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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脉散用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恢复期治疗的可行性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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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符合出院标准的患者逐日增多，恢复期的中医治疗应受到关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及地

方推出的诊疗方案中都加入了恢复期的中医辨证分型及治疗方药。查阅文献，并分析新冠肺炎恢复期的临床特征及中医分

型，发现气阴两虚证为恢复期的主要证候，生脉散为气阴两虚证的代表方剂。对生脉散用于气阴两虚证疾病的临床应用及

其抗肺纤维化和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药理作用进行了综述，对其用于新冠肺炎恢复期的可行性进行探讨，以期为临床医生

和患者的恢复期中医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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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number of discharged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COVID-19) increased, TCM treatment received

more attention. Some COVID-19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plans issued by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and local government

recorded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TCM in the convalescent period and the treatment prescription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CM classification of convalescent period were also reported in recent literatures.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is the main syndrome in recovery period, and the Shengmai Powder (SMS) is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This paper reviews

the studies of SMS in the treatment of deficiency of Qi and Yin, pulmonary fibrosis and vascular endothelial cell injury. The

feasibility of SMS for the discharged patients with COVID-19 was discussed. This review will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doctors

and patients in the recovery period of TCM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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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 ，我国发生新型冠状病

毒（2019 novel corona virus，2019-nCoV）感染肺炎的

疫情，截至 2020年 2月 15日 17时 44分，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统计报告我国新型肺炎累计确诊 66 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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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治愈共 8 362例。随着诊疗技术的进步及对早

期患病人群的筛查，早发现、早治疗，符合出院标

准——体温恢复正常 3天以上、肺部影像学显示炎

症明显吸收、呼吸道症状明显好转，连续两次呼吸

道病原核酸检测阴性（采样时间间隔至少 1天）的患

者将迅速增加。但是报道显示，部分出院患者肺部

CT显示仍存在散发阴影，且患者仍有疲倦乏力、憋

闷和干咳等症状［1］。正如清代名医叶天士所言：“恐

炉烟虽熄，灰中有火也。”因此，新冠肺炎恢复期仍

需要对症治疗，中医药辨证论治对于患者的康复有

不可替代的优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五版）》［2］认为恢复期为肺脾气虚证，主要表现为气

短、倦怠乏力、纳差呕恶、痞满，大便无力，便溏不

爽，舌淡胖，苔白腻。推荐处方为法半夏 9 g、陈皮

10 g、党参 15 g、炙黄芪 30 g、茯苓 15 g、藿香 10 g、砂

仁 6 g；全方以补气补脾药为主，考虑湿邪未尽，加藿

香、半夏、砂仁等化湿祛痰。后续出台的第六版诊

疗方案亦有类似论述。《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试行第二版）》［3］中将生脉

制剂作为恢复期的主要推荐用药。《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中医诊疗方案及预防方案》［4］报道恢复期患者可采

用补中益气丸合生脉饮治疗。

临床中医专家认为患者热退后往往存在疲倦、

舌少津等症状，表现为气阴两虚证，这也与全国多

个省市的专家意见相同［5］。李晓凤等［6］认为新冠肺

炎缓解期病情趋于稳定，邪气几去，正气待复，可见

气短乏力、食少懒言、口干，呕恶痞满，大便无力，便

溏不爽等表现，属气阴两虚证，治以益气养阴。项

琼等［7］认为新冠肺炎恢复期可见气阴两虚证，治疗

用生脉冲剂、参麦饮等。陈祝君等［8］认为新冠肺炎

恢复期可见气阴两伤，推荐使用中成药生脉饮。石

岩等［9］认为新冠肺炎恢复期属邪去正虚，高热已退，

可有低热、神疲、纳差、胸闷、大便黏滞不爽，舌质

暗、苔薄白，脉细数，推荐《景岳全书》六君子汤补土

生金，兼有阴虚者，推荐生脉散、五味子汤。

由此可见，新冠肺炎恢复期多以气虚症状为

主，气阴两虚也多见，生脉散及其制剂作为治疗气

阴两虚证的代表方剂被广泛推荐。生脉散又名生

脉饮，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首载此方，朱丹溪在

《丹溪心法》中确立其治法［10-11］。生脉散由人参、麦

冬、五味子组成，方中人参补肺益以生津，麦冬养

阴、消热以生津，五味子固表止汗而生津［12］。《医方

考》谓之“一补，一清，一敛，养气之道备也，名曰生

脉”［13］。本文通过对生脉散治疗气阴两虚证的文献

进行归纳分析，并总结其防治肺纤维化和血管内皮

细胞损伤的临床与药理研究进展，为生脉散治疗新

冠肺炎恢复期气阴两虚证、缓解临床症状，加速患

者康复，以及预防肺纤维化等后遗症的发生提供理

论依据。

1 对气阴两虚证的治疗作用

1.1 生脉散单用

生脉散作为主治气阴两虚证的基础方，在临床

上得到广泛应用。宋尚晋［14］认为生脉散有润肺生

津、益气养阴的功效，主治温热、暑热，耗气伤阴证

和久咳伤肺，气阴两虚证，在临床上应用广泛。柴

小姝［15］总结了刘伟胜教授治疗阴虚毒热型肺癌经

验，认为养阴基础方之生脉散可用于治疗久咳肺

伤、气阴两虚证，能够改善患者盗汗、无力、少气懒

言等症状。

管金芳［16］用生脉散治疗气阴两虚证糖尿病合

并冠心病心绞痛患者 78例，总有效率为 92.31%，改

善了患者心脉痹阻，气阴两虚证，起到生津养阴，润

肺止咳的功效。周源林等［17］认为慢性心力衰竭属

于气阴两虚证，加以生脉散治疗，取得较好的临床

疗效，有效改善患者憋喘、周身乏力、口干等症状。

石广灿［18］用生脉饮治疗患者气阴两虚型肺结核并

多汗症，可改善患者乏力、胸痛、咳嗽、盗汗、食欲不

振的症状，疗效显著。孙洪然［19］用注射用益气复

脉（生脉脉的注射剂）治疗慢性心力衰竭气阴两虚

证，结果发现患者的心悸、气短、疲乏、自汗盗汗等

临床症状得到显著改善。陈思兰等［20］认为生脉散

在糖尿病治疗中起到积极作用，可改消渴病属气阴

两虚证所引起的乏力、多汗、头晕等症状。

由此可见生脉散在气阴两虚证所致的多种疾

病治疗中，可改善患者乏力、憋喘、咳嗽等临床

症状。

1.2 生脉散联合其他药物

1.2.1 联合中药 生脉散联合其他中药方剂在气

阴两虚症所导致的疾病治疗中发挥了明显的优势。

有研究发现生脉散联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方［21］、

补中益气汤［22］以及归脾汤［23］对气阴两虚型糖尿病

及其并发症具有较好疗效。张洪辉［24］、马晓妍

等［25］、惠玲等［26］的研究中发现生脉散合归脾汤对气

阴两虚型心悸疗效确切。慢性心衰病机虚实夹杂，

气阴两虚为本，心血瘀阻为标，研究表明生脉散合

血府逐瘀汤［27］与生脉散加炙甘草汤加减方［28］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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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心力衰竭（气阴两虚、心血瘀阻证）有明显改善

心衰症状、心功能和活动耐量、提高患者的运动耐

力和生存质量的作用。刘宇等［29］利用益气复脉注

射液联合瓜蒌皮注射液治疗气阴两虚型冠心病心

绞痛，结果表明治疗后两组心绞痛发作频率和程度

及心电图均得到显著改善。此外，也有临床研究发

现生脉散联合牡蛎散［30］、二至丸［31］、黄芪六味地黄

汤［32］对气阴两虚型甲亢、胸痹心痛、慢性肾功能衰

竭具有显著的疗效。

1.2.2 联合西药 生脉散联合西药在临床上对气

阴两虚型疾病也有一定的应用。章隽等［33］通过临

床试验发现在西药常规治疗基础上加服生脉散对

气阴两虚型肺结核可起到协同增效作用，能够提高

临床治疗总有效率及涂阳阴转率，促进肺部病灶吸

收，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生脉散联合西药治疗对心力衰竭患者具有显

著疗效。王海平等［34］对 64例慢性心力衰竭患者进

行临床研究，发现在地高辛治疗基础上加用益气复

脉可较好地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和心功能状况。

徐家涛等［35］通过米力农联合注射用益气复脉对慢

性心力衰竭患者进行治疗，结果表明在常规治疗基

础上注射用益气复脉联合米力农显著改善慢性心

力衰竭患者各项心功能指标。除此之外，生脉饮加

减联合西药对甲亢性心脏病［36］、冠心病心律失

常［37］、阵发性房颤［38］等气阴两虚型疾病也有显著

效果。

1.3 生脉散加减方

生脉散作为基础方在气阴两虚证的治疗中疗

效显著，但是由于患者的个体差异，症状表现不尽

相同，临床上可针对患者实际状况酌情加减。吴春

平［39］提出生脉散及加减方能够益气滋阴、使邪气外

出，改善患者在心肌炎恢复期间胸闷，乏力，气短，

少气懒言，汗出等症状，初期的患者加金银花、板蓝

根，起到清热解毒，辟秽化浊的作用；加丹参、三七、

川芎活血化瘀，行气，改善患者胸闷且疼痛的症状。

项娜［40］认为病毒性心肌炎多为气阴两虚证，在生脉

散基础上加黄芪能够扶助正气，驱除邪气；加白术

能健脾化痰；加川芎能行气活血；加干松、酸枣仁可

定悸安神等，因此生脉散加减方通过辨证论治，能

够滋阴生津、益气复脉、宁心安神，改善患者胸闷、

无力、心悸等症状，对治疗病毒性心肌炎有较好的

疗效。梁兆松［41］在生脉散加味治疗心血管疾病中

发现，有益气养阴、生津止咳、固表止汗的功效，能

够改善心血管病人心悸、胸闷、胸痛、气短、动则出

汗、口干舌燥等症状，是治疗气血两虚的良方，在基

本方人参、麦冬、五味子的基础上，加蒲黄、五灵脂、

丹参、玄胡能够改善胸闷，心前区疼痛等症状；加茯

苓、石菖蒲、柏子仁、远志、琥珀粉可以改善心悸不

安，头晕等症状。

马翮［42］将生脉散加味用于临床治疗气阴两虚

兼阳虚型慢性肾衰 45例，临床症状积分减少，提高

肾小球滤过率，总有效率为 95.55%，取得较好的临

床效果。程煜等［43］将甲状腺功能亢进患者 90例随

机分为两组，治疗组给予生脉散加减，对照组给予

他巴唑，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92%，明显高于对照

组，改善了患者消瘦、口干舌燥、乏力、盗汗等症状，

说明生脉散加减对气阴两虚的甲状腺功能亢进症

效果较好。

2 生脉散对肺纤维化的治疗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冠肺炎患者逐渐进入恢复

期，那么对新冠肺炎可能产生的相关后遗症的预防

和治疗就变的尤为重要。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

的 Zhou 等［44］报道 2019-nCoV 与 SARS-CoV（非典）

病毒有 79.5%的基因序列相似度。查阅文献发现，

SARS患者治愈后产生多种后遗症，其中弥漫性间

质肺纤维化和股骨头缺血性坏死发病率较高［45-46］。

尽管本次新冠肺炎是否会产生与SARS相近的后遗

症尚未得到临床验证，但是因为病变在肺部，肺纤

维化是可能出现后遗症中风险较高的一种。生脉

散及其中的组成药味对肺纤维化治疗有一定研究

基础，因此主要对生脉散治疗肺纤维化的可行性进

行讨论。

2.1 生脉散全方治疗肺纤维化

弥漫性间质肺纤维化属于中医“憋喘”范畴，临

床诊治大致分为 6 种证型：气阴两虚型、风热犯肺

型、痰热壅肺型、心肺气虚血瘀型、心脾肾阳虚型和

阴阳俱虚型［47-48］。宋雅琳等［49］通过对中医药治疗肺

纤维化的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北方用药核心有“药

团”5 个，其中生脉散加减（半夏、紫苏子等）为主

要“药团”，其中人参、麦冬和五味子位列使用频次

最多的前 20种中药材。尹强等［50］通过临床研究发

现生脉注射液能够显著降低恶性肿瘤患者放射治

疗后肺纤维化的发生率。申玉敏等［51］研究表明注

射用益气复脉除具有抗炎、平喘、解痉祛痰外，还能

改善心功能，降低肺动脉压，在西医常规治疗基础

上应用注射用益气复脉治疗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

性加重期并呼吸衰竭疗效优于单纯西医常规治疗。

夏远利等［52］药理研究表明，注射用益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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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冻干）改善脂多糖诱导小鼠急性肺损伤作用，可

有效减轻小鼠肺组织损伤并缓解炎症反应。

也有报道显示生脉散合用玉屏风散（屏风生脉

散）对肺纤维化有较好疗效，齐金华等［53］、韩正贵

等［54］和胡运勤［55］报道玉屏风散及其合用泼尼松和

强的松可显著改善气阴两虚型肺纤维化患者的细

胞免疫功能。

2.2 组成药味治疗肺纤维化

生脉散中的人参、麦冬和五味子及其有效成分

也有良好的抗肺纤维化的作用。杨露［56］研究发现

人参总皂苷可抗博来霉素诱导的小鼠肺纤维化，其

作用机制可能与调节转化生长因子 β1/Smad 蛋

白（TGF-β1/smad）信号传导通路和基质金属蛋白酶

系统有关。黄锋等［57］报道人参皂苷Rg1有一定的抗

肺纤维化作用，其机制可能与调节血小板源性生长

因子-A（PDGF-A）表达有关。张心月等［58］通过研究

人参、麦冬等药材对博来霉素诱导的大鼠肺纤维化

模型的作用，发现其能够显著降低大鼠肺纤维化程

度，其中麦冬的作用机制可能是提高骨形态发生蛋

白（BMP-4）的表达水平。富晓彬［59］报道麦冬可能通

过下调细胞因子 TGF- β1，上调超氧化物歧化

酶（SOD）活性，减少羟脯氨酸含量，来减轻及延缓

大鼠放射性肺纤维化。

邵杰［60］探索五味子乙素对大鼠矽肺纤维化的

作用机制发现，其可能与调整基质金属蛋白酶 -

9（MMP9）和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 -1（TIMP-1）

mRNA 的表达量有关。魏菲等［61］报道五味子乙素

对小鼠肺纤维化的保护作用可能是通过减轻炎症

反应，增强机体抗氧化能力和调节TGF-β1、磷酸化

Smad2（p-Smad2）和 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蛋

白发挥作用。

3 生脉散对血管内皮细胞损伤的治疗作用

炎症是机体的防御性免疫应答反应，研究发现

炎症可引起血管内皮细胞（VEC）损伤，而VEC的损

伤与高血压、糖尿病、动脉粥样硬化等密切相

关［62-64］。张国忠等［65］报道益气复脉粉针剂与参芍胶

囊连用，可显著改善冠心病心绞痛患者的血管内皮

细胞功能。陈荣琳等［66］研究生脉注射液对脂多糖

诱导的大鼠炎症反应及血管内皮损伤的影响，发现

生脉注射液对于脓毒症血管内皮损伤具有良好的

保护作用。张壮等［67］报道了参麦注射液及其主要

成分人参皂苷 Rb1和 Rg1对血管内皮损伤具有一定

的保护作用。因此，生脉散可能对重症新冠肺炎患

者的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有预防和治疗的作用，降低

其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等相关疾病的风险。

4 讨论

生脉散是治疗气阴两虚证的经典方剂，已有

800余年的历史，并经现代制药技术开发成多种中

药制剂（包括散剂、颗粒剂、口服液、注射剂等），临

床上仍被广泛使用。本文通过系统的文献调研，对

生脉散用于新冠肺炎恢复期气阴两虚证及可能后

遗症治疗的可行性进行了总结与归纳。

生脉散及其加减方以及联合其他药物在气阴

两虚证的治疗上起到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在缓解气

阴两虚证引起的乏力、憋喘、咳嗽等症状上具有明

确作用，同时也发现生脉散在对抗慢性心力衰竭方

面的研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重症肺炎可能会引

起多种后遗症，包括肺纤维化和血管内皮细胞损伤

等。在短期内，将有大批患者进入恢复期，此期间

也是预防和治疗相关后遗症的最佳时间，体现了中

医治未病“瘥后防复”的理念。很多药理学研究表

明生脉散在抗肺纤维化和血管内皮细胞损伤方面

具有显著的作用。

新冠肺炎恢复期气阴两虚证使用生脉散治疗；

或使用生脉散益气养阴的基础上随症加减化湿、清

热的中药，可有效加速患者的恢复时间，提高其生

活质量，并预防和改善肺纤维化以及血管内皮细胞

损伤等后遗症的发生和进展。虽然目前尚缺乏针

对新冠肺炎恢复期的大样本、盲法对照的临床研

究，但是本研究为其用于新冠肺炎恢复期临床应用

以及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

此外，生脉散组方简单，既有多种现代制剂满

足患者需求，也可自行购买药材煎煮，将有效缓解

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近些年随着配方颗粒的推

广和应用，其具有免煎煮、调配快、剂量准确等优

点，被广泛使用，患者也可以选用中药配方颗粒按

比例进行调配，避免煎煮中药带来的麻烦，这样就

方便于出院患者在家隔离期间的用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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