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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医药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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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是 2019 年底以湖北省武汉市为中心而新爆发的一种急性感染性肺炎，属中

医“疫病”范畴。在此次疫情中，中医药早期介入，在各个阶段都发挥了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初步形成了中医药防

治急性传染病的一套机制。总结目前各期的经典用方、有效方药的筛选以及已开展的临床研究，初步阐释中医药在

COVID-19治疗上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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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s an acute infectious pneumonia outbreak at the end of 2019 in Wuhan, Hubei

province. It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epidemic disease" in TCM.Early interven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is epidemic situation.In each stage, it has shown the advantages of treatment, accumulated rich experience, and

initially formed a set of mechanism of Chinese medicine to prevent and treat acute infectious diseases.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classical prescriptions during each period of the disease, the screening methods of effective prescriptions and the clinical studies that

have been carried out. This article can preliminarily showed the active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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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2月，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在中国武汉出

现［1］，被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纳入法定传染病乙类

管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患者临

床表现为发热、呼吸道症状，胸片显示肺炎，严重者

出现呼吸衰竭、休克，甚则多脏器衰竭而死亡［2］。世

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并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将新型冠状病

毒（SARS-CoV-2）感染引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

式命名为“COVID-19”。基于目前 COVID-19 已在

短期内造成较大范围流行，结合该病致病暴戾、起

病急骤、传变迅速等特点，辨病属中医“瘟疫”范畴。

中医认为瘟疫的病因主要是时行之气流行与应时

之气过盛［3］，疫病理论在明清时期已趋于完善和成

熟，不仅在病因病机、致病特点、传变方式、治疗大

法等方面建立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众多医家还创立

了很多经典名方，如清瘟败毒饮、达原饮、升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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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济消毒饮等。在过去 20年里，针对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H1N1、H7N9、Ebola等新突发传染

病疫情的防治方面，中医药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

效果［4-8］。

此次疫情发生后，中医药也积极投身于疫情防

控。针对SARS-CoV-2的病原学特点以及特有的临

床表现，目前已积极开展有效经方、通用方、中药的

文献研究和数据挖掘，利用多种药物筛选模式筛选

出可用方药，投入临床使用后进一步加快了临床评

价和机制研究。本文总结了近期中医药防治

COVID-19的有效方剂、中药的文献研究及临床实

验结果，进一步对已有中草药处方潜在机制进行

综述。

1 SARS-CoV-2流行病学、病原学特点以及目前西

医治疗方案

COVID-19主要传播途径是呼吸道飞沫和密切

接触传播，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长时间暴露于高浓

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气溶胶传播的可能［9］，消化道

传播仍待进一步确认［10-11］。SARS-CoV-2 感染患者

遍布各个年龄段，30～65岁患者占 71.4%，男性发病

率高于女性，10 岁以下儿童患病率为 0.35%［12］。

SARS-CoV-2具有传染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钟南

山团队在 1 099例患者中记录 1例潜伏期达 24 d［13］。

发病时常见发热、咳嗽、肌痛或疲劳，不典型则可见

咳痰、头痛、咯血、腹泻、呕吐等［14］。COVID-19

80.9% 属于轻、中症 ，确诊病例中粗病死率为

2.3%［15］，既往合并基础性疾病患者病死率升高，如

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急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等。

SARS-CoV-2 是正链 RNA 病毒，属 β冠状病毒

属。研究表明，SARS-CoV-2 与急性呼吸综合征相

关的冠状病毒（SARSr-CoV）有高度的序列相似性，

其刺突蛋白（spike glycoprotein）与 SARS 冠状病毒

使用相同的细胞受体-血管紧张素转换酶（ACE2）进

入细胞，说明 SARS-CoV-2 与 SARS 冠状病毒致病

机制相同［16］。McLellan 团队在此基础上证实了

SARS-CoV-2 对 ACE2 的亲和力比 SARS-CoV 亲和

力高约 10至 20倍［17］，为SARS-CoV-2的高传染性提

供了有力证据。SARS-CoV-2基因组编码非结构蛋

白、结构蛋白以及辅助蛋白。3-胰凝乳蛋白酶样蛋

白酶（3-chymotrypsin-like protease）、木瓜蛋白酶样

蛋白酶（papain-like protease）、解旋酶（helicase）、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等非结构蛋白以及刺突糖蛋白这一结

构蛋白对于病毒生命周期、与细胞受体相互作用有

重要影响［18］，可成为抗病毒药物潜在靶点。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19-20］。

主要治疗方法是控制感染源、利用口罩等防护措施

降低传播风险、早期诊断、早期隔离以及对患者的

对症支持处理，严重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尽快考虑体外膜肺氧合，避免盲目使用抗菌药物，

酌情短期加用糖皮质激素。在抗病毒药物的选择

方面：瑞德西韦可在体外抑制 SARS-CoV-2［21］，美国

第 1例确诊患者使用后显示治疗有效［11］，目前已经

正在进行 2项 III期实验；磷酸氯喹、羟氯喹和法匹

拉韦小范围内实验有效，洛匹那韦/利托那韦、阿比

多尔因副作用限制了临床使用，除此以外，宿主靶

向药物如干扰素等疗效均需在临床研究中进一步评估。

2 中医药治疗首先是传承经典、重用名方

COVID-19患者早期病位在表，营卫不和，肺气

不利，应根据相应体质、证候类型，提早、加强中药

干预，为防范传播、控制疫情争取时间；中期毒邪入

里，肺气郁闭，转归从化，出现变证，应病证结合、中

西并重，阻断温病传变，以防变为危候；重症期真阴

耗竭，气无所依，内闭外脱，需结合重症医学等多学

科救治方法，提高患者生存机率；恢复期正气亏虚，余邪

未尽，应清补并行，加强体质，及早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经历了 2 000 多年与疫病的反复斗争，古代医

家对瘟疫的治疗形成了系统认识和方法体系，临床

用药及组方众多。朱丹溪在《丹溪心法·卷一·温疫

五》中总结治疫方法有三：宜补，宜散，宜降。吴又

可则认为治疫重在“胃气”，强调疫邪侵入机体后伏

于“半表半里”之膜原，并创立达原饮。余师愚根据

热疫的病证特点，创立“清瘟败毒饮”为瘟疫的辨证

论治开拓了新的境地，杨栗山创立升降散为主的治

温十五方。经典医方对于今天COVID-19的治疗仍

有指导意义，中医药防治 COVID-19诊疗方案中推

荐处方多由数个经方加减化裁而来，频次最高的为

麻杏石甘汤，其次为宣白承气汤、升降散［22］和银翘

散［23］。根据各期各证，中医药防治 COVID-19诊疗

方案及各家经验［24-32］推荐用方详见表1。

除了临床经验总结，现代中医各家还基于以下

理论进行了有效方剂的筛选：（1）基于 SARS-CoV-2

蛋白结构及致病机制：马婧等［33］利用 SARS-CoV-2

冠状病毒 3CL水解酶、冠状病毒木瓜样蛋白酶的晶

体结构以及ACE2作用靶点筛选出桑贝止嗽散、小

陷胸汤、麻杏石甘汤、宣白承气汤、桑菊饮和银翘散

等有效方剂。宗阳等［34］认为达原饮治疗COVID-19

可能的有效机制在于达原饮中的活性化合物能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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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 ACE2结合，作用于 PTGS2、HSP90AA1、ESR1

等靶点调节多条信号通路；（2）基于细胞因子风暴

引发的系列免疫反应：临床数据显示，COVID-19患

者出现ARDS可能与细胞因子风暴有关［35］，花生四

烯酸代谢通路也与细胞因子产生有关。任越等［36］

基于花生四烯酸代谢通路关键靶点抑制剂的药效

团模型，利用中药化学成分数据库，筛选具有抑制

作用的成分为厚朴木脂体Ⅰ、忍冬苦苷、大黄素甲醚-

8-O-β-D-吡喃葡萄糖苷等；（3）基于肺-肠轴理论：

COVID-19患者可表现为腹泻、呕吐等消化道症状，

另外患者粪便中可检测出SARS-CoV-2核酸。肠道

微生态系统对于机体免疫系统发育、远端器官的免

疫功能会造成影响。唐凌等［37］总结出肺肠同治的

承气汤类方、凉膈散、升降散。

3 推广使用通用方及中成药

在首辨疫毒、解析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精准筛

表1 中医药防治COVID-19诊疗方案及各家经验推荐用方

Table 1 COVID-19 treatment plan and the recommended prescription for each new experience

分期

早期

中期

处方

清气饮

藿朴夏苓汤

加减葳蕤汤

藿香正气散

达原饮

神术散

羌活胜湿汤

人参败毒散

大青龙汤

荆防败毒散

越婢加术汤

麻黄加术汤

麻杏苡甘汤

桑菊饮

四加减正气散

五加减正气散

银翘散

三仁汤

宣痹汤

桑杏汤

清营汤

宣白承气汤

麻杏石甘汤

定喘汤

升降散

达原饮

小陷胸汤

解毒活血汤

麻黄附子细辛汤

葶苈大枣泻肺汤

升阳益胃汤

小柴胡汤

甘露消毒丹

白虎加苍术汤

菖蒲郁金汤

来源

《辨疫琐言》

《医原》

《重订通俗伤寒论》

《和剂局方》

《温疫论》

《医方类聚》

《脾胃论》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伤寒论》

《摄生众妙方》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

《金匮要略》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伤寒论》

《摄生众妙方》

《伤寒温疫条辨》

《温疫论》

《伤寒论》

《医林改错》

《伤寒论》

《金匮要略》

《内外伤辨惑论》

《伤寒论》

《医效秘传》

《活人书》

《温病全书》

分期

重症期

恢复期

处方

黄连解毒汤

白虎汤

清瘟败毒饮

千金苇茎汤

射干麻黄汤

清气化痰汤

生脉散

参附汤

四逆汤

四逆加人参汤

理中汤

安宫牛黄丸

苏合香丸

紫雪丹

至宝丹

清营汤

回阳救急汤

犀角地黄汤

来复汤

补中益气汤

六君子汤

清燥救肺汤

柴胡疏肝散

清暑益气汤

来复汤

香砂六君子汤

左归饮

五叶芦根汤

理中丸

竹叶石膏汤

沙参麦冬汤

益胃汤

二陈汤

四君子汤

参苓白术散

来源

《肘后备急方》

《伤寒论》

《疫疹一得》

《备急千金要方》

《金匮要略》

《医方考》

《医学启源》

《圣济总录》

《伤寒论》

《伤寒论》

《伤寒论》

《温病条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灵苑方》

《温病条辨》

《伤寒六书》

《外台秘要》

《医学衷中参西录》

《内外伤辨惑论》

《医学正传》

《医门法律》

《医学统旨》

《温热经纬》

《医学衷中参西录》

《古今名医方论》

《景岳全书》

《湿热病篇》

《伤寒论》

《伤寒论》

《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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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基础上，以“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政府主

张积极开展通用方的推广，目前主要有清肺排毒

汤、肺炎 1号方。中成药也以简便、实用为特点，在

各地治疗方案中共涉及口服中成药 33种，其中连花

清瘟胶囊（颗粒）最多［23］。

3.1 清肺排毒汤

清肺排毒汤由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五苓散、

射干麻黄汤 4个经典方组成，功能祛寒利湿，又可通

利三焦、调和脾胃，可安全、快速、高效治疗COVID-

19［38］。临床研究中，在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 4省

试点开展 214例确诊患者临床观察，其有效率达到

90%以上［39］，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使用。10个省 57个

定点医疗机构纳入 701 例使用清肺排毒汤确诊病

例，其中有 130例治愈出院，51例症状消失，268例

症状改善，212例症状平稳没有加重［40］。四川省 16

个单位纳入 98例确诊患者，以 3 d为 1疗程，治疗 9 d

后总有效率 92.09%，清肺排毒汤能有效退热、改善

实验室异常指标、减少不良反应［41］。就其作用机制

而言，赵静等［42］发现清肺排毒汤能平衡免疫、消除

炎症，作用部位其首要是肺、其次是脾，通过靶向病

毒复制必需的蛋白——核糖体蛋白而抑制病毒

mRNA翻译、抑制与病毒蛋白相互作用的蛋白而起

到抗病毒作用；吴昊［43］运用中药网络药理学初步寻

找到清肺排毒汤化合物-肺炎靶点网络包含 292个

化合物和 214 个相应靶点，核心靶点涉及 AKT1、

MAPK8、MAPK1 和 JUN 等，筛选到包括肺炎相关

通路低氧诱导因子-1通路、Toll样受体通路以及肺

损伤保护相关的T细胞受体通路在内的 122条有关

通路，分子对接结果显示，清肺排毒汤中药材部分

核心化合物对SARS-CoV-2的 3CLpro和ACE2蛋白

具有一定的亲和力。

3.2 连花清瘟胶囊

连花清瘟以麻杏石甘汤合银翘散化裁而来，巧

用大黄通腑泻热，配伍红景天清肺化瘀，功能清瘟

解毒，宣肺泄热。连花清瘟胶囊（颗粒）作为防治

COVID-19的推荐中成药，临床疗效获得认可。对

2020年 1月 1～31日就诊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

医院确诊的 54 例 COVID-19 患者运用常规治疗联

合连花清瘟颗粒，最终发现连花清瘟胶囊明显缓解

发热、乏力、咳嗽主要症状，同时对于胸闷、呼吸困

难和肺部湿啰音等症状体征亦具有显著的改善作

用，有效率达 81.6%［44］。另一回顾性临床分析［45］纳

入治疗组 21例（常规治疗联合连花清瘟颗粒）、对照

组 21 例（常规治疗），提示明显改善发热、咳嗽、咳

痰、气促症状。王林等［46］通过网络药理学筛选获得

连花清瘟 378个活性成分，282个潜在作用靶点，与

SARS-CoV-2 共同靶点 55 个，认为连花清瘟治疗

COVID-19 可能与广谱抗病毒、抑菌退热、止咳化

痰、调节免疫等作用有关。另外，在急性肺损伤小

鼠模型中，体内体外实验均证明连花清瘟胶囊能降

低巨噬细胞趋化因子（MCP-1）表达量和单核巨噬细

胞在肺部感染灶的趋化和募集［47］；在呼吸道合胞病

毒（RSV）小鼠模型中，连花清瘟颗粒可有效抑制

RSV感染小鼠肺内病毒滴度［48］。

4 运用临证经验和现代药理学研究相结合的中药

筛选模式

4.1 COVID-19用药规律

治疗COVID-19各期处方用药并不相同。针对

医学观察期、潜伏期和COVID-19初期患者，中医药

早期用以解表透邪、宣肺平喘、芳香化浊、清热解

毒、止咳化痰、通腑泻热之品，对于重症患者，中医

急予开闭固脱、解毒救逆之法，以峻补阳气之剂配

开窍醒神之品。古敏等［49］检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省市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管理局发布的和《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诊疗手册》收录的中医药防治

COVID-19诊疗方案以及国医大师、知名中医药专

家所拟的方药，发现治疗初期使用清热药、解表药、

化湿药及化痰止咳平喘药；治疗中期时多用化痰止

咳平喘药、清热药，以苦杏仁、生石膏、葶苈子、蜜麻

黄、黄芩频次为多；治疗恢复期时使用频次最多的

是茯苓和麦冬。庞稳泰等［23］认为初期杏仁最多，甘

草、连翘次之，而中期石膏最多。

4.2 多种途径筛选有效中药

刘菊等［50］通过文献检索筛选抗病毒中药组合

121种，出现频次较多的药物为金银花、板蓝根、鱼

腥草、连翘、黄芩等。牛明等［51］基于临床经验和分

子对接技术筛选发现 46 个能作用于 SARS-CoV-2

刺突蛋白与人体ACE2结合区域且具有较高结合能

的中药活性成分，主要归属于金银花、桑叶等 7味中

药，并以此优化形成了“克冠 1号”，为中医组方的科

学性和潜在疗效提供了佐证。贺福元等［52］基于中

医药超分子“气析”理论认为鱼腥草和金（山）银花

的挥发性成分和组方可用于SARS-CoV-2药物的快

速开发。程韶等［53］从 COVID-19 炎症-氧化应激关

系出发，认为治疗药物有 3类，即清热解毒药、活血

化瘀药、益气扶正药，其中，清热解毒药包括金银

花、连翘等，活血化瘀药包括牡丹皮、丹参等，益气

扶正药包括黄芪、人参等。另外，针对SARS-Co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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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引起的肝脏损伤，褚扬等［54］建议使用水飞蓟、

甘草、苦参、三七等进行治疗。筛选的抗病毒药物

详见表2。

5 结语

COVID-19 在全球肆虐，成为严重的卫生公共

学问题。中医药在 COVID-19发生发展的各阶段，

以其辨证论治的特点发挥了巨大作用，真正实现

了“关口前移，重心下沉，早期介入，全程干预”。本

次中医药在COVID-19治疗中，理论上传承历史、立

足实践，以人为本，确立各地各期各证治疗之法，结

合数据挖掘及现代生物学、药理学基础研究，系统

整理一批有效方药，并迅速投入临床应用；治疗上

中西优势互补，在减轻发热症状、控制病情进展、减

少激素用量、减轻并发症等方面具有确切疗效。但

是目前针对专方专药的研究集中于临床经验和网

络药理学等，临床研究样本量较少，基础研究较为

缺乏，仍需要更多的临床实践数据以及开展进一步

深入的药理机制研究，来系统阐述中医药治疗

COVID-19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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