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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普通型验案３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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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笑笑１，李　晶１，汪诗清１，陈　炜２，董　梅２，刘　玲２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３．淮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０；４．淮南市中医院，

安徽 淮南　２３２００６，５．马鞍山市中医院，安徽 马鞍山　２４３０００）

［摘要］对３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验案进行总结，分析其中医病机和证治特点。患者多因感受湿毒之邪所致，

病位在肺，涉及其他脏腑。用药宜选苦辛、芳香、淡渗之剂，药性清灵，重在醒脾运化，忌用寒凉克伐之剂。疫

疠湿毒之邪可从寒化而伤阳气，或从热化而成湿热，又或从燥化而伤阴，故临证须把握动态变化，疫病的每一

阶段都有不同的病理特点，需灵活辨证，考虑情志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顺应异法方宜，重视舌象辨证，才能

做到精准施治，提高疗效。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湿毒疫；验案；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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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张

念志教授担任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救治专

家组成员、医院救治专家组组长，负责安徽省合肥

市、六安市、淮南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中医药

会诊救治工作。现选取３则典型案例进行总结分

析，以期对诊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等传染病提供借

鉴参考。

１　验案１

李某，男，５５岁，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初诊。主诉：

发热伴腹泻１周。既往史：既往有高血压病史１４

年，患者有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

史。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胸部ＣＴ提示右上肺炎症。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舌淡红，苔白

厚腻，舌苔有裂纹，脉濡滑。西医诊断：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普通型）；中医诊断：疫病（湿阻肺脾

证）。给予普通干扰素５００万Ｕ及洛匹那韦和利托

那韦复方抗病毒治疗。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６日二诊：患者无发热，无咳嗽咳

痰，饮食、睡眠一般，大便稀溏，为稀黄水样便，小便

正常。舌淡红，苔白厚腻，舌苔有裂纹，脉濡滑。考

虑寒湿内盛，予清肺排毒汤加减：生石膏２０ｇ，柴胡

１６ｇ，茯苓１５ｇ，山药１２ｇ，麻黄、杏仁、桂枝、泽泻、

猪苓、白术、姜半夏、生姜、紫菀、款冬花、射干、藿香

基金项目：安徽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应急科研攻

关项目（２０２００４ａ０７０２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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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９ｇ，黄芩、炙甘草、枳实、陈皮各６ｇ，细辛３ｇ。５

剂，４００ｍＬ水煎温服，每日１剂，每日２次。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２日三诊：患者大便稀溏，为稀糊

黄便，余无不适。舌淡红，苔白厚腻，舌苔有裂纹，脉

濡滑。考虑湿邪不化，累及胃肠，予三仁汤合藿朴夏

苓汤加减：薏苡仁４０ｇ，杏仁、白豆蔻、藿香、泽泻、猪

苓、桔梗、石菖蒲、生姜皮各１０ｇ，制半夏、厚朴各

９ｇ，甘草６ｇ。５剂，服法同前。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４日

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７日四诊：患者诉乏力，头晕，饮

食、睡眠一般，二便正常。舌淡红，苔白腻，舌苔有裂

纹，脉濡滑。考虑湿邪不化，累及全身，于前方加苍

术１０ｇ。５剂，服法同前。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９日复查新

型冠状病毒核酸仍呈阳性，胸部ＣＴ病灶有较明显

吸收。

２０２０年３月２日五诊：患者诉胃脘部不适，食

后饱胀，纳谷不香，头昏重感。夜寐尚可，二便尚调。

舌淡红，苔白腻，舌苔有裂纹。考虑湿邪不化，累及

胃肠，予三仁汤加减：薏苡仁４０ｇ，太子参、焦山楂、

炒谷芽、炒麦芽各２０ｇ，杏仁、白豆蔻、藿香（后下）、

泽泻、石菖蒲、苍术、桂枝各１０ｇ，制半夏、厚朴各９

ｇ，桔梗、干姜、甘草各６ｇ。７剂，服法同前。２０２０

年３月５日及３月６日复查新型冠状病毒核酸均呈

阴性，服用中药后诸症缓解，予以出院。

按　患者为中年男性，寒湿疫毒侵袭，肺胃同

病，肺卫失宣，故见发热；邪犯阳明，清浊不分，故见

腹泻、苔白厚。初诊患者以腹泻为主要症状，采用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清肺排毒汤”［１］加减，将原

方细辛９ｇ改至３ｇ。结合多地医生临床观察，此方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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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２］。患者服用５ｄ

后，腹泻症状好转，但察其舌脉，湿浊之象未去，湿性

黏而重浊，舌淡红，舌苔有裂纹为水湿内停之象，舌

中白腻为中阳不足。三仁汤可轻开上焦肺气，气化

则湿亦化。藿朴夏苓汤开宣肺气，淡渗利湿为辅。

加石菖蒲辛温芳香、化湿和胃。经治四诊时患者大

便正常，但伴乏力、头晕，湿性重浊，在前方中加用苍

术以增强燥湿健脾之功。五诊时胃纳不香症状较前

明显，予三仁汤中加用炒谷芽、炒麦芽、焦山楂以健

脾消食。病程日久，湿邪伤阳，气化不利，再添干姜、

桂枝以温阳益气，使气机流畅，恢复转枢。再添桔

梗，实为载药上行之用。太子参补益脾肺之气。患

者病程１个月余，病程缠绵，病机以湿阻肺脾为主，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以健脾化湿、宣肺解毒为主要

治疗方法，随症加减，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

２　验案２

马某，女，５９岁，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初诊。主诉：

咳嗽伴咽痛５ｄ，发热１ｄ。既往史：既往体健，有明

确的疫情高发地区居住史。２０２０年１月２４日新型

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舌红，苔白腻微黄，

舌苔有裂纹，脉弦细。西医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普通型）；中医诊断：疫病（湿热蕴肺证）。

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１日二诊：患者诉咳嗽，咳少量白

黏痰，稍焦虑，睡眠较差，纳食一般，二便尚调。舌

红，苔黄燥，脉细滑。考虑肝肺郁热，予以清热化痰

润肺之剂：茯苓、薏苡仁、百合各３０ｇ，苍术、陈皮、浙

贝母、杏仁、前胡各１０ｇ，清半夏９ｇ，厚朴、炙甘草各

６ｇ，黄连３ｇ。７剂，水煎，温服，每日１剂，每日２

次。患者２０２０年２月１日首次服用中药后因抗病

毒药物引起的胃肠道反应比较明显，拒绝服用中药。

入院治疗第２２天，经抗病毒、增强免疫力等对症治

疗，肺部病灶未完全吸收，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

测结果均呈阳性，未达到出院标准。经与患者沟通

后同意再次使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三诊：患者睡眠较差，稍焦

虑，偶有口渴，舌红少苔，脉细滑。考虑肝肺郁热而

致肺阴亏虚，予以养阴清肺、疏肝清热安神之剂：炒

谷芽、炒麦芽、神曲各２０ｇ，南沙参、夜交藤各１５ｇ，

麦冬、玉竹、桑叶、芦根、天花粉、茯神、合欢花各１０

ｇ，甘草６ｇ。３剂，服法同前。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四诊：患者睡眠较差，稍焦

虑，舌红少苔，脉细。阴虚之象有加重趋势，考虑与

其住院时间长，以致郁热加重，损伤肺阴，继续予以

养阴清肺、疏肝清热安神之剂，方药同前。患者经抗

病毒对症治疗以及中医治疗后，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２０２０年２月２０日和２月２１日两次新型冠状病毒

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予以出院。

按　患者中老年女性，起病以咳嗽咽痛、发热为

特征，疫邪从口鼻而入。病初患者舌红，苔白腻微

黄，苔有裂纹，为湿毒疫邪侵犯肺卫，正邪交争于半

表半里，少阳枢机不利，故见发热、咽痛、脉弦细等肝

肺郁热之证。治以清热化痰润肺之剂。方中苍术旨

在燥湿健脾，湿祛则脾运得健，脾健则湿邪得化；黄

连性寒能清热而泻火；半夏与陈皮相配，理气行滞；

茯苓旨在利水渗湿、健脾和胃；浙贝母、杏仁、前胡清

肺化痰止咳；厚朴、杏仁、茯苓三药分消上下之邪；百

合清肺化痰止咳；薏苡仁利湿健脾；炙甘草调和诸

药。三诊时患者舌红少苔，脉细滑，考虑肝肺郁热，

热化而成湿热，从燥化而伤阴，导致肺阴亏虚之候。

王孟英《温热经纬》云：“留得一分津液，便有一分生

机。”故以养阴清肺、疏肝清热安神为法。方中大量

滋阴清热之品诸如南沙参、麦冬、玉竹、芦根、天花粉

之类滋养肺胃之阴，桑叶清宣肺热；芦根、天花粉兼

有清热生津之用；茯神、合欢花、夜交藤乃安神之品，

旨在调养心神；炒谷芽、炒麦芽、神曲健脾和胃。四

诊时患者仍为一派阴虚之象，考虑可能与其病程长，

加之忧思过度，以致郁热加重，损伤肺阴，继用前方。

患者早期湿热，病久伤阴，导致病情迁延不愈，而且

此患者情志致病也表现较为明显，因此经过养阴清

肺、疏肝清热安神治疗后，自觉症状改善，舌象改善

更是明显。

３　验案３

患者赵某，女，５２岁，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初诊。

主诉：发热伴纳差、乏力１周余。既往史：患者有与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密切接触史。２０２０年１

月２９日胸部ＣＴ提示右肺下叶基底段、左肺下叶基

底段感染性病变。２０２０年１月３０日患者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舌质红，苔薄白，脉细

滑。西医诊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普通型）；中

医诊断：疫病（气阴两虚证）。予重组人干扰素α２ｂ

注射液、洛匹那韦和利托那韦复方、连花清瘟颗粒抗

病毒治疗。经治后患者发热症状消失，咳嗽减轻，但

食后有明显的恶心呕吐、腹泻，伴四肢乏力，食欲较

差。为改善症状，予以中西医结合治疗。

２０２０年２月４日二诊：患者刻下乏力，脘腹满

闷，口干口苦，时有呕恶感，每日４～５次水样大便，

视频见其言语略微弱，神情疲惫。舌质红，苔薄白。

辨证当属气阴不足、脾胃失和，当益气养阴、和胃健

脾，取沙参麦冬汤及葛根汤加减：薏苡仁、炒谷芽、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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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妊娠恶阻源流考

金　雅１，吴　花１，郝乐乐１，李伟莉２，余欣慧２

（１．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１２；２．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安徽 合肥　２３００３１）

［摘要］妊娠恶阻的相关记载最早可见于《金匮要略》。恶阻病名首见于《诸病源候论》，之后出现病阻、子病、

恶食、选饭、病鬼、病儿等其他名称。妊娠恶阻的病机主要为冲气上逆、胃失和降。历代医家将其病因病机归

纳为风气痰饮、脾胃虚弱、肝胃不和、肝肾阴虚４种类型，并分别治以顺气化痰，补脾益气、和胃降逆、疏肝和

胃、补肾平肝之法。

［关键词］妊娠恶阻；脾胃；肝肾；源流

［中图分类号］Ｒ７１４．２４＋１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２０９５７２４６．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３

　　恶阻是指消化不良，不思饮食，而妊娠恶阻则特

指在妊娠早期出现严重的恶心、呕吐，头晕厌食，

基金项目：安徽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省级中医发展专项

资金项目（卫办秘〔２０１５〕４０４号）；安徽省卫生计生委中

医药科研课题项目（２０１６ｚ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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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者食入即吐，亦可将其称之为恶阻。妊娠恶阻的

相关记载最早可见于《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证

并治》：“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

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１］７７，其病名则首见于

《诸病源候论·妇人妊娠病诸候上》［２］。历代医家对

恶阻都有不同的见解，并对其具有深刻的认识及独

特的治疗思路。现通过对历代医家古籍的归纳整

理，从恶阻的病名、病因病机、治疗三方面进行论述。

麦芽各１５ｇ，太子参、葛根各１２ｇ，北沙参、麦冬、扁

豆、山药、紫苏叶各１０ｇ，黄连、甘草各３ｇ。３剂，配

方颗粒，开水冲服，每日１剂。

２０２０年２月８日三诊：患者脘腹胀满改善，未

再呕吐、恶心，视频见其表情自然柔和，言语有力。

舌质稍红苔薄。原方再进５剂。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四诊：患者无明显不适，脘腹

胀满明显改善，胃纳可。舌质稍红，苔薄白。前方继

服７剂。两次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后出院。

按　患者中年女性，主因发热、纳差、乏力入院，经

抗病毒治疗后已无发热症状，但恶心、纳差、乏力症状

仍存，考虑可能为新增抗病毒药物所致呕吐、腹泻之不

良反应。辨证为气阴不足、脾胃失和证，取沙参麦冬汤

及葛根汤之义拟方。方中太子参益气养阴，北沙参、麦

冬滋养肺胃之阴，葛根升阳止泻，扁豆、甘草益气培中、

甘缓和胃，山药、薏苡仁健脾和胃，紫苏叶行气宽中，小

量黄连止泻，炒谷芽、炒麦芽消食和中。全方共奏益气

养阴、和胃健脾之功。该患者从舌象、脉象及症状表现

看，湿毒之象不甚明显，而表现为气阴两虚之候，考虑

与体质相关，突出中医学“因人制宜”理论，应注意顾护

肺脾，补益尤其重视气阴。

从中医学角度分析，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仍属“疫疠”“温疫”范畴，其特点为湿毒疫。上述

３则验案，均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药全程参

与，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纳差、不寐、

盗汗等临床症状。根据温病、疫病重视舌诊的经验，

临床辨治需对患者舌象充分考究。“湿毒”或多或少

贯穿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病程，故化湿解毒

之药须根据时令、地域及体质不同，辨寒热之异。宜

选苦辛、芳香、淡渗之剂，药性清灵，重在醒脾运化，

忌用寒凉克伐之剂。疫疠湿毒之邪可从寒化而伤阳

气，或从热化而成湿热，又或从燥化而伤阴，故临证

须把握动态变化，疫病的每一阶段都有不同的病理

特点，需灵活辨证，分阶段治疗，注重标本兼顾，考虑

患者情志等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才能做到精准施治，

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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