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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的快速变化，新的研究报道与医学证

据逐渐增加，自 2020年 1月 16日国家发布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以下简称诊疗方案）

第一版至今已有五版，从第三版开始出现中医药治

疗方案 [1-3]，地方性的治疗方案也随之纷纷出台 [4]。

中医学认为，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受诸多因素

影响，如时令气候、地理环境、体质强弱、年龄大

小等，比如在流感的季节变化、个体上的不同表证

等，因此治疗上须制定与证相适宜的治疗方法，才能

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这也正是中医学的整体观念

和辨证论治的体现。本文将结合国家发布的各版治

疗方案以及地方方案，从“三因制宜”角度探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中医治疗，以供同行参考。

一、因时制宜

因时而变是指根据季节气候的特点制定适宜

的治疗方法。关于疫病与运气的关系，《类经·运气类》
中有所阐述：“凡岁气之流行，即安危之关系。或疫

气遍行，而一方皆病风温；或清寒伤脏，则一时皆犯

泻痢⋯⋯诸如此者，以众人而患同病，谓非运气之使

然欤”[5]。《黄帝内经》中有 7篇关于运气大论，尤
其是《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有很多关于五运六
气与疫病的预测和论述。

元丰二年（1079年），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疫。苏
轼用圣散子方予以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东坡

全集》卷 34《圣散子叙》）。同期苏辙在任江西，同
样遭遇了大疫，“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

是卜”（《雍正江西通志》卷 60《名宦四》）。当时
亦是禁止往来行动，只能求助于巫卜，而苏辙采取了

苏轼的办法以圣散子和糜粥予以治疗，所活无数。

“然而辛末、宣和、弘治年间却因为迷信此方，出现

杀人无数十无一人的情形。所谓“运气不齐，古今易

辙，旧方新病难相合附，所贵因时制宜之妙耳”。从黄

州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来看，北宋时期黄州大概位

于今武汉和黄冈的东北面。元丰二年是己末年，太阴

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中见少宫土运，岁土不及。

民易病寒湿，因此圣散子散这样有附子良姜吴茱萸

豆蔻麻黄藿香等温热燥湿的药方有奇效。但至宣和

年始，己亥庚子年间气候变化，非寒湿所致瘟疫时期

该方反助疫气。

观 2003年之非典型性肺炎与今时之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两者均为 12月份开始陆续有病例报道，1
月份开始随着春运和气候的变化开始传播流行，可

见冬春之交易有瘟疫流行。但从五运六气来看，非典

型性肺炎是壬午癸未之交，当时结合临床表现中医

界认为是春温，湿热时疫，受客气影响，2~3月份开
始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己亥庚子之交，国家专

家组进驻武汉后结合临床表现，多认为初起为湿邪

显著的疫病，随地域和体质从化，受客气影响，1~2
月份即开始爆发。此次疫情初发时地理位置与黄州

相近，病原体和发病季节与非典型性肺炎相似，但年

岁和气候不同，因此不能生搬硬套圣散子散及其它

既有的治疫名方。

比如诊疗方案第三版增加了中药治疗方案，辨

证首分湿和热，有升降散春温方、达原饮伏气温

病方，银翘散辛凉解表方，也有麻杏甘汤类的发散

风湿的金匮方。而诊疗方案第四版中医方案进一步

在疾病的分期与预防、中医处方与推荐剂量、中成

药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修订（诊疗方案第五版包括

修正版的中医方案与第四版相同）。与诊疗方案第三

版相比，其增加了对疾病全过程的分期，考虑到居家

医学观察的患者很多，推荐了在医学观察期使用中

成药，同时对治疗期的方案也进行了调整。为指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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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使用，诊疗方案第四版介绍了初期“寒湿郁肺”、

中期“疫毒闭肺”、重症期“内闭外脱”、恢复期

“肺脾气虚”的不同临床表现，建议初期统一用藿香

正气合达原饮合方，中期用麻杏石甘合达原饮宣肺

透邪通腑，重症期用参附汤苏合香等固脱开窍，恢复

期使用六君子方等，并具体到药味和剂量。

2020年 2月 6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宣布，由
该局组织实施的应急科研专项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进一步筛选出了单个有效方剂“清肺排毒汤”，该方

是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的

合方。据 4省试点临床观察显示，清肺排毒汤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总有效率可达 90%以上。《素
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
病之来路有呼吸与皮毛，病之去路有汗、吐、利。疫

病一怕表气郁闭，邪不得越；二怕里气郁结，秽浊阻塞；

三怕热闭小肠，水道不通，饮停心肺，以致闭塞。总治

则宜透表宣散。根据咳嗽、发热、气喘等相似的病

状制定一个通用方的思路应该是可行的，该方寒温

并用，体现了透邪外出、截断和分利的治则。但要注

意的是，个体寒热虚实矛盾的主次有别，疾病危重期

会发生各种不同的变化，这时候也要随证加减。

二、因地制宜

因地制宜是指由于地势高低、气候条件及生

活习惯各异，人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尽相同，

因此治疗用药应根据地域环境对证的影响而有所变

化。《黄帝内经》专设《异法方宜论》一篇，讨论不

同地域人群易患的病种以及病变和治法特点等。国

家卫健委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确诊病例数居前五

的地区为湖北、广东、河南、浙江、湖南。

湖北大部分地区属季风性湿润气候，武汉临

江，自 2019年 12月开始就常为阴雨雾天，气温
0~10°。经国家专家组早期对百余例患者的观察，
认为病性上属于阴病，因此多用辛温之法。2020年
2月 8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发
布的中医方案 [6]，特点是在初期中按有发热的寒湿、

湿温和少阳，无发热的为疫湿，在疫毒闭肺期又分湿

毒寒化和热化，充分考虑了个体体质的从化。

广东岭南气候多潮湿，疫疠之气易兼夹湿热，

病因在于湿热疫毒，病理特点为“湿、热、瘀、毒、虚”，

治则为“清热解毒、疏风透表、益气养阴”。该地区

制定的经典代表方剂为透解祛瘟颗粒，方中含连翘、

山慈菇、金银花、黄芩、大青叶等药 [7]。

河南地势呈西高东低之势，三面环山，冬季多

寒冷且雨雪相对较少，寒疫之邪较重，当地认为轻症

患者大多为三阳并病，以葛根汤、小柴胡汤 [8]。一旦

病证开始入阴，出现高烧、咳嗽或呼吸不顺等症状

时，改以大青龙汤、射干麻黄汤。

浙江大体上是“七山一水二分田”，光照和雨

水较多，四季分明，结合当地病例诊察情况，以国医

大师葛琳仪教授领衔的中医专家组已参与调整了四

版浙江方案 [9]：疫病初期以荆防败毒散治疗，内陷之

毒使其从表透出；疫毒郁肺，肺部炎症逐渐加重者，

以麻杏石甘汤合千金苇茎汤宣肺化痰排脓；重型有

肺水肿和肺心表现者，以葶苈泻肺汤逐饮化痰。另外

还观察到，患者早期即有肺部炎症渗出，且影响通气

功能，因此建议早期可使用化痰活血药物。对出现肺

纤维化患者，也可以考虑应用当归川芎等活血化瘀

药物。对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早期，可以使用桃核承

气汤或犀角地黄汤。

湖南多以山地、丘陵为主，大体上是“七山二

水一分田”，冬季雨水较多。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国医

大师熊继柏教授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中医疫

病范畴，病因为感受疫疠之气，病性为湿热浊毒 [10]。

治疗上应辨证论治、因地制宜，将病程分为初热期、

重症期、危重期、恢复期四期，代表方剂以桑菊饮、

银翘散、麻杏石甘汤等为主。

总体上看，各地方性方案虽各有特点，结合了

地域分析和地方用药，但基本符合国家方案中“湿

热毒瘀”的病机特点。

三、因人制宜

“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是中医的精髓。《灵枢·寿
夭刚柔篇》讲：“人之生也，有刚有柔，有弱有强，有

短有长，有阴有阳”。因体质差异、素有痼疾等的

不同，病变表现也不同，因此需随证施治。根据患者

的年龄、性别、体质等不同特点，制订适宜的治疗

原则，称为“因人制宜”。

我国老年人口众多，老年人免疫功能弱，是传

染病的易感人群和高危易发人群，本次疫情的危重

症人群中老年人居多。原因是老年人抵抗力较差，免

疫力低下；多种基础疾病共存。比如有慢性支气管炎

合并病毒感染后，会出现继发的细菌感染，病情就容

易恶化。2月 9日钟南山院士团队发布于 medRxiv
预印版网站的文章报道，近 1 100例确诊患者的中
位年龄为 47岁 [11]；2月 11日由中外科学家协力



· E001 ·中华老年病研究电子杂志 2020年 2月第 7卷第 1期    Chin J Geriatrics Res (Electronic Edition),February 2020,Vol.7,No.1

完成的大样本分析也发布于 medRxiv预印版网站，
报道显示 4 000多例确诊患者中 70%以上分布在
30~65岁的年龄段，50岁以上中老年人的患病率最
高，而且分析得出老年提示着患者预后不良，是影响

病死率的因素之一，而且预计病死率最高的是老年

男性重症肺炎患者，病死率达到 9.47%[12]。可见老年

人是此次疫情中需要高度关注的群体。因此国家也

特别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发布了关于做好老

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两虚相得，乃客其形”。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发地当时寒湿较重，尤其阳虚

湿重老人易得。老年人正气虚弱，往往伴随多种慢性

疾病，一者脏腑受损，正气难复，而致精、气、血、

津液等耗伤，而见形体消瘦、记忆衰退、步履迟缓等；

二者脏腑虚衰，各种病理产物丛生，痰饮瘀血留滞，

营卫之气不能守使，疫气因而易于入侵。故对于年老

体弱患者的治疗可参人参败毒法、小柴胡法，祛邪

之中兼以扶正。喻昌《寓意草》指出，“伤寒病有

宜用人参入药者，其辨不可不明。若元气素弱之人，

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为困；重者

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因此虚弱之体，必用人参三、

五、七分，入表药中，少助元气，以为驱邪之主，使邪

气得药，一涌而出，全非补养虚弱之意也”。元气虚弱

之人，病邪易于内陷，虚佐补气之品以助邪外出。姜良

铎等 [13]亦认为，“气不摄津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关键病机和发展为重症之机转，强调治疗以早顾气

阴为大原则，早用补气，警戒伤，若宗气不陷，营阴不

竭则预后良好⋯⋯扶正达邪不容忽视”。中国中医科

学院广安门医院呼吸科李光熙教授更推荐将人参败

毒散作为治疗普适方药，并推荐年龄较大或者体质

虚弱者尽快服用此方。人参败毒散出自《太平惠民

和剂局方》，由柴胡、甘草、桔梗、人参、川芎、茯苓、

枳壳、前胡、羌活、独活、生姜、薄荷等药物组成，

“治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

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并皆治之”。

散寒化湿、宣降肺气之中兼有人参、甘草以益气扶

正，对于老年、体弱患者可为适合之选。

对于素体正气不足，阳虚老年之人，一是易感，

二是易逆传入里，继而出现三阴证等危重证候。从治

未病角度来看，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国医大师熊继

柏教授特别强调了“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在预防

上要注意“固正气”[14]。故针对此类患者，推荐了玉

屏风散和桂枝加葛根汤的合方。玉屏风散是预防体

虚感冒的专方，主要用于提升患者的“正气”以抵

御外邪；桂枝加葛根汤证是表虚受邪。该合方比较适

用于免疫力低下，容易出汗感冒的老年人。针对气虚

不能卫外固表的老年人群，浙江第四版方案中也推

荐了一个高风险人群预防用方，即玉屏风散加减。国

内大部分地方性版本的恢复期治则和方药都是补益

肺脾入手，此为培土生金的治法。考虑到庚子年燥金

太过，食疗上建议百合莲子粥润肺小米红枣粥健脾。

《伤寒论·辨阴阳易瘥后劳复病脉证并治》中提到“损
谷则愈”，建议恢复期要适当控制饮食摄入，减轻脾

胃负担，加快机体恢复。

同时，《关于做好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

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提到，应高度重视加强

老年人心理调节，纾解焦虑恐惧情绪，引导其保持正

常作息、规律生活 [15]。社会支持和体育锻炼是影响

老年人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2019年的一项调查
显示，社区老年人抑郁、焦虑检出率分别为 26.5%、
9.9%[16]。在疫情面前，如何落实国家对老年人群的

心理健康特殊关照，尤其值得重视。中医七情致病理

论中有“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情绪抑郁则肝木

不舒，惊惧不安则心神不宁。老年人五脏虚衰，七情

伤内则更不利于疾病转愈。中医养生首重养神，治病

更重视调神。“精神进，志意治则病可愈”。如江西、

山东、广东、云南等地的方案中都提到了精神调摄，

武汉方舱医院也有序引导轻症患者适当锻炼。我们

认为，在医学观察期即应及早介入，在疾病治疗期更

需始终关注，给予患者心理疏导和中医养生功法等

中西医结合的干预措施，助其更好更快地康复。
致谢 感谢国医大师葛琳仪教授以及浙江省名中医王真教授、
黄平教授对本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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