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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感冒中医常见症征、证候类型与疗效评价

指标专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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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普通感冒的中医临床基本特征、证候辨别及疗效评价标准。方法：借鉴德尔菲法先后进行两轮专家问卷调查，
对其主要症状、证候及疗效观察指标进行调查。结果：第一轮调查后，初步筛选出普通感冒主症１０个，主要证候类型５个，疗效
评价指标１１个。结论：尽管对普通感冒证候特征、中医辨证及疗效评价专家已初步达成共识，但仍存在部分问题，如是否要分
证候进行讨论，评价指标的权重如何确定，需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关键词　普通感冒；症状；证候；疗效评价；专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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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感冒，是中医药治疗有一定优势的临床常见
病，其诊断及疗效评价均以症状／体征为主体，但目前
尚无统一的以症状／体征为基础的辨证及疗效评价标
准，极大地影响了中医药临床疗效的科学客观评价。

本研究参考德尔菲（Ｄｅｌｐｈｉ）法的操作方法及评价体
系［１－７］，通过前后专家调查［８－９］，初步达成普通感冒证

候特征、中医辨证及疗效评价的专家共识，以期为建立

普通感冒的诊断及疗效评价指标体系提供参考。现将

专家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专家遴选　在全国六个地区（华北、东北、华东、
中南、西南、西北）１５个省、直辖市的２１家医院（１８家
三级甲等医院，２家三级乙等医院，１家二级甲等医院）
选择具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在临床第一线工作的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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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系统疾病或相关专业专家４５名。
１２　方法　借鉴德尔菲法先后进行专家问卷调查。
将问卷以信函形式寄给专家，要求专家在填写完毕后

寄回。期间通过电话方式与专家联系。

１２１　问卷设计　问卷问题全部设置为开放性问题，
内容包括：普通感冒常见的症状／体征（不超过１０个），
其常见的中医证候（不超过５个），其辨证分型的要点，
反映其治疗效果的主要症状／体征（不超过１０个）。要
求专家依据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作答，并对所列症状／
体征及中医证候按其常见程度及重要程度进行排序。

１２２　统计方法　使用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ＯｆｆｉｃｅＥｘｃｅｌ２００７建
数据库，并采用德尔菲评价法进行统计分析，计算每一

个指标的均数、众数、满分比、等级和、标准差、变异系

数及异众比率，计算协调系数，并进行 χ２检验。协调
系数代表全部专家对于全部指标的协调程度，其计算

方法如下。

１）计算全部指标评价等级的算术平均值。
ａ．计算专家对ｊ指标的等级和：

Ｓｊ＝
ｍｊ

ｉ＝１
Ｒｉｊ

式中：Ｓｊ表示ｊ指标的等级和；Ｒｉｊ表示 ｉ专家对 ｊ
指标的评价等级。

ｂ．计算等级算术平均值：

Ｍｓｊ＝
１
ｎ
ｎ

ｊ＝１
Ｓｊ

式中：Ｍｓｊ表示全部指标评价等级的算术平均值。
２）计算所有专家对全部评价指标的协调系数。

Ｗ＝ １２
ｍ２（ｎ２－ｎ）

＝
ｎ

ｊ＝１
ｄｊ
２

式中：ｎ表示指标数；ｍ表示专家总数。ｄｊ＝Ｓｊ－
Ｍｓｊ

当有相同等级时，上式的分母要减去ｍ
ｍ

ｔ＝１
Ｔｉ。

式中：Ｔｉ表示相同等级指标，Ｔｉ＝
Ｌ　
ｉ＝１
（ｔｉ

３－ｔｉ）

Ｌ表示ｉ专家在评价中相同的评价组数；ｔｉ表示在
Ｌ组中的相同等级数。
２　结果
２１　专家的积极程度　共发出问卷４５份，收回问卷
３８份，回收率８４４％。
２２　专家基本信息
２２１　地域分布　收回的问卷中，华北地区的专家有
１２人，东北地区５人，西北地区２人，华东地区７人，中
南地区１１人，西南地区１人。

表１　普通感冒中医常见症状／体征

症状／体征 均数 众数 满分比 等级和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异众比率

鼻塞 ７９７ １０ ４５４５％ ６７７５ ３０８ ３８６０％ ５４５５％
流涕 ７６７ １０ ３３３３％ ６６１ ３１９ ４１６３％ ６６６７％

咽痒或咽痛 ５６７ ４ １２１２％ ６１３ ２７９ ４９２４％ ８４８５％
恶寒 ５１５ ０ １８１８％ ５６０ ３６７ ７１１９％ ７８７９％
发热 ５１３ ５ ９０９％ ５９１ ２８２ ５４９８％ ８７８８％
喷嚏 ４２４ ０ １５１５％ ４８２ ４３４ １０２２１％ ５１５２％
头痛 ４２０ ０ ６０６％ ５２６５ ３０６ ７２７０％ ７５７６％
咳嗽 ３８４ ５ ６０６％ ５４３５ ２８０ ７２８８％ ８４８５％

全身酸痛 ３６０ ０ ６０６％ ４９３５ ３０７ ８５１９％ ６９７０％
脉象 １３０ ０ ０００％ ３８２５ ２００ １５３２６％ ５１５２％
舌象 ０７８ ０ ０００％ ３１３５ １７０ ２１９３７％ ２４２４％
乏力 ０７５ ０ ０００％ ３１２ １５８ ２１０７５％ ２１２１％
咳痰 ０６６ ０ ０００％ ３０１５ １７１ ２６０８１％ １８１８％

无汗或汗出 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２８６５ １８５ ２８８１０％ １２１２％
纳呆 ０５５ ０ ０００％ ２８６５ １７３ ３１７８４％ １２１２％
咽充血 ０４８ ０ ０００％ ２８３ １４４ ２９６７５％ １２１２％

鼻腔黏膜充血、水肿、有分泌物 ０２９ ０ ０００％ ２６５５ １２８ ４４５００％ ６０６％
汗出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２７１５ ０６６ ３２２６０％ ９０９％

鼻咽部干或痛 ０１９ ０ ０００％ ２５８ １０９ ５７４４６％ ３０３％
伴或不伴恶寒 ０１２ ０ ０００％ ２５５ ０７０ ５７４４６％ ３０３％
扁桃体轻度肿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３５ ５７４４６％ ３０３％
心肺（－）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２５４ ０３５ ５７４４６％ ３０３％
口干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５３ ０１７ ５７４４６％ ３０３％

　　按均数排序。 协调系数：０６１。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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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职称及专业情况　３８位专家中，有主任医师
２８名，副主任医师８名，主治医师２名；其中，从事呼
吸专业临床的有２１名，急诊专业６名，其余１１位专家
亦从事相关中医呼吸专业。

２３　问卷结果　收回的３８份问卷中，有２名应答者
职称为主治医师，不符合设定的专家遴选标准，其问卷

不纳入统计分析，实际纳入统计的问卷有３６份。现将
统计分析结果报道如下。

２３１　常见的症状／体征　３６份问卷中，有３份问卷
未对普通感冒中医常见症状／体征这一问题作答，故实
际进行常见症状／体征统计分析的问卷为３３份。

为便于统计分析，对专家填写内容进行整理合并，

按照专家对常见症状／体征的排序进行赋分：对于给出
１０个指标的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指标给１０分，第二位
给９分，以此类推，最后一位为１分，未提及的症状／体
征则为０分；对于不满１０个指标的情况，按比例打分，
如专家给出共计５个指标，排在第一位的仍为１０分，
第二位的则为 ８分，最后一位为 ２分，未提及的为 ０
分。对专家意见的集中程度、分散程度、协调程度等进

行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表１）。
２３２　常见证候类型　３６份问卷中有１份问卷没有
给出常见的证候类型，故实际纳入常见证候类型统计

的问卷是３５份。
按照专家所列证候排序分别赋分，排在第一位给

５分，第二位给４分，依此类推，第五位给１分，未提及
的证候则为０分；对于给出的证候不足５个的，按比例
打分，具体方法同常见症状／体征的赋分方法。对专家
意见的集中程度、分散程度、协调程度等进行统计，结

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普通感冒常见证候类型

证候 均数 众数 满分比 等级和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异众比率

风寒证 ４３０ ５ ６２８６％ ５７０ １１５ ２６８０％ ３７１４％
风热证 ３９６ ５ ３４２９％ ５６６５ ０９５ ２４１０％ ６５７１％
暑湿证 １１６ ０ ０００％ ３９０５ １２９ １１１２２％ ５４２９％
气虚证 １０５ ０ ２８６％ ３７４５ １３０ １２３０８％ ４８５７％

表寒里热证０６１ ０ ２８６％ ３０８５ １３０ ２１１８１％ ２２８６％
阴虚证 ０３９ ０ ０００％ ３１９ ０６１ １５６４７％ ３１４３％
湿热证 ０３０ ０ ０００％ ２７０ ０９９ ３３１９５％ ８５７％
燥热感冒 ０２２ ０ ０００％ ２６８５ ０７５ ３４２１５％ ８５７％
寒湿外感 ０２０ ０ ０００％ ２６７５ ０７３ ３６６０７％ ８５７％
体虚感冒 ０１１ ０ ０００％ ２５９ ０４７ ４１２１３％ ５７１％
风燥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２５２５ ０４２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凉燥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２５２ ０４２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阳虚证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０３４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风邪外袭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０２８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燥邪伤肺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０２８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热毒内盛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５１５ ０２８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血虚证 ００３ ０ ０００％ ２５０５ ０１７ ５９１６１％ ２８６％

　　按均数排序。

协调系数：０６３。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
２３３　反映疗效的症状／体征　３６份问卷中，有３份
问卷未对反映普通感冒疗效的症状／体征这一问题作
答，故实际纳入反映疗效的症状／体征统计的问卷有
３３份。其结果如下表所示（表３）。

表３　反映普通感冒治疗效果的症状／体征

症状／体征 均数 众数 满分比 等级和 标准差 变异系数 异众比率

发热 ７１３ １０３８２４％ ６２０ ３０２ ４２４１％ ６１７６％
鼻塞 ６９９ １０２９４１％ ６０４ ３２９ ４７０９％ ７０５９％
流涕 ６３２ １０２０５９％ ５８０５ ３６７ ５８１１％ ７９４１％
恶寒 ５３５ １０２９４１％ ５２２５ ４３２ ８０６８％ ７０５９％

咽痒或咽痛 ５１２ ５ １４７１％ ５５８ ３００ ５８６６％ ８５２９％
咳嗽 ３７０ ０ ２９４％ ４８５５ ２９１ ７８５４％ ７６４７％
头痛 ３１７ ０ ５８８％ ４３２５ ３２６ １０２８６％ ５５８８％

全身酸痛 ３０４ ０ ２９４％ ４３５ ３０５ １００３４％ ５８８２％
喷嚏 ２６５ ０ １１７６％ ３８６ ３７０ １３９９３％ ４１１８％
脉象 ０９４ ０ ２９４％ ３２３５ ２１４ ２２７０２％ ３２３５％
咽充血 ０７０ ０ ０００％ ２８７ １９０ ２７２９０％ １４７１％
咳痰 ０６４ ０ ０００％ ２９０ １５３ ２３７２８％ １７６５％
乏力 ０６１ ０ ０００％ ２８５ １５０ ２４５４７％ １７６５％

鼻腔黏膜检查０４４ ０ ０００％ ２６３５ １８０ ４０６９７％ ５８８％
纳呆 ０３６ ０ ２９４％ ２６６５ １７３ ４７４７３％ ８８２％
舌象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２６７５ ０７３ ２９９６８％ １１７６％
汗出 ０２４ ０ ０００％ ２５３５ １３７ ５８３１０％ ２９４％

有汗或无汗 ０１８ ０ ０００％ ２５１ １０７ ５８３１０％ ２９４％
扁桃体肿大 ００７ ０ ０００％ ２４７５ ０４３ ５８３１０％ ２９４％
全身症状 ００５ ０ ０００％ ２４８ ０２９ ５８３１０％ ２９４％
口干 ００４ ０ ０００％ ２４７ ０２１ ５８３１０％ ２９４％

　　按均数排序。
协调系数：０５６。进行χ２检验，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３１　调查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次调查问卷回收率达
到８４４％，提示专家对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并
且，专家的积极作答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质

量。返回问卷的专家遍布了全国全部６个行政区域，
１５个省、直辖市，使得调查结果具有一定代表性。并
且，纳入统计分析的专家多数来自于三级甲等医院，具

有副高或副高以上职称，从事中医呼吸、急诊，或其他

相关中医专业，具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调查结果较为可

靠。

通过对调查问卷统计结果的整理分析，我们发现，

专家的意见大体上较为一致，集中趋势较明显，在常见

症状／体征方面，协调系数为０６１，常见证候类型的专
家意见协调系数达到０６３，反映疗效的症状／体征部
分的协调系数为０５６，χ２检验 Ｐ均小于００５，说明对
于感冒中医常见症征、辨证分型与疗效评价指标专家

意见一致性好，结果可信度高。综合统计分析结果及

专家意见，得出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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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在普通感冒中排在前１０位的中医症状包括：
鼻塞，流涕，咽痒或咽痛，恶寒，发热，喷嚏，头痛，咳嗽，

全身酸痛，乏力。

２）在普通感冒中排在前５位的证候类型为风寒
证，风热证，暑湿证，气虚证，表寒里热证。

３）反映普通感冒治疗效果的症状／体征中排在前
列的有：发热，鼻塞，流涕，恶寒，咽痒或咽痛，咳嗽，头

痛，全身酸痛，喷嚏，咳痰，乏力。

普通感冒常见的体征除舌象、脉象之外是咽部充

血、扁桃体肿大。而舌象、脉象由于问卷中没有分证候

讨论，专家提出的意见较为分散，脉象有脉浮、脉平、脉

浮紧、脉浮数等，舌象有舌淡红或偏红，苔薄白或薄黄

等，可能还需要分证候进一步讨论。

将该结果与本课题组之前进行的文献分析结果相

比较，二者基本一致，略有差别。在疗效评价指标中，

专家调查结果比文献研究结果多了“喷嚏”。另外，比

较普通感冒常见的症状／体征与反映疗效的症状／体
征，我们发现二者的基本症状是相同的，其不同点主要

在于这些症状的排序，如“发热”症状在疗效评价中排

序第１，但症状常见中的排序为第５，这说明了发热虽
然并不是临床最为常见的症状，但判断疗效中却是第

１位的，值得注意。
３２　评价参数及研究方法分析　本研究采用的德尔
菲（Ｄｅｌｐｈｉ）法是一种专家预测方法，是通过函询的方
式，多轮次调查专家对问卷所提问题的看法，经过反复

征询、归纳、修改，最后汇总成专家基本一致的看法，作

为预测的结果。对于问卷结果的统计，德尔菲法有其

自己的统计方法与评价体系，即德尔菲评价法。德尔

菲法的评价体系中有许多的评价参数，包括反映专家

对于本研究积极程度的参数，即问卷回收率；专家基本

信息，包括职称、专业等，以评价调查结果的权威程度；

意见集中程度，包括均数、众数、满分比、等级和；意见

离散程度，包括标准差、变异系数、异众比率；以及反映

整个调查中专家意见一致性的协调系数。在应用中，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参数。

通过本研究，我们了解到，在反映专家意见离散程

度的指标中，异众比率可能比变异系数更为适宜在此

处应用。因为异众比率是计算非众数组的频数占总频

数的比率，反映的是在所有专家中，持少数派意见的人

占整体的百分比。如果该比率过高，则表示众数并不

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意见。变异系数同样是反映各指标

专家意见变异程度的统计量，它同时受到均数与标准

差的影响，在描述专家意见一致程度时，并不十分适

用。以反映普通感冒治疗效果的症状／体征问题中的
专家作答情况为例，“口干”这一症状，作答的３３位专
家只有一名专家认为该指标有一定重要性，给了３分，
其余专家均认为该指标并不重要，给０分，这样看来专
家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在进行疗效评价时，“口干”并

不是我们观察的指标。而统计结果显示，均数为

００４，标准差为０２１，变异系数为５８３１％，单看变异
系数就会误以为专家意见相当不一致。而众数为０，
异众比率为２９４％，这就说明９７０６％的人都认为该
指标是不重要的。由此可见，异众比率相较于变异系

数，能更好地反映专家意见的一致程度。

综合来看本次研究，我们通过德尔菲法专家调查，

已基本达成了普通感冒的临床特征、常见证候及疗效

评价的专家共识。由于专家意见集中度较好，所以未

进行多次专家调查。另外，在调查中，一些指标的名词

术语还需要进一步规范化。如“全身酸痛”究竟是用

“身痛”“四肢酸痛”“肌肉酸痛”，还是其他名词更好

一些，都需要研究。再者，有部分中医专家指出，不同

的证候类型各有其临床表现，如风寒证以鼻塞、流涕、

全身酸痛等表现为主，风热证以发热、咽痛为主，暑湿

证更有其自身特点。应根据不同证候来调查其主要临

床症状及疗效观察指标，这些都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

究中考虑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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