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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3年春天，疫病SARS突然降临，2009年甲型H1N1型流感又肆虐世界，使人们真实地感受到那
种大范围内危及人类健康的传染病随时可能进入到现实生活中。
面对新发传染病，在病原体尚未清楚的情况下，或者能明确诊断，但尚无有效疗法和药物，针对病原
体的治疗往往难以实施，令人手足无措，而中医药却有治疗方法和药物.记得抗击SARS初期，科技部
紧急启动了一个项目，从已经上市的中西药物中，筛选具有抗SARS作用的药物。
经过日夜奋战，结果并不理想，只有几种中西药物在体外有轻度抑杀SARS病毒的作用。
当参会的一些人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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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华北地区一千多年(公元960～2005年)疫情与相关因素的研究分析，揭示传染病始终与人类
相伴，而人类生存环境和境况与瘟疫息息相关。
通过径疫情背景中考察中医对疫病的认识过程、防治及理论的形成、演变与发展，探讨中医创新发展
的途径，凸显古今中医对瘟疫防治的贡献。

全书分为绪论、上篇、下篇、结语及附录五部分。
其中，上篇介绍华北地区古、近、现代疫情研究概况，以及分省(市)疫情与相关因素研究、政府防疫
措施，并提供了宋元明清时期原始疫情资料。
下篇介绍古今医家治疫思想和经验，特别是挖掘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经验，并加按语，另外还有专病专
方和专著简介，以及部分传染病高发病种的防治方案等。
附录附有华北地区古今地(县)名对照表、公元干支纪年对照表、疫情回顾性调查表等。

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可供广大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青临床、教学、科研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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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天津概况　　1.地理位置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东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位于海河流
域下游。
距北京120公里，是拱卫京畿的要地和门户。
对内腹地辽阔，辐射华北、东北、西北13个省市自治区.全市地跨海河两岸，是海河五大支流南运、北
运、子牙、大清、永定河的汇合处和出海口，有“九河下梢”之称；又是子牙新河、独流减河、永定
新河、潮白新河、蓟运河等河流的人海地，可谓“河海之要冲”。
天津除蓟县山区外，大部分地区被河流冲积物覆盖，地下的岩石基底，是华北古陆块的一部分.天津地
貌总的轮廓是西北高东南低，呈簸箕形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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