 

 

張伯禮院士：西醫關注病毒、中醫關注症候，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與此

前新冠病毒肺炎的症候特徵確實不一樣，從目前掌握的境內外 100 名左右患

者來看，初期症狀外感風寒，例如表現為頭疼、低熱、少數中熱，咳嗽、鼻

塞，開始沒有痰、乾咳，治療就和之前有所變化，以宣肺祛風為主，現在也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病情到了中期，表現出肺熱、咳嗽為主，咳嗽都是黃痰，

用甘寒清熱。後期注重益氣養陰。[2] 

 

二. 預防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感染組方思路及方解： 

這次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感染，相似流感病毒之上呼吸道感染，與中醫

時行疫毒所致的時行感冒，以肺衛症狀為主相似，以風寒、風熱為多，兼夾

濕等為特 

點。[3] 

 

《類證治裁·傷風》：“時行感冒，寒熱往來，傷風無汗，參蘇飲、人參敗

毒散、神術散。”《諸病源候論·時氣候》：“時行病者，是春時應暖而反

寒，夏時應熱而反冷，秋時應涼而反熱，冬時應寒而反溫，非其時而有其氣，

是以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  

 

《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黃帝曰：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

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歧伯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

邪不可幹，避其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氣出於腦，即不邪幹”。  

 

《黃帝內經·素問·四氣調神》“……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

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

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據上中醫治未病，未病先防的思想，擬定新冠病毒 Omicron 變異株感染預防

建議方：防風 10g 白術 15g 五指毛桃 30g 藿香 15g 蒼術 10g 銀花 10g 牛蒡子

10g 甘草 6g。其中： 

  



 
 

君藥：加減玉屏風散：防風（辛甘微溫）—發表散風，白術（苦甘溫）—健

脾燥濕；五指毛桃（辛甘微溫）—益氣補虛、健脾化濕、止咳化痰；嶺南多

以南芪（五指毛桃）代北芪。[4] 

  

玉屏風散：最早記載于宋·張松《究原方》，1213 年，沿用至今 809 年。也

有提到記載元·危亦林《世醫得效方》( 1337 年)，元·《丹溪心法》(1347 年)。

主治表虛自汗，亦治表虛腠理不固，易感風邪，是扶正固本，提高機體免疫

功能的經典方。[5] 

 

方中黃芪固表益氣止汗，具有免疫雙向調節的作用，既可在炎症持續時，降

低促炎因數的產生而發揮免疫抑制作用，又可在免疫低下時提高機體免疫力；

白術健脾益氣，二者合用，則氣旺表實，防風祛風走表並禦風邪，固表不留

邪，祛邪不傷正。現代研究表明防風具有抗炎、抗氧化、免疫調節的作用。

近年實驗研究提示：玉屏風散能增強氣道粘膜屏障作用，通過恢復和保護氣

道粘膜的正常結構及功能，同時調節機體的免疫功能等，來實現其扶正固本，

提高機體免疫以防禦外邪的作用。[6] 此三味藥，散中寓補，補中寓散，目的

以扶正益氣祛邪為本方核心，為君藥 。 

 

臣藥： 藿香味辛微溫，具芳香化濕，散寒和胃之功。蒼術，辛苦溫，具燥濕

健脾之功。張山雷.《本草正義》“蒼術芳香辟穢，勝四時不正之氣，故時疫

之病多用之，最能驅除穢濁惡氣，陰霆之域，久曠之屋，宜焚此物而後居人，

亦此意也。”[7,8] 

 

佐藥：銀花 12（甘寒）—辛涼透表，疏風清熱，牛蒡子 10（辛苦寒）—疏風

利咽； 

 

使藥：甘草 6（甘平）—祛痰止咳，調和諸藥。加入生薑 3 片，適量茅根、

竹蔗、馬蹄煲水，以上是 4 人一日量。 

煎法：上方加水蓋過藥面 1 寸，煲滾後 20 分鐘，翻渣一次，分 1-2 次服/日 

連服 3-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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