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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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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武汉市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传染性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2宣布将此次疫情列为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重大疫情，我们总结了中医学病因、病机、预防和诊疗原则，以期疫情早日得到

控制。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病因、病机、预防治疗

一、引言

����年��月以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持续开展流感及相关疾病监测，发现多起病毒性肺炎病例，均诊断为病毒性肺

炎�肺部感染。����年�月�日��时，实验室检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月��日，专家确认新型肺炎存在人传人现象>��。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1RYHO�&RUR�DYLUXV�3�HXPR�LD，1&3）是指一种新的、从未在人类发现过的冠状病毒（:+2确认并将其

病原体命名为����—�&R9，属于β属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肺部感染，简称新冠肺炎>��，（见图�、图�）。����年�月

��日世界卫生组织（:+2）宣布将此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R9传染性极

强，传播力广，传变迅速，我国已将其纳为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管理，目前尚缺乏针对������&R9感染的特效药物。

图1� NCP中国NCP存量确诊/疑似趋势

图2� NCP中国湖北省NCP存量确诊/疑似趋势

*通讯作者：毕婉蓉，����年�月，女，汉族，北京人，现任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分院，医院书记，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方向：高校师生健康管理，医疗，预防，保健，心理，中医药等。

基金项目：上海市进一步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年a����年）：海派中医流派传承工程项

目——“海派中医”颜氏内科流派诊疗中心建设，项目编号：=<（����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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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疫情爆发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作用。����年�月��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以下简称《诊疗方案》）中新增了中医药治疗方案，至今已更新至

第六版>����，截止目前已有��个地区根据“因地制宜”原则发布了各地中医药防治&29,����方案。在1&3防治中，中

央应对1&3疫情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

成药>��。张伯礼院士>��认为中医药在1&3的预防、治疗、康复全过程发挥作用。苗青等>��认为中医药在以下几个环节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初起轻症患者早期应用可快速退热，缓解症状；可防止轻症向重症转化；可降低危重症患者的死亡

率；可用于恢复期和康复治疗。刘清泉、夏文广等>����认为中西医结合治疗对于普通型患者可改善症状，缩短病程，促

进痊愈；对于重症、危重症患者可减轻肺部渗出，控制炎症过度反应，防止病情恶化；对于恢复期患者可清除余邪，

扶助正气，促进康复进程。

笔者温习中医经典专著、参阅中医药防治1&3的相关文献，现整理如下：

二、NCP的中医学病名认识

中医学无1&3这一病名，根据其发病迅速、传播快、传染性极强、主症类似、季节性强的特点，应属于中医学

“疫病”>��“温病”“温疫”>�����范畴，目前大多数专家、学者及国家、地区《诊疗方案》均认同上述病名。中医学很

早就有此类疾病的记载，《素问·刺法论》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诸病源候论·疫

疠病候》中指出：“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急雨，雾露不散，

则民多疫疠，病无少长，率皆相似”。《温疫论·原病》亦有”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之说。以上

均指出疫病发病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特点。

三、NCP的中医学病因、病机认识

一般而言，疫疠之气伤人，其致病因素无非寒、热、湿、毒，病机与湿、热、瘀、毒、虚相关。目前大多认为

1&3位在肺，亦有认为病位在肺脾，但以肺为中心，病情发展按照温病卫气营血传变。初起病在卫、气分，寒湿或湿

热侵袭肺卫，郁于肌表；继则传入气分，湿热闭肺，或热毒郁肺；甚则邪入营血，或逆传心包，出现内闭外脱等危

症。后期或恢复期，疫毒损伤正气，多见气阴两虚。

（一）“疫戾”之气>��为基本病因，乃外因

温疫学说认为，温疫的致病原因并非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气所感，而是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致，又称

为杂气、戾气、疠气>���。吴有性在《温疫论·原病》中记载“疫者，感天地之疠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

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温疫论·杂气论》中记载“大约病遍于一方，延门合

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

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吴鞠通《温病条辨·上焦》中指出：“温疫者，疠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若役

使然也”。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论温病之原》中指出：“杂气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燥非火，天地间另为一

种”均明确指出温疫的发病原因是自然界中的特异性致病物质，以及温疫发病传染性、流行性、地域性、季节性、临

床表现的特殊性、严重性等的特点。《温疫论·原病》指出：“邪从口鼻而入”明确指出疫病是通过呼吸道口鼻传播

的。1&3的传染源是������&R9的感染者，通过呼吸道飞沫、接触传播，与温病学的口鼻而入高度吻合。

（二）“正气不足”乃内因>���

《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温疫论·原病》指出：“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

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诸病源候论》说：“恶毒之气，人体虚者受之”明确指出人体正气亏虚是疫疠之

气等邪气入侵人体而致发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现代人工作压力大、饮食、作息不规律、情志不节等因素均可导致机

体内正气不足，亦或某些人群如老年人本身正气亏虚，亦或合并多种慢性病者正气愈虚，故而感染������&R9者，有

些人可无明显症状，有些患者却可很快转化、传变为重症、危重症，甚至可致死亡。

（三）以“湿”为病机核心

苗青、王玉光、马家驹、仝小林等>����������均认为武汉地处长江流域，区域内江河纵横、湖港交织，结合����年��

月武汉经历暖冬气候，气候反常，寒令当至而未至，应寒而不寒，平均气温高于往年，此后阴霾冷雨缠绵，不时之气

流连，自然界以湿气为重，故疫疠之邪所依附而伤人，并出现传染。湿邪既是致病因素，同时又可作为病理产物而参

与疾病的发展变化，因此“湿”是疾病发生发展变化最重要的核心。于明坤等>���通过分析总结国家卫健委、中管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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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地区防治方案以及��名中医临床专家的防治见解，发现各方亦认为病机以“湿”为主。庞稳泰等>���检索了��个中

医药防治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个国家方案，��个地方方案），发现均以“湿”为核心病机。张侠等>���通过对南京地

区��例1&3患者临床特征分析，认为以湿困肺卫证为主，病理因素与湿、热、毒、虚相关，湿毒是其病理核心。陆云

飞等>���通过对上海地区��例1&3患者临床特征分析，认为本病中医证型以湿毒郁肺型为主。范伏元等>���通过分析观察

湖南省1&3的相关资料，认为其可定性为“湿毒夹燥”，其中“湿毒”是病理基础。

王刚等>���认为新型冠状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是飞沫，飞沫生理属津液范畴，病理则属湿邪，因此湿邪成为疫毒传

播的重要载体。肺部病变的典型计算机断层扫描（&7）表现为磨玻璃样变，认为是湿渗的表现。1&3患者的潜伏期

长，肺部影像完全吸收、病情痊愈时间长，甚至痊愈后可能复发，与湿邪缠绵难愈的特点吻合。在疾病转归方面，舌

苔由腻变薄则病情好转向愈，相反由薄转厚腻则是病进恶化，所以从舌苔的变化可以判断湿邪的轻重有无，从而判断

疾病的状态。

清代钱潢《伤寒溯源集》曰：“外邪之感，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苗青、王玉光、马家驹等>�������前

期搜集武汉1&3患者的中医资料，发现临床特点如下：�）患者的潜伏期长，多为����天，肺部影像吸收、病情痊愈时

间长；�）虽以发热为主要症状，但大多为身热不扬，多不伴恶寒，无壮热或烦热，也有部分病例不发热；�）乏力、

倦怠突出；�）多伴消化道症状，食欲差，甚至出现一些恶心、大便溏泻等消化道症状；�）口干，口苦，不欲饮；

�）舌质多暗或边尖稍红，��％的舌苔表现为厚腻。以上均符合中医“湿”性黏腻、重浊、趋下的特点。结合1&3属

于疫疠病范畴，认为“湿毒之邪”为基本病机属性，提出“湿毒疫”。潘芳、杨道文、郑文科、戴敏等>������亦认为该

病为湿毒致病，支持“湿毒疫”的称谓。

（四）湿毒致病，有寒热之分

湿毒多兼夹其他病邪，呈现寒湿疫毒或湿热疫毒。其夹寒夹热，或寒化热化，与气候、地域、病程、疾患自身状

况等相关。仝小林等>���通过对武汉金银潭医院及多家定点医院病房、急诊留观、发热门诊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实地

走访，实际观察并诊治大量患者的基础上，发现多数患者由寒湿起病，在疾病早中期呈现寒湿袭表、阻肺、碍脾的临

床表现，寒湿袭表则症见恶寒发热、周身酸痛之表证；寒湿阻肺则症见胸闷、憋气、气短、乏力、干咳少痰等肺失宣

肃的临床表现；寒湿碍脾则症见脘痞、呕恶、纳差、腹泻、大便黏腻不爽等运化失司的临床表现。且患者舌质淡胖、

齿痕，苔多白而厚腻或腐，或虽有黄苔，但细察舌体发暗，呈青紫色，脉滑或濡，寒湿之象非常明显。综上其总结并

提出“寒湿疫”的学术观点。薛伯寿、王刚等>������亦认为属“寒湿疫”。石岩等>���根据白长川辨治外感热病的经验对

1&3病因、病机的分析后，认为其属于“风寒湿疫”。范逸品等>���提出从“寒疫”论治1&3，认为寒疫包括寒湿疫，

具体而言为疫毒夹杂寒邪或寒湿之邪从口鼻而入侵袭人体致病。

疫疠之邪，更多具有火热特性。余思邈等>���通过对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确诊为1&3的住院患者��例进行临

床资料观察及舌象采集，发现患者舌红少苔多见于疾病早期病程较短者（����G），伴随病程进展（病程�≥���G），舌

苔渐而密布，多表现为厚腻苔，部分患者舌苔逐渐增多，表现为黄腻苔，通过综合症候与舌苔特点，辨证属湿热蕴

肺，湿重于热。杨华升等>���通过分析北京佑安医院1&3的临床资料，认为北京地区新冠肺炎患者的中医病性为“湿热

证”，舌质红和苔黄说明热象突出，“热重于湿”更多见。戴敏等>���通过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收治的�例1&3患

者的四诊资料，发现其病机特点为湿热并重。苗青等>��认为本病初起是以湿郁于肺为主，后渐有热象，为湿热之证居

多。王玉光等>��认为本病属于“湿毒化热”为主，并非“热毒夹湿”，治疗侧重于祛湿，而非清热。马家驹等>���认为本

病属湿热类温病，感受湿毒，湿毒之邪容易化热，化热后淫肺入营，营血通于心，热毒致瘀，瘀热互结。张炜等>���在

解读《上海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诊疗方案（试行）》时指出本病病机是湿热疫毒经口鼻侵袭人体，邪入募

原，弥漫三焦。

四、NCP的预防

（一）避其毒气

中医学强调“上工治未病”，重视未病先防，防重于治。《素问·刺法论》曰：“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天牝

即鼻子，1&3主要通过口鼻传播，张伯礼院士>��强调预防应“避其毒气”，指要远离传染源，不与患者、疑似患者及

疫区人员近距离接触，避免疫疠毒气侵袭。

（二）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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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医学强调人体“正气”在预防疾病中的积极作用，在防疫中

“正气”同样十分重要>�����。中医学认为顺四时、节饮食、调情志、慎起居均是养正气的措施，是防疫的关键，使正

气保持旺盛，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而防疫。这与现代医学认为良好的日常生活方式、保证睡眠、适当运动、心

情恬静等均可以提高机体免疫力来达到防疫目的是一致的。此外，也可艾灸足三里、关元、气海、涌泉、胃脘、神

阙等穴>������，我们临床上经常在内踝尖、三阴交、漏谷、地机、阴陵泉等位置按摩或艾灸，已达到温阳散寒、调理肝

肺，增强免疫力，预防感染的作用（见图�）。部分地区诊疗方案及气功、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等>�����亦可提高机

体免疫力。

图3�肺炎建议防治穴位

（三）中药香薰疗法

多地区1&3中医药居家预防方案提出香薰疗法>���。《本草经疏》谓：“芳香之气，能避一切恶邪”。中医药认

为佩戴香囊是一种预防温疫的方法，现代药理研究>���提示中药香囊通过使佩戴者吸入挥发类物质，刺激人体血清中

,J�、,J�水平升高，提高机体免疫力，达到预防病毒的作用，无论易感人群，或已经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人群，均可应

用中药香囊提高机体免疫力以预防1&3。顾植山根据新冠肺炎疫情推荐使用清吴尚先《理瀹骈文》中记载适合驱除瘟

疫的“辟瘟囊”方：“羌活、大黄、柴胡、苍术、细辛、吴茱萸各一钱，共研细末，绛囊盛之，佩于胸前”。此六药

分入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其中羌活、柴胡、吴茱萸主升，大黄、苍术、细辛主降，羌活、大

黄、柴胡主表，吴茱萸、苍术、细辛主里，六药配合，通调六经，调畅人体气机升降出入，则湿、寒、热、瘀可散，

即“大气一转，其气乃散”。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屠苏酒”方：“大黄、白术、桔梗、蜀椒、桂心、乌

头、菝葜、防风”，认为其“辟疫疠，令人不染瘟疫及伤寒。”“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无疫。”我们在

孔最和曲池为主的两个穴位发散性中药香薰，对发热、咳嗽为主的肺症有较好的效果和经验（见图�、图�）。

图4�肺热症防治穴位（孔最、列缺、经巢）

图5�肺热症防治穴位（曲池、手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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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补正气”是预防新冠肺炎的共识>���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谓：“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

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充分体现了中医药“治未病”的重要学术思想。徐旭等>���通过对

各地区中医药预防1&3方案的分析得出本病的预防首先要顾护正气，“补正气”，��项1&3中医药预防方案中用到中

药“黄芪”，其中有��项方案中应用“玉屏风散”，以益气固表，同时总结出北方�个地区多配合使用麦冬、芦根、

玄参以滋阴润燥，南方�个地区多配合使用佩兰、苍术、藿香等芳香化湿。

五、NCP的治疗原则

（一）辨证论治为基本原则

所谓辨证就是根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病性、病变部位，以及邪正盛衰的关

系，概况、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论治就是根据辨证的结果，确定相应的治疗方法。辨证论治是理法方药在临床上的

具体运用，是指导中医认识疾病、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也是临床工作的基本原则。对于&29,����而言，杨进>���认

为应发挥中医辨证论治的特色和优势，一方面可以按照温病的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理论，并参考伤寒的六经辨证理

论辨证论治；另一方面可根据中医许多既定的证候类型，参照传统的理法方药进行治疗。目前分歧最明显的是寒热之

辨，或谓寒湿毒，或谓湿热毒，其实在古代文献中，从寒从热的观点早有记载，作为中医工作者，理应根据患者的症

状、体征，结合当今时令与地域之不同，辨证而论治，以求战胜疫情。

（二）分期、分型论治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提倡分期论治，分为医学

观察期、临床治疗期，又将临床治疗期分为初期寒湿郁肺、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和恢复期肺脾气虚论治。

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印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提倡分期、分型相结合论治，

分为医学观察期、临床治疗期，临床治疗期又分为轻型（寒湿郁肺证、湿热蕴肺证）、普通型（湿毒郁肺证、寒湿阻

肺证）、重型（疫毒闭肺证、气营两燔证）、危重型（内闭外脱证）、恢复期（肺脾气虚证、气阴两虚证）。各地区

中医诊疗方案中、部分专家均有分型、分期论治。

（三）祛湿为第一要务，贯穿始终

1&3以湿为病机核心，故而总以祛湿为第一要务，而贯穿治疗始终。薛博瑜>��认为湿邪是&29,����的主要病理

因素，而脾为生痰之源，无论外湿抑或内湿均与脾失健运有关，故祛湿健脾应贯穿治疗始终。并指出湿在肌表，以

羌活、防风、紫苏叶祛风除湿；痰湿蕴于上焦，用藿香、杏仁、前胡芳香化湿，宣肺祛痰；湿困中焦，以法半夏、陈

皮、苏子、白芥子健脾化湿；湿流下焦，则用茯苓、泽泻、滑石淡渗利湿；痰湿化热，多选法半夏、瓜蒌皮、黄芩、

桑白皮清化痰热，或以麻杏石甘汤、越婢加半夏汤化裁；湿毒秽浊壅盛，参吴又可达原饮之意，用槟榔、草果苦温燥

湿，配合黄连、黄芩清热燥湿，辛开苦降。在祛湿的同时，强调须配伍健运脾胃之药，如苍术、白术、山药、茯苓、

薏苡仁等健脾以消痰湿生成之源，即使患者未见脾虚证候，亦可按叶天士“先安未受邪之地”的原则选用健脾之品。

马家驹等>���强调湿热治肺，其认为自温病学派起，如叶天士、吴鞠通、石芾南等，重视从上焦、从肺论治湿邪。湿热

治肺，主要是通过宣开肺气而达化湿透热之目的。石芾南《医原》明确提出了湿热“治法总以轻开肺气为主，肺主一

身之气，气化则湿自化，即有兼邪亦与之俱化”，并提出“湿热治肺，千古定论也”的观点，取方多选三仁汤等。

（四）谨防传变

薛博瑜>��认为1&3属于疫病，疫毒致病的特殊性，多易逆传而出现病情急剧恶化，治疗上应重视清瘟解毒而防

变。根据疫病的一般发展规律，可以采取截断疗法，如病在气分，根据情况予以清气凉营解毒或清气凉血解毒，以防

邪毒内陷生变。早期在清解宣肺时，加入金银花、青蒿、连翘、藿香等清热解毒辟秽之品；中期痰热闭肺，及时加

黄芩、栀子、黄连清气分热毒，或酌用水牛角、生地、丹皮、紫草等以凉血化瘀解毒。常需配合土茯苓、黄柏、藿

香、佩兰等化湿解毒药物。马家驹等>���认为本病为感受湿毒，属湿热范畴，存在正局、变局的传变特点，疾病治疗过

程中，应谨防变局发生。正局多见于轻症，若不积极治疗，湿毒化热则进入进展期，部分患者病情变化迅速，淫肺入

营，逆传心包，横逆肝肾，可累及多系统损害，甚则死亡，此乃变局。苗青等>��认为，早期关注邪毒入血成瘀，可能

是治疗上的一个关键点，如若忽视，可能转变为危重症。先贤谓“留一分胃气，便有一分生机”。王刚等>���认为本病

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着疾病的预后。在1&3整个疾病的诊治过程中，需谨记保护脾胃，尽快恢复脾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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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疾病进一步恶化。

（五）祛邪为首要任务，亦应重视固正

吴又可《温疫论》曰：“大凡客邪贵乎早逐”。马家驹等>���认为&29,����之为病，有别于寻常温病，毒邪伤人

最速，故治疗时应首先重视祛除毒邪，邪去则正安，避免过早给予补益、扶正治疗。然而，恢复期>��人体多因邪毒所

伤而表现为肺脾两虚、气阴两虚，当健脾补肺，益气养阴而顾护正气。姜良铎>���提出“气不摄津”是&29,����关键

病机，治疗关键即顾护胸中大气，强调早予补气之品，警戒阴伤，同时关注“扶正达邪”。其关键病机，治疗关键

即顾护胸中大气，强调早予补气开肺之品，慎用下法，顾护气阴。唐德志等>���认为老年人明显肾精不足，在中西医

结合防治老年人&29,����的过程中，恰当运用“补肾填精法”调节“肾精”状态，可以发挥“未病先防”“既病防

变”“瘥后防复”的重要作用。

六、小结

在中医药学发展的历史上，伴随着多次重大突发疾病的发生，也不乏传染性疾病。东汉末年张仲景面临建安年间

的伤寒，创制了伤寒论六经辨证；明末清初吴又可面临温疫，著第一步温病学专著《温疫论》；清叶天士面对温病，

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吴鞠通、薛生白创立了三焦辨证。这些都是面临新的突发重大疾病的时候，为了更好的解决问

题而守正创新>���。针对此次&29,����中医工作者应坚持辨证论治基本原则，结合当今时令与地域之不同，坚持以病

机、临床疗效为指导，尽早、深入介入疾病的防治中，以期尽快遏制疫情蔓延，最终打赢这场“战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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