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同事们编完这一期特刊，窗外已是人间四月天，

春风拂面，柳吐新芽，蜂舞蝶飞，桃李竞放。经历了这样

一个不同寻常的“寒”冬，才让人特别期待这春日的暖阳，

仿佛睽违已久，任何一点春的气息都让人欣喜与感动。

刚刚过去的冬天，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在

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大批医护人员逆行援鄂，

以白衣为战袍，以仁心写担当，日夜坚守在战“疫”前线，

与病毒争夺生命，以大爱守护病患。中医药系统也迅速行动，第一时间整合国家、省、市中医药主管部门力量，统一

指挥，统一调度，奔赴战场，彰显特色优势，贡献重要力量，体现大爱无疆。全国中医药系统4900余名医护工作者驰

援湖北，其中有院士3人，数百名专家，集中精锐力量，始终奋战一线。轻症治疗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

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分类开展救治。推动科技攻关，对已经纳入第五、

第六、第七版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进行了临床疗效的同步观察，已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

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余艳红3

月23日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据统计，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

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了90%以上。实践证明，中

医药能够有效缓解症状，减少轻型、普通型向重型发展，能够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促进恢复期人群机体康复。

为了帮助中医药工作者和科研人员获取更多的新冠肺炎诊治经验，尽快展示研究成果，更好地服务疫情防治

一线，同时落实“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江苏中医药》杂志于2020年2月上旬

向全国中医医疗、科研工作者征集“新冠肺炎的中医诊疗”相关研究成果。截至3月20日，共收到来自全国2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征稿209篇。在此同时，我们又特约国家中医医疗队江苏队队长、江夏方舱医院

医疗副院长史锁芳教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专家组成员、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新冠肺炎救治专

家组中医组组长奚肇庆教授，江苏省中医药学会感染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江苏省新冠肺炎医疗救治中医专家组

成员薛博瑜教授，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献研究所所长陈仁寿教授 等专家撰稿。这些专家和作者把自己在防疫一

线中的诊疗体会，结合中医文献的新冠肺炎治疗思路，对当前新冠肺炎中医药诊疗方案的思考分析，以及对新冠肺

炎中医证型、症状、用药等的数据分析，及时整理成文，分享给海内外广大读者。《江苏中医药》杂志启用“新冠肺炎

征稿绿色通道”，在严格遵守三审制度的基础上缩短评审周期，及时反馈作者审稿结果，第一批稿件的平均审稿周期

在5～10天。与此同时，我们与中国知网签署网络首发出版协议，开通了录用稿件的网络首发服务。对约稿和征稿中

录用的稿件及时进行编辑、排版、校对，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优先于中国知网首发，并发布于知网“新冠肺炎专题研

究成果网络首发平台”供读者免费下载，同步通过《江苏中医药》微信服务号推送。

为了集中展示新冠肺炎中医药诊治研究成果，我们决定将2020年第4期《江苏中医药》杂志定为“新冠肺炎诊

治特刊”，并由编辑部副主任、助理主编吴宁同志担任责任编辑，负责相关工作。《特刊》优选新冠肺炎诊治论文20

篇，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江苏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辨治方案（试行第三版）》和

《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防治方案（试行）》三套方案，同时转载“ICU内外的中西医合作”专题报道

一篇。希望这本特刊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记录下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心血与智慧，为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贡献一份力量。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一如武大的樱花如期绽放。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神州已

是捷报频传。各地新增确诊患者逐渐归零，方舱医院全部关舱，援鄂“战士”分批返程，武汉即将恢复对外交通，全

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然而，我们仍然要清醒地看到，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

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存在，疫情在全球出现大流行，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疫情没有国界，病毒

是人类共同的敌人。而中医药一直是人类抗“疫”的重要武器，中西医有机结合，扬长避短，这些宝贵的经验，有效

的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和各国借鉴。

感谢我们的祖国，总是以最坚强的姿态护佑着她的儿女。感谢每一位逆行的白衣天使，病毒面前你们用双手护

卫着每一个病患。感谢积极响应我们征稿和约稿的每一位作者，你们的信任与支持是我们前行的强大动力。

《江苏中医药》编辑部全体同仁谨以此刊献给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广大医护工作者。

《江苏中医药》杂志主编 黄亚博

写 在  最  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