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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医诊疗方案

以国家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

疗方案》中的中医治疗方案为依据,结合湖北省今冬

地理气候特点以及对病毒性肺炎疾病进展规律的认

识,同济医院制定了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中

医诊疗和预防方案。
一、发病早期(临床治疗期)

(一)有发热者

1.寒湿郁肺型

1)体温情况:发热或伴恶寒;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少痰或白痰,胸闷;

3)全身症候群:乏力,或肌肉酸痛,腹胀,纳差,或
便溏;

4)舌脉:舌淡红,苔白,或微腻,脉沉濡。
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丸。
建议处方:生麻黄6g,炒苍术15g,藿香10g,草

果6g,陈皮10g,厚朴10g,羌活10g,生姜10g,姜
半夏10g,炒苦杏仁10g。

2.湿温郁肺型

1)体温情况:发热,热势较高或身热不扬,恶寒

轻,或无恶寒;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痰白或黄稠,胸闷,活动

后气短;

3)全身症候群:乏力,口干,纳差,腹胀,大便干结

或大便粘滞不爽,小便黄;

4)舌脉:舌淡红或红,苔薄黄或黄腻,脉滑数。
推荐中成药:三仁合剂,或金叶败毒颗粒合藿香

正气丸。
建议处方:炒苦杏仁10g,白豆蔻12g,生薏苡仁

20g,姜半夏12g,陈皮10g,滑石20g,藿香12g,厚
朴15g,白术15g,茯苓20g,淡竹叶15g,生姜10g。

3.邪郁少阳型

1)体温情况:寒热往来,或寒甚热微;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有痰,或少痰,胸闷;

3)全身症候群:乏力,腹胀,纳差,小便黄少,或大

便溏;

4)舌脉:舌淡红,苔白腻,或兼见杂色,脉滑。
推荐中成药:柴胡口服液合藿香正气丸。
建议处方:柴胡12g,黄芩12g,姜半夏10g,党

参10g,甘草6g,藿香10g,草果10g,陈皮12g,茯
苓15g,炒苦杏仁10g,竹茹12g,紫苏10g。

(二)无发热者

疫湿伤肺型

1)体温情况:体温正常;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无痰或少痰,胸闷,或动

则气短;

3)全身症候群:神疲倦怠,或自汗,心悸,或有纳差;

4)舌脉:舌淡红,苔白,或微腻。
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丸合玉屏风散。
建议处方:炙麻黄10g,苍术10g,薏苡仁15g,

藿香10g,草果10g,党参10g(或人参10g),瓜蒌皮

15g,法半夏10g,茵陈10g,丹参30g,陈皮10g。
二、疾病进展期(临床治疗期)

重症及危重症

(一)疫毒闭肺型

1)体温情况:高热不退,或需用激素才热退;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黄或白痰,胸闷气短,动
则喘促;

3)全身症状群:纳差,乏力,或伴肌肉酸痛不适,
或便溏,或大便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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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舌脉:舌质暗,苔黄腻或黄燥,或白腻,脉滑。
若高热,痰黄,或咯血,口干,大便秘结,苔黄腻,

脉滑数,属湿毒热化;若发热不明显,痰白,大便稀溏,
不喜饮,舌质暗,苔白,脉沉滑,属湿毒寒化。

推荐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湿毒热化),藿香正

气丸合苏合香丸(湿毒寒化)。
建议处方:
(湿毒热化处方)青蒿15g,黄芩15g,石膏30g,

浙贝母10g,姜半夏10g,陈皮10g,炒苍术10g,茯
苓15g,石菖蒲10g,草果10g,槟榔10g,熟大黄9
g,炙麻黄9g,桃仁12g,赤芍10g,生甘草6g。

(湿毒寒化处方)人参10g,黑顺片10g(先煎),
炙麻黄9g,桂枝9g,炒苦杏仁10g,藿香10g,薏苡

仁15g,白豆蔻6g,厚朴9g,川芎15g,生甘草6g。
(二)内闭外脱型

1)体温情况:壮热,或无发热(使用激素情况下);

2)呼吸道症候群:胸闷伴呼吸困难、动辄气喘或

需要辅助通气;

3)全身症状群:纳差,极度乏力,或便溏,或伴神

昏,烦躁,汗出肢冷;

4)舌脉:舌质紫暗,苔厚腻或燥,脉浮大无根。
推荐中成药:血必净注射液,生脉注射液。
建议处方:人参15g,黑顺片20g(先煎),山茱萸

30g,麦冬20g,桃仁12g;送服苏合香丸或安宫牛黄

丸。
因患者此时使用无创或有创呼吸机,口服中药不

便,推荐鼻饲给药。或中药静脉给药:血必净注射液,
生脉注射液。
三、疾病恢复期(临床恢复期)

肺脾两虚型

1)体温情况:无发热三天以上(不使用激素);

2)呼吸道症候群:咳嗽,少痰,或无痰,胸闷、气短;

3)全身症候群:倦怠乏力,纳差、腹痞满,或大便

溏泄;

4)舌脉:舌淡胖,苔白,或少津,脉虚无力。
推荐中成药:补中益气丸合生脉饮;纳差、便溏者

推荐香砂六君子丸合午时茶颗粒。
建议处方:姜半夏12g,陈皮12g,党参15g,黄

芪30g,茯苓15g,砂仁6g(后下),炒白术12g,桔梗

12g,百合9g,前胡9g,甘草6g。

第二部分　中医预防方案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制定的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包括预防

方药和居家调护两个部分。
一、预防方药

1.推荐中成药

金叶败毒颗粒、刺五加黄芪片、玉屏风散(丸)、贞
芪扶正丸(胶囊)、参芪片(胶囊)。

2.建议处方

药物组成:生黄芪15g,白术12g,防风12g,桂
枝10g,白芍10g,太子参12g,连翘10g,藿香10g,
苍术10g,生甘草6g。

服用方法:取一剂中药入砂锅,清水浸泡30min,
武火(大火)烧开改文火(小火)煎煮10min,同法再煎

一遍,两次煎出药汁兑一起,共约300mL。分2次口

服,每次150mL,连续服用6天。

3.适应人群

1)高危人群,包括有慢性基础病的人群、有密切

接触史者及一线医务人员。

2)平素易伤风感冒,或有慢性呼吸道疾病的人

群;或平素脾胃虚弱,肠胃功能不好的人群,剂量减半

服用。

4.注意事项

1)服用期间忌生冷、辛辣。

2)有不适者,应立即停止服药并及时咨询医师。

3)对上述药物有过敏史者禁用,过敏体质慎用。

4)服药困难者,可以酌情加用糖或蜂蜜调味。

5)孕妇慎用。
二、居家调护

1.室内熏药

1)方案一

熏艾条:可在房间内点燃艾条熏,每次1柱艾条,
每日1次。

2)方案二

熏蒸中药:单味药苍术30g,或选用中药复方:板
蓝根10g,石菖蒲10g,贯众10g,金银花15g。

使用方法:加水1000mL,泡10min,小火慢煮30
min,浓缩药液150mL。将药液加入洗净的家用空气

加湿器中通电熏蒸,或者在锅中持续蒸煮挥发,每天1
~2次。

2.佩戴香囊

推荐中成药:防感香囊(同济医院中医科自制)。
建议处方:苍术10g,艾叶10g,石菖蒲10g,薄

荷10g,藿香10g。捣碎或研末,一剂为一包,装于致

密布袋中制成中药香囊,可随身佩戴,或挂于车内,5
天更换一次。

(下转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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桔梗(二钱半)、白术(一钱),为末,绛囊盛佩之,同居

闾里,皆不染疫。”《急救广生集》记载:“(辟一切瘴疾

时气风寒时气)红川椒(去闭口者)以绛纱囊贮,椒约

两许,悬佩近里衣处,一切邪气不敢侵犯。”中药香囊

常用方剂还有辟毒丹、老君神明散、太乙流金散、避疫

香粉等。针对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同济医院

也推出了中药防疫香囊,以苍术、艾叶、菖蒲、薄荷、藿
香等芳香药物制成,随身佩戴;同时推荐采用艾叶烟

熏法进行室内空气消毒,也可运用苍术或中药复方

(板蓝根、石菖蒲、贯众、金银花)进行室内熏蒸,空气

消毒防疫。

3　小结

总而言之,古代医家提倡“养内避外”的疫病预防

原则,制定了种类多样的预防疫病传播及流行的方

法,既重视内服调理之法,又强调外用之法。这些方

法是古代医家临床实践积累的经验,对当前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仍有裨益,有助于发挥中医药防控疫病

的优势。对于疫病的治疗,古人强调不可拘泥于古

方,而应根据现行疫病的特点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
即“瘟疫之来不可先定方,瘟疫之来无方也”,也暗合

了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无特效药的特点,因此更加

彰显了疫病的“防重于治”的思想,这对于防控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尤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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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按摩、艾灸

可选大椎、关元、气海、中脘、足三里等穴位。

4.食疗

可食用药食同源的食物:如萝卜、芦笋、蒲公英、
鱼腥草、银耳、莲子、百合、山药、薏苡仁等。

5.运动

宜选择太极拳、八段锦等舒缓的运动,微微汗出

即可。

执笔:陈广、刘艳娟

专家:涂胜豪、陆付耳、陈琢、张明敏、董慧、胡永

红、胡少明、罗树星、杨明炜

审阅:黄光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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