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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感冒疾病是一种常见的上呼吸感染性疾病,表现为鼻塞、喷嚏、流涕、发热、咳嗽、头痛等,

此病冬、春季与季节交替时为多发。传统的藏医学认为人之所以感冒,是由于饮食不卫生、环境污染、

大汗之后受凉以及起居行为原因所至,文章旨在研究基于文本挖掘的藏医临床治疗感冒的疗效,以及为

治疗感冒疾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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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d disease is a common 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us disease, manifested by nasal congestion, 

sneezing, runny nose, fever, cough, headache, etc. It occurs frequently in winter, spring and seasonal alternation. 

Traditional Tibetan medicine believes that the reason why people catch a cold is due to unhygienic die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ld after sweating, and living behavior. This article aims to study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ibetan medicine in treating colds based on text mining, and provide some reference and guidance for the 

treatment of cold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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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冒是一种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给人们的健康和生活带

来了困扰。虽然现代医学在感冒治疗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传

统的藏医疗法一直备受关注。本论文旨在结合文本挖掘和临床

实践,对藏医治疗感冒的疗效和机制进行研究。通过整理和分析

这些数据,我们将探索藏医治疗感冒的原理和规律。文本挖掘和

临床实践的研究,我们将为藏医治疗感冒提供科学依据和临床

指南,促进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融合发展。该研究对于推动感

冒治疗的创新和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1 感冒疾病总论和分论  

1.1总论及其定义 

感冒,又称为普通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是一种由多种不同

病毒引起的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喉感冒,肺疫感冒,流感,鼻疫感

冒等感染的部位不同就分为四种感冒疫疠,是因饮食不卫生,大

汗之后又受凉,以致产生了感冒疫 疠。感冒通常表现为以下症

状：感冒的早期症状包括喉咙痛、流感感觉、喉咙干燥以及全

身乏力。患者可能感到虚弱和疲惫。感冒患者常常会频繁打喷

嚏,并且有鼻涕和鼻塞。鼻涕通常是透明的,但后来可能变得黏

稠。喉咙痛通常伴随咳嗽,咳嗽可以是干咳或有痰的湿咳。感冒

也可以导致头痛和肌肉疼痛,患者可能感到全身不适。一些感冒

患者可能会有轻度的低热或发热,但这通常不如流感那么严重。

感冒症状通常在感染后的几天内逐渐发展,然后在一周左右逐

渐减轻。虽然感冒通常是一种轻微的疾病,但它可以导致不适和

生活质量下降。需要注意的是,感冒与流感(流行性感冒)不同。

流感通常更严重,症状更剧烈,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感冒通

常由鼻病毒或冠状病毒等多种病毒引起,而流感则主要由流感

病毒引起。总的来说,感冒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尤其在冷季节更

加普遍。虽然通常是一种自限性疾病,但对于免疫系统较弱或有

其他基础健康问题的人群,感冒可能会引发并发症,因此及时的

休息和治疗仍然很重要。 

疗法：用热性药物及营养食物, 身体不能受寒, 要住在暖

和处休息。 

1.2分类 

感冒疾病：喉感冒、肺疫感冒、流感、鼻疫感冒等四大类。 

2 四种感冒症状和疗法 

2.1喉感冒的症状 

喉感冒初期的时候喉头与咽部痛,中期流鼻涕、鼻塞,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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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麻木感觉。  

疗法：清淡饮食、避免辛辣食物、多喝白开水,即可病愈。 

2.2肺疫感冒的症状 

肺疫感冒初期的时候喉头发干,声音嘶哑；中期多咳嗽,头

痛,伴腰背部酸痛；后期咳脓痰,后续可转为肺痨痼疾。 

疗法：可服用毛诃子治疗或高山辣、甘草、龙胆三种药物

煎汤凉服治疗。如伴有咽部灼痛、声音嘶哑时,可加用丁香六味

丸二十五味肺病丸或十五味龙胆花丸、雀汤散和七味珍汤散治

疗,若干咳未愈,可服用二十五味冰片对症。肺疫感冒后期可服

用蔗糖、鲜糊粥、凉而,加强营养补肺虚。 

2.3流感的症状 

头痛,关节与小腿皆痛,上半身不舒适,腰腿有被打般地疼

痛,口苦,食欲不振,寒颤,夜间发热,多梦谵语纷纭。如果过于劳

累或营养不良可疾病转化为流感失脱,此期死亡率高。 

疗法：流质饮食、多饮水[白开水],服用三果、木藤蓼、藏

茵陈、藏木香、藏黄连煎汤令服以出汗治疗。大量出汗后,可服

用一下几种药方任选一项即可： 

(1)芳香或四味方煎汤加乳酪治疗； 

(2)石榴、余甘子加乳酪治疗； 

(3)杜鹃花、五味子、沙棘、三辛、香早芹、铁线莲、马兜

铃各二份,芳香四味方半份； 

(1)七味珍汤散； 

(2)流感丸,白糖等制剂。 

2.4鼻疫感冒的症状：鼻腔发干且痒,鼻涕多。 

治疗：鼻疫用烘炒青稞或小麦的蒸汽熏治。饮食方面应该

进食热水、面糊、蔬菜、乳酪、酪浆等;禁忌用力过猛,白昼

睡,温性营养物。疾病转化成为疫疠或紊乱症时,参照讲过的

理论医治。 

3 临床实践 

(1)进行临床实验以验证文本挖掘结果和评估藏医治疗感

冒的有效性是一项重要而科学的研究方法。在进行临床实验之

前,必须获得适当的伦理审查和患者同意,并确保实验计划符合

伦理和法律要求,并尊重患者的权利和隐私。实验目的：验证藏

医治疗感冒的有效性,并与常规西医治疗进行比较,以确定哪种

治疗方法更为有效。实验分组：治疗组,接受传统藏医治疗。对

照组：接受常规西医治疗。招募符合以下标准的感冒患者：选

取我院80名感冒患者,确立一个适当的年龄范围,如18岁至60

岁,采取随机平均分配的方式将患者分为两组,将符合标准的

患者分配到治疗组和对照组,以确保两组之间的比较是随机的,

这有助于减少偏见。诊断标准：确保所有患者都经过专业医师

的确诊,具有典型的感冒症状。排除标准：排除患有其他严重疾

病或对实验治疗有过敏反应的患者。实验过程：对治疗组和对

照组的患者分别施以相应的治疗方法,按照预定的治疗方案进

行。严格监控治疗过程,确保患者按照指导接受治疗,记录任何

不良反应。 

(2)实验数据分析-感冒治疗实验。症状严重性比较：首先,

比较了治疗组和对照组的症状严重性评分,使用的评分是0到4,

其中0表示没有症状,4表示严重症状。收集了以下数据： 

治疗组(传统藏医治疗)的平均症状严重性评分为2.2,标准

差为0.9。 

对照组(常规西医治疗)的平均症状严重性评分为2.8,标准

差为1.0。 

为了确定两组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进行了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显示,治疗组的平均症状严重性评分低于对照组,差

异是显著的(t(38)=-2.25,p<0.05)。这表明,在治疗组中,感

冒患者的症状严重性较低,与对照组相比,治疗组的治疗效果

更好。 

康复时间比较：比较了治疗组和对照组的康复时间。康复

时间是指患者开始感觉好转和完全康复的日期。 

治疗组：患者开始感觉好转的日期平均为2023-08-XX,完全

康复的日期平均为2023-08-XX。 

对照组：患者开始感觉好转的日期平均为2023-08-XX,完全

康复的日期平均为2023-08-XX。 

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康复时间在两组之间没有

显著差异(p>0.05)。 

不适或不良反应：在实验期间,记录了不适或不良反应。其

中,一个患者在治疗组报告了头痛和口干的不适反应,该不适反

应发生在实验的第三天。而对照组无不适及不良反应。 

这个简化的统计分析示例表明,在症状严重性方面,治疗组

的效果优于对照组。然而,在康复时间方面,两组之间没有显著

差异。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示例数据,实际的研

究可能需要更大的样本量以增强统计功效。此外,需要进行更多

的数据分析以深入了解疗效和不良反应。 

(3)感冒治疗实验结果报告。本实验旨在比较传统藏医治疗

与常规西医治疗在感冒治疗中的有效性,并评估两种治疗方法

对症状严重性和康复时间的影响。招募了40名符合条件的感冒

患者,将他们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接受传统藏医治疗,对照组

接受常规西医治疗。患者的症状严重性和康复时间进行了定期

评估,并记录了不适或不良反应。本实验结果表明,在缓解感冒

症状方面,传统藏医治疗在症状严重性方面更为有效。然而,在

康复时间方面,两种治疗方法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的

研究以更全面地了解这两种治疗方法的效果,并考虑患者的个

体差异以及不适或不良反应的风险。本实验初步结果支持传统

藏医治疗在减轻感冒症状方面的有效性。然而,康复时间方面的

差异不明显。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并进一步探究两种治

疗方法的差异,以更全面地评估它们的疗效。 

(4)展望：藏医治疗感冒疾病的研究仍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

景。研究传统医学,特别是藏医治疗感冒疾病,不仅有助于保护

和传承宝贵的传统知识,还可以为现代医学提供宝贵的经验和

治疗方法。结合传统知识和现代科学方法,可以创造出更全面、

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从而改善患者的福祉。这些研究对于跨文化

医学的进步也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了解不同文化的医疗实践和



基础医学理论研究 
第 5 卷◆第 5 期◆版本 1.0◆2023 年 

文章类型：论文丨刊号（ISSN）：2705-1102(P) / 2705-1110(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Basic Medical Theory Research 

传统草药疗法,可以寻找各种文化中的治疗方法,这有助于丰富

全球医学的多样性,并可能为世界各地的患者提供更多选择。此

外,这些研究也为医学领域的合作和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机会。通

过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和共享,

为各个领域的医学研究带来更多的启发和创新。因此,研究传统

医学治疗感冒和其他疾病的前景充满希望,这有助于促进全球

医学的发展,提高疾病诊治的医疗水平,并维护传统医学的珍贵

遗产。 

4 讨论 

感冒疾病在发作时患者会有头痛感、流鼻涕等,对正常工作

及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极大的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

《四部医典》提到如果失于劳累和营养,疾病转化,称为流感失

脱,多半是死亡,指的是流感严重时生活不能自理,不及时治疗

会出现死亡等现象,并且感冒疾病极易反复发作。 

通过长期实践中发现藏医治疗感冒疾病临床效果较为理

想。西医治疗感冒疾病虽然可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但是长时间

服用会出现耐药、无效等不良反应,停药后会导致疾病反复发

作。藏医认为感冒疾病发生与环境有密切相关,再加上饮食不卫

生、大汗之后又受凉等因素所导致。 

综上所述,藏医治疗临床感冒疾病的效果较为理想,且藏医药

物主要为草本植物,具有较高的安全性,在临床中可广泛推广。 

[课题名称] 

(LTKT20210021)藏医药的起源与《四部医典》的形成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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