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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认识与防治

刘柳毅，刘丽君，周本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广东 深圳 ５１８１０７）
摘要：目的 探讨中医药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的认识与防治措施。方法 从中医学角度分析新冠肺炎的归属、病因、病

机，以及防治原则、临床组方方法。结果 新冠肺炎属中医“疫”病范畴，病位在肺，病因病机为“湿、毒、热”，目前临床的防治组方多以“扶

正固表”为基础，在疾病不同阶段辨证论治，综合制订治疗方案。结论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具有理论优势、经验优势和药物优势，不足

之处是中药传统剂型起效慢和中药注射剂存在安全性问题。中西医结合治疗、辨证论治思想、因地制宜、隔离和个人防护等因素对该病

的防治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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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年１２月起，我国湖北省武汉市出现了多起不
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并以武汉为中心，迅速在湖

北省乃至全国各地蔓延。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国务院联防
联控机制在发布会上宣布，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暂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

２月 １１日，国际病毒分类学委员会将造成武汉肺炎疫
情的新型冠状病毒正式命名为“ＳＡＲＳ－ＣｏＶ－２”，同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该病毒引起的疾病正式命名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随着新冠肺炎在多个地区呈现高发态
势，进行积极防控和出台有效诊疗方案成为遏制疫情蔓

延的当务之急。由于致病病原体是２０２０年１月６日首
次在实验室分离得到的感染人类的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目前尚无成熟的临床治疗经验与理论资料，也无特效药

物，新冠肺炎的防控与治疗存在一定困难。中医药学是

我国古代医学的瑰宝，曾在数百次重大疫病救治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远至明清时期的天花、鼠疫，近至非典型肺

炎、甲型流感、禽流感等传染性疾病，中医药都发挥了防

病治病的优势，为控制疫情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犤１犦。

当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健委）充分肯定

了中医药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中的作用，全国各地也陆续

出台了一系列中医特色诊疗方案。在此，基于中医药理论，从

病因、病机、预防和治疗原则等方面分析了中医药对新冠

肺炎的认识，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防治建议。

１ 中医对新冠肺炎的认识

根据国家卫健委《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

行第六版）》，以及发病特点和流行趋势，确认新冠肺炎

属中医“疫”病范畴犤２犦。《说文解字》曰：“疫者，民皆病

也。”《黄帝内经》记载：“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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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状相似。”《备急千金要方》谓：“疫气流行，死者极众。”

可见，古人已认识到了“疫”病是一类具有强烈传染性、

病情危重凶险的疾病。

此次疫情暴发于武汉。武汉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

江中游一带，江河湖泊众多。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以来，武汉处
于暖冬气候，气温反常，时值冬至，寒冷当至而未至，应寒而未

寒，同时阴霾冷雨缠绵近旬犤３犦，因此湿气较重。苗青等犤４犦

研究发现，多数患者舌体偏胖大，有齿痕，厚腻苔甚至腐苔

者多，均表现出“湿”的特点，结合外在环境因素呈现“湿”

象，故中医将本病归属于以湿邪为主的疫病。

最早创立“戾气”病因说理论的是明代医家吴又可，

其专著《温疫论》提到：“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

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异气”即属疫毒，

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季节性犤５犦。雷丰《时病论》也明确指

出：“温热本四时之常气，瘟疫乃天地之厉气。”故此次新

冠肺炎暴发的根本原因是天地间杂气——— 疫疠之邪依

附于人，加之发病季节及武汉地域特征之“湿”邪为患，

由此中医认为，此病可谓“湿毒疫”犤３犦。

２ 新冠肺炎的病因探讨

２．１ 外因
２．１．１ 外来疫毒之邪

吴又可《温疫论》提及：“疫者，感天行之疠气也。”明

确指出“疫”是自然界疫疠之气，“疠气”是发生疫病的病

因。《温疫论·原病》曰：“疫者，感天地之病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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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邪从口鼻而入。”这说明疫病从口

鼻进入人体，通过呼吸道传播犤６犦。

２．１．２ 环境因素

新冠肺炎暴发于己亥年终之气，己亥年为土运不及

之年，风木相对亢胜，气候整体风热偏盛，冬季气候本应

寒冷，但２０１９年冬季平均气温却较往年同期水平明显
上升。吴鞠通《温病条辨》指出：“冬温者，冬因寒而反温，

阳不潜藏，民病温也。”而疫病暴发地武汉水域面积辽

阔，且阴雨连绵近旬，异常的气候和阴雨潮湿的天气为

新型冠状病毒的生存与蔓延提供了有利条件。

２．２ 内因
２．２．１ 从五气六运角度分析

由于己亥年为土运不及之年，根据阴阳五行学说和

藏象理论，脾属土，脾土衰弱导致肝木来克，从而形成肝

强脾弱格局犤１犦。脾主运化水湿，脾虚则运化无权，可造成

湿浊内生，故许多患者可见舌苔偏腻、乏力、倦怠，或腹

胀、便溏、恶心呕吐等消化系统症状，此乃脾虚湿滞表

现；脾虚则肝亢，肝主升、主风，可出现发热、周身酸痛或

目红眼赤等风火上扰症状；土生金，金克木，然木盛侮

金，肺金受损，导致咽干、咳嗽犤７犦。

２．２．２ 体质因素

《灵枢·百病始生》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

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无虚，故邪不能

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

形。”当人体正气不足，防御能力下降时，邪气入侵人体

导致发病。

３ 新冠肺炎的病机、病位认识

湿毒疫疠之邪气，从口鼻或黏膜侵入人体后，先犯

及肺卫，证见咳嗽、胸闷等肺系症状，而肺与胃直接相

通，与大肠相表里，故肺有病必传至胃肠犤８犦。同时，本病

以“湿”邪为主，其特点为易阻遏气机，侵袭中焦脾胃，故

多有腹泻、腹胀、胸脘痞满等消化系统症状。若发病后未

尽早祛除疠气，疠气郁闭后化热，进入阳明，腑实不通则

加重肺气郁闭，形成恶性循环；阳明腑实，湿热化毒，瘀

闭肺络及心包，进而出现咳喘、呼吸困难等症状犤３犦。如医

治不及时，极易出现湿毒瘀闭气机，气机闭阻，内闭外脱

而危及生命犤９犦。可见，新冠肺炎本质上是由“疫毒”侵入

人体引起，湿邪为主要特征，感染病位在肺，累及脾胃、

大肠等脏腑。从其发展变化来看，总的病机可概括为

“湿、毒、热”。因此，尽早、正确地祛湿，通腑泄浊，是治疗

的关键。

４ 新冠肺炎的防治和处方原则

４．１ 扶正固表
中医有“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犤１０犦的理论，说明外界

病原体或其他致病因素（“邪”）只是促使发病的诱因，发

病与否的关键常取决于人体自身的协调、适应和抗病能

力（“正”）。人体正气不足，卫气虚弱，不能固表，导致机

体腠理疏松，易被外邪所侵袭，如新型冠状病毒等；如果

人体正气充沛，就能抵御邪气的侵袭，或者及时清除病

邪，使机体不发病。

于明坤等犤１１犦汇总的新冠肺炎防治方案中，大多以

扶正固表为基本大法，结合本病病机 “湿、毒、热”特点，

大多数防治方剂是在扶正固表基础上，配伍具有清热、

解毒、祛湿等功效的药物。扶正固表药物选择上，黄芪为

常用补气中药，应用最广，其味甘、性温，归脾、肺经，具

有补气升阳、益卫固表、利水消肿的功效，常配伍白术、

防风，加强益卫固表的作用，用于卫气不固体虚者。现代

中药学研究表明，黄芪多糖和黄芪皂苷甲能增强机体的

免疫功能犤１２犦。对于新冠肺炎的中医防治用药，选用黄芪

是“扶正气”的体现。针对“湿、毒、热”的病机特点，常配

伍连翘、贯众、金银花等清热解毒，该类中药药性寒凉、轻

清宣散，既能宣散表热，又能清热解毒，特别适用于温病初

期表里俱热者。祛湿则配伍佩兰、藿香、苍术等芳香化湿之

品，该类中药芳香化湿、醒脾开胃、发表解暑，常用于湿浊

中阻、脘痞呕恶、口中甜腻、湿温初起、发热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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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辨证处方
中医推荐的新冠肺炎治疗处方中，根据疾病的传变

规律，大多分为初期、中期、重症期、恢复期 ４个阶段进
行辨证处方。针对不同时期的病机，制订了相应的治疗

方剂。尽管方药多有差异，但均按如下处方原则进行辨

证施治：初期以寒湿郁肺等表证为主，治则为解表祛湿；

中期以湿毒化热闭肺为主，治则为宣肺解毒祛湿；重症

期以内闭外脱为主，治则为开闭固脱；恢复期以气阴两

虚及肺脾气虚为主，治则为补气养阴。

在众多治疗方剂中，麻杏石甘汤、甘露消毒丹、升降

散、安宫牛黄丸等清热之剂应用最广，可能与该疾病在

进展期或危重期以发热为主要临床症状并表现最紧迫

有关犤１３犦。以国家卫健委及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清肺排

毒汤为例犤２犦，就包含了麻杏石甘汤，在此方基础上加五

苓散、小柴胡汤。麻杏石甘汤为辛凉解表之重剂，麻黄石

膏相伍，既宣散肺中风热，又清解肺中郁热；杏仁降利肺

气以平喘，与麻黄相配有宣有降，与石膏相伍有清有降；

全方辛凉宣肺、清热平喘，适用于咽喉肿痛、咳嗽气逆等

证。五苓散方剂中的泽泻、茯苓、猪苓利水渗湿；白术补

气燥湿，合茯苓健脾制水之效益彰；桂枝温阳化气以助

利水，兼以解表；全方利湿行水化气，用于痰饮、水饮内

停等证，可改善气短而咳、小便不利等症状。小柴胡汤主

治少阳证，柴胡透少阳之邪，疏散气机；黄芩清泻少阳之

热，一散一清，共解少阳之邪；半夏、生姜和胃降逆止呕；

全方解表散热、疏肝和胃，可改善发热、食欲不振等症

状。这几个方剂巧妙相合，应用于新冠肺炎这一复杂的

瘟疫，疗效显著。

５ 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优势与不足

５．１ 理论优势
现代医学中，要想找到对新冠肺炎具有针对性、疗

效确切、起效快的药物，难度较大，且存在滞后性。中医

药强调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在未查明病原体前，利用“扶

正祛邪”的基本原则，在辨证论治理论指导下，根据疾病

的临床表现即可提出相应的防治方药，以提高机体对抗

疾病的能力，这是中医药明显的理论优势。

５．２ 经验优势
传统中医药历史悠久，从 ２０００多年前的《黄帝内

经》，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明清时期兴起

的温病学，都对传染病的发病机理、治疗原则作出了详细

阐述。在防治传染病方面，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大

量的有效方剂犤１４犦，在历次传染病如乙脑、ＳＡＲＳ、手足口病、
Ｈ１Ｎ１、登革热等的防治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５．３ 药物优势

西药在抗病原微生物过程中往往局限于某一个点，

药理作用单一，且易出现耐药现象和明显的不良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推荐的“克

力芝”（洛匹那韦 ／利托那韦），就存在明显的血脂异常
及胃肠功能紊乱等不良反应。中药讲究配伍，即使是单

味中药也是一个多成分的组合体，具有多成分、多靶点

的天然优势。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一些中药如黄芩、大

黄、金银花等也具有明显的抗病原微生物作用，将这些

中药运用到中药方剂中，与西药联合应用，既可产生协

同增效作用，又可减少西药的耐药性和不良反应。

５．４ 不足
中医药强调辨证施治和个体化用药，传统用药讲究

随证加减，虽大的治疗原则相同，但不同个体需要施以

不同处方，很难做到一方治百病，故极大地限制了其大

批量生产和广泛应用。丸、散、膏、丹等传统中药剂型起

效慢，在应对新冠肺炎危重病症时，不能应对病情的迅

速进展，因而也暴露了其局限性。现代中药学发展起来

的中药片剂、胶囊剂、颗粒剂、注射剂，虽开辟了中药新

的给药途径，弥补了传统方剂的缺点，但也存在不能就

个体调整用药及中药注射剂的安全性问题。

６ 新冠肺炎的防治建议

６．１ 更加注重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属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决定了其对新冠肺

炎认识和干预的差异，这种差异恰恰是中西医互补的基

础。中医理论讲究“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急则治标一般

是指在卒病且病情非常严重或疾病进展过程中出现危

及生命的某些证候时，要先治标。如危重型患者出现呼

吸衰竭，要给予机械通气，合并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

ＩＣＵ监护治疗，这些措施是借助西医的治疗手段。缓则
治本一般适用于慢性疾病，或当病势向愈、正气已虚、邪

尚未尽之际，需慢慢调养人体的气血精液。如新冠肺炎

患者在恢复期往往身体虚弱、肺脾气虚，此时应借助中

医手段，以补益固脱来调养身体，使人体正气逐渐恢复。

在整个疾病的进展过程中，中西医协同尤为重要，抓住

主要矛盾，结合中西医不同的治疗手段，不但并行不悖，

还可相得益彰。

６．２ 充分发挥“辨证论治”思想
辨证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将望、闻、问、切四诊所收

集的病史、症状和体征等资料，依据中医理论进行综合

分析，确立相应的治疗方法。目前，大多推荐的防治处方

是综合大量病例进行统一辨证而制订的统一方剂。就新

冠肺炎的不同人群而言，也应注重个体的差异性，根据

个体差异进一步细化，再选择不同的防治方法。如在扶

正组方基础上，糖尿病患者应加知母、葛根、芦根等滋

阴、清热生津的药味，血压偏高患者应配伍菊花、钩藤、

白芍等清热养阴、平抑肝阳的药味，冠心病患者则宜使

用党参、麦冬、五味子、金银花等益气养阴、清热的药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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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病不是着眼于病的异同，而是着眼于病机的区

别。因此治疗新冠肺炎时，应尽量做到“一人一方”，随证

调整处方。

６．３ 因地制宜制订防治处方
防治新冠肺炎时，应考虑到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

候差异及生活习惯不同等因素。南方地区气候多潮湿，

一年四季都有湿气，在“扶正固表”或“清热解毒”的防治

原则基础上，应加强化湿利水的作用，可适当加大藿香、

佩兰、苍术等芳香化湿之品的用量。北方地区气候干燥，

除了长夏之外，其他季节大多雨水缺乏，在制订防治处

方时，宜加上麦冬、知母、玄参等滋阴润燥药味。

６．４ 重视隔离并做好个人防护
目前没有特效药和病毒疫苗来防治新冠肺炎，最有

效的预防措施是隔离和增强个人体质。为有效控制和预

防疫病的传播，《内经》很早就提出“避其毒气”的观点，

说明预防疫病流行的最有效措施是隔离，避免接触确诊

病例和来自疫区的人员。在个人防护上，除了用中药预

防外，还应注重精神调养，保持心态平和；注意饮食起

居，不暴饮暴食，宜清淡为主，起居有节，早睡早起；居家

期间，加强身体锻炼，修身养性。

７ 结语

新冠肺炎属中医“湿毒疫”范畴，病因为“天地间杂

气——— 疫疠之邪”入侵人体，湿毒为核心病机。由于病毒

具有较强的传染性，人群普遍易感犤１５犦，且出现部分地区

大面积暴发，因而应对疫病进行早期干预。中医“治未

病”思想对疾病的预防有着深刻的认识，提倡治未病时

要培固正气、增强体质、避其毒气。在新冠肺炎的防治过

程中，应重视疾病的阶段性，辨证论治，审证求因，据因

处方：早期介入防止病情发展，避免轻症转为重症；后期

扶持正气，预防肺间质病变；危重阶段配合现代医学的

生命支持、控制并发症，可降低病死率。

中医有“天地人”三才合一的思想，疫气作为致病因

素来源于自然，存在于自然界各种宿主体内，并与之和

谐相处，保持着自然界的平衡。当气候变化和季节四时

变换时，特别是人类的异常生活和过度生产，打破了自

然界的平衡，反映到人类身上就会致病，因此，人类要对

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尊重自然变化规律，共同维护好

大自然的生态平衡犤１６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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