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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属于中医“疫病”的范畴，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笔者结合儿童特有的生理病理特点，对此

病因病机演变就辨证论治进行探讨，认为此次疫情以湿毒、寒毒、热毒三者胶着，以湿邪为主，互相影响，形成了天地之异

气———疫戾之邪，作用于人而发病，此次疫病非伤寒非温病，治疗上既不能全按六经辨证，亦不能全按卫气营血及三焦辨

证，应多重辨证组合论治，在不同病理阶段有所偏重，需要分寒热虚实、分阶段治疗，以截断疾病向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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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CP) falls into the category of“epidemic disease”in TCM，which has strong infec-
tivity and epidemicity．Combined with the unique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the paper discussed the
etiological evolution and treat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It is believed that NCP is caused by dampness toxin，cold tox-
in，heat toxin and mainly by dampness toxin，the above three are mutually influenced which forms the evil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the pestilence，acting on people and causing the disease．NCP is neither cold pathogenic disease nor warm disease and
cannot b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six channels theory or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of Wei，Qi，Ying，

Xue /San Jiao theory．Combined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should be applied and a certai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should be stress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pathological stages．Cold，heat，deficiency，excess and pathological stages should be identi-
fied so as to stop deteri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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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以来，湖北武汉陆续发现了多例不

明原因肺炎病例，我国其他地区及境外相继发现了

类似病例［1］。现已证实其为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世界卫生组织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 确认并命名为新型冠状病

毒疾病［2］，该病原感染所致的肺炎称为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其暂命名为“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 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
19) ［3］。

COVID-19 属于中医“疫病”的范畴，具有强烈的

传染性和流行性的特点。许慎《说文解字》中: “疫，

民皆疾也”。明代吴又可《温疫论》指出“疫气者亦

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疫

气”，疫气是来势凶猛，变化迅速，病死率高的急性传

染病。《素问·遗篇·刺法论》指出“五疫之至，皆

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说明各个年龄段触

之皆可发病，COVID-19 皆普遍易感，目前儿童发病

相对较少，且多为家族聚集性发病［4］，但报道儿童感

染病例有所增加［5］。
现我们结合 COVID-19 诊疗方案( 试行第五版

修正版) ［1］就儿童的生理病理特点探讨儿童 COVID-
19 病因病机演变及治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病因-内外因素相合为患

清代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说“疫者，疠气流

行，多兼秽浊”，一个是疫疠之气，二个是秽浊之气。
中医对疫疠的认识与治疗，不仅仅是针对具体的致

病原，还要考虑人体内环境形成的易感性，发病是邪

气与正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内外因素相合为患，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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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虚相得，乃客其形”，现分别阐述。
1. 1 外因-寒湿热夹杂 中医认为，疫病的发生是

受违背自然时气的疫毒之气侵袭。1) 从五运六气来

讲，己亥年土运不足，厥阴风木司天，在庚子年初之

气为厥阴风木，木克土，以致脾土虚弱，不能健运水

湿，致湿邪偏盛［6］。冬终之气即六之气，己亥年终之

气太阳寒水，是一年中气候最为寒冷的时候，导致武

汉地区以阴冷潮湿天气多见。同时本次疫情潜伏期

较长，病程较长，这些特性都是湿邪致病的特点，所

以湿邪贯穿疾病的发展变化过程。2) 吴鞠通《温病

条辨》:“冬温者，冬应寒而反温，阳不潜藏，民病温

也”，本病发于己亥年年末，少阳相火在泉，终之气之

客气又为少阳相火［7］，两火相合，相火涌动，故冬天

为暖冬，武汉地区气温相比往年高。气候偏暖，冬行

春令，乃非其时有其气，本应冬季寒冷，万类潜眠，然

今冬暖，天地阳气不潜藏，邪火弥漫，太宇不清。此

为寒湿之中夹杂火热的气候，即可引发天地间的一

种“疠气”，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就是病原微生物—
新型冠状病毒在适宜条件下，引起爆发性流行。故

疫疠之气( 新型冠状病毒) 得以横行，而极具流行性

传染性。
1. 2 内因-正气不足 《灵枢·百病始生》说:“风雨

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

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明确指出人体正

气不足是导致外邪戾气侵犯机体发生疾病的一个决

定性因素。《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冬不藏精，

春必病温”，冬季应阳气敛藏，蓄养精气的季节，而今

年冬季长时间过于温暖，导致阳气耗散不收，天人相

应，人体的阳气今冬也是潜藏不足。如果阴阳相对

充足且平衡的个体，机体尚能动态协调，但平素阴阳

不和谐者，此时阳不潜藏，致阴阳失调，一旦吸入戾

气，发病的机率以及严重程度都会增加。
小儿为稚阴稚阳、纯阳之体，生长发育旺盛犹如

旭日之初升，故又称之纯阳之体，虽为纯阳，然亦为

稚阳，形体稚嫩卫外功能薄弱，尤其是是肺脏娇嫩、
脾常不足，因而机体抵抗力相对薄弱低下，对四时气

候的变化、适应能力差，所以，一旦寒温失调，防卫失

当，则易为外邪所犯。
综上所述，本次疫情发于己亥年终之气，迁延至

庚子年初仍胶着难去，并有发展变化之势［8］。武汉

乃江城，十二月既阴雨绵绵，又值冬季，虽为暖冬，毕

竟寒为主气湿，进入一月，阴雨连绵半月有余，则寒

邪夹湿易伤肺困脾［9］。疫疠之邪性质偏颇，不循常

理，不同于伤寒、温病，我们认为本次疫病是因寒毒、

湿毒、热毒相搏结形成的非时之“疠气”，在内外因

相互作用，寒湿热毒夹杂之“疠气”与阴阳失调之

体，形成了本次疫病的主要病因。
2 病机演变

目 前 统 计 的 儿 童 最 常 见 的 症 状 是 发 热

( 87. 9%) 、咳 嗽 ( 67. 7%) 、腹 泻 ( 3. 7%) 、呕 吐

( 5. 0%) ［10］。从中医来说，小儿肺脏娇嫩、脾常不

足，脾与肺二者是母子之脏的关系，母子同病，即也

是手足两太阴同病，因此小儿表现出来的不仅有肺

受邪的相关表现，也有脾胃的症状［11］; 早在《灵枢》
中就有关于肺与肠胃经络相连的记载，“肺手太阴之

脉，起于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属肺”，说明

了由脾胃肠到肺具备传变的基础［12］。
疠气先从口鼻入，中气实者病在阳明，中气虚者

病在太阴。
2. 1 疾病初期-以湿为主 寒湿留恋在表，邪犯肺

卫，正气受损，以致肺失宣降，气机升降出入失常，水

液输布失调; 湿为阴邪，“湿胜阳微”，易伤阳气，阻

遏气机，脾主运化水液，性喜燥而恶湿，外感寒湿热

疫毒，内外合邪，脾阳不振，运化无权，寒湿内生，脾

肺受损，表里俱病，内有湿而外有寒; 疾病初期则以

发热、干咳、痰少，乏力，恶心呕吐、纳差、腹泻等为表

现，治以散寒解表化湿健脾为法，若郁而化热则兼以

和解表里。
2. 2 进展期-湿热之邪相争 疾病发展迅速，邪入

机体后侵入阳明，小儿为纯阳之体，湿邪困脾闭肺，

湿性黏滞，阻遏气机，体实患儿则邪易入阳明热化，

外湿毒入里化热，或热重湿轻，易化火化燥伤津，阳

明里结，热燥伤阴，热邪炼液为痰，痰热互结，腑气不

通，肺与大肠相表里，加重肺气闭郁，则见起病急、高
热，腹胀，便秘、烦躁、呼吸困难;

邪入阳明或湿重热轻，湿性重浊黏滞，易阻滞中

上二焦气机，困脾蕴肺，致脾失健运，肺失宣肃，气机

不畅，郁闭上焦则咳嗽加重，可见喘憋气促，郁闭中

焦则可见乏力倦怠加重，纳差，腹胀，胸闷不饥，口不

渴等，此为部分患儿具有发热午后尤甚的病机。
邪入阳明或湿热并重，湿热相合，困脾蕴肺，气

机不畅，郁积化热，湿不去而热更炽，且脾失健运，肺

失宣发及通调水道，致水聚为痰，痰饮射肺，故咳嗽

痰多，口吐涎沫，湿邪困脾，脾失健运而见胸闷腹胀，

肢酸倦怠，或身目发黄，小便短赤，舌苔白腻或黄腻，

湿热上薰咽喉故见咽痛。
2. 3 危重期-热化或寒化 疠气郁久化毒，热毒炽

盛，热久伤阴，损伤肺络，故见咯血; 逆传心包，邪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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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闭气机，故见咳喘、呼吸衰竭、休克，多脏器衰竭

等。机体如若不能祛除疠气，在不同体质基础上，病

机会朝着热化和寒化 2 个不同的方向发展，进入危

重期。热化就是在疫毒化热闭肺后热伤气血津液内

闭外脱，可见神昏、烦躁等热入营血之症; 寒化是在

疫毒化热过程耗伤人体大量阳气阴竭阳脱，转为汗

出肢冷等阳脱虚寒之证。
2. 4 恢复期-邪去正虚 如治疗得法，邪去正虚则

进入恢复期，可见气短乏力，纳差，痞满，大便欠畅等

症，此期宜健脾补肺，使正气渐渐恢复; 对于热伤肺

胃、津液亏虚者，口干食少，疲乏，舌红少苔，兼养阴

生津。
其基本病机可概括为: 疫毒外侵，正气亏虚，阴

阳失调。病理性质涉及寒、湿、热、毒、虚、瘀。小儿

易虚实兼夹为患，此次疫病非伤寒非温病，故既不能

全按六经辨证，亦不能全按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
理应多重辨证组合论治，在不同病理阶段有所偏重，

需要分虚实、分阶段治疗。
3 治疗

3. 1 初期

3. 1. 1 寒湿郁肺 辨证要点: 发热，咳嗽，身困乏

力，无汗不渴，苔白腻，脉浮紧者，当以疏表宣肺，散

寒除湿为法，方选麻黄加术汤［13］。组成: 炙麻黄、杏
仁、桂枝、炙甘草、白术、淮山药、炒麦芽。由麻黄汤

加白术而成，其中麻黄汤发汗解表助湿邪外出，白术

或苍术健脾祛湿，麻黄得虽发汗而不至多汗，而白术

得麻黄可以行表里之湿，考虑小儿脾常不足加用淮

山药、炒麦芽健脾消食行气。小儿为“稚阳”也是

“纯阳”，病理表现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正如叶

天士《温热论》曰:“盖伤寒之邪留恋在表，然后化热

入里”。故易郁而化热入少阳，则为太阳伤寒少阳

证，选用三拗小柴胡汤宣肺和解表里，方药组成炙麻

黄、杏仁、炙甘草、柴胡、法半夏、人参、黄芩、生姜、大
枣、淮山药、炒麦芽。
3. 1. 2 寒湿犯表 辨证要点: 发热，头痛，胸膈满

闷，恶心呕吐，便溏，舌苔白腻，脉浮或濡缓。治法:

散寒解表，健脾祛湿。方选藿香正气散。方药组成:

藿香、紫苏叶、白芷、大腹皮、桔梗、白术或苍术、茯

苓、法半夏、厚朴、陈皮、炙甘草、生姜、大枣。结合病

因病机可知寒湿偏重，易遏制卫表之阳气及阻滞中

焦，出现头痛，胸膈满闷，恶心呕吐等，故选用藿香正

气散解表散寒祛湿，方中藿香芳香化浊，理气散寒;

紫苏叶、白芷助藿香发散风寒，兼化湿浊; 半夏、陈皮

和胃止呕; 白术、茯苓健脾祛湿; 厚朴、大腹皮行气除

满，利水化湿; 桔梗宣肺; 生姜、大枣、炙甘草调和诸

药。若寒湿化热入少阳，为太阳中风少阳证，选用柴

胡桂枝汤解表和里。组成: 桂枝、黄芩、芍药、人参、
炙甘草、法半夏、大枣、生姜、柴胡。
3. 2 进展期———疫毒闭肺

3. 2. 1 湿重于热 辨证要点: 低热难退，咳嗽，身重

头晕，肢倦乏力，胸闷不饥，口淡不渴，面色淡黄，苔

白，脉弦细而濡。治法: 宣畅气机，清利湿热。方剂

可选用三拗汤+三仁汤 /达原饮。方药组成: 炙麻黄、
杏仁、炙甘草、半夏、滑石、薏苡仁、通草、白蔻仁、竹

叶、厚朴; 知母、芍药、黄芩、厚朴、槟榔、草果。本证

湿邪偏盛，阻遏肺脾气机，故治疗以疏通气机为主，

气机畅通则湿自除，方中麻黄、杏仁宣通上焦肺气，

气化则湿化; 白蔻仁化湿行气以调畅中焦气机; 薏苡

仁、滑石、通草、竹叶清热利湿，使湿热从小便而去;

厚朴、半夏下气除满。达原饮是治疗瘟疫热毒，邪伏

膜原之代表方，方中黄芩清泻火; 槟榔下气消积; 厚

朴、草果燥湿化痰; 知母、芍药滋阴和血，诸药共奏，

以达膜原，邪气自除。
3. 2. 2 湿热并重合并痰饮射肺证 辨证要点: 发热

口渴，咳嗽痰多，气喘，口吐涎沫，胸闷腹胀，肢酸倦

怠，咽痛，或身目发黄，小便短赤，舌苔白腻或黄腻，

脉濡数或滑数。治以宣肺清热，解毒利湿。方剂选

用清肺排毒汤［14］。方药组成: 炙麻黄、炙甘草、杏

仁、生石膏、桂枝、泽泻、猪苓、白术、茯苓、柴胡、黄

芩、姜半夏、生姜、紫菀、款冬花、射干、细辛、山药、枳
实、陈皮、藿香。清肺排毒汤可由麻杏石甘汤、五苓

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加减而成，其中以麻杏石

甘汤为主，清热宣肺平喘之功，方中麻黄解表宣肺，

使热邪从皮毛出，杏仁肃降，同时肺与大肠相表里，

石膏清肺胃之热从大肠出，甘草救津液，扶正，补脾

胃; 合用五苓散通阳淡渗利湿祛水，合用小柴胡汤则

清热和解少阳，扶正驱邪、调和中焦; 射干麻黄汤主

要是宣肺化痰止咳，加枳实降腑气使邪从大肠出，藿

香芳香化湿，同时合用山药、陈皮健脾行气化湿，全

方合用共起宣肺清热、解毒利湿之效。
3. 2. 3 热重于湿———阳明里结证 辨证要点: 起病

急，高热，干咳，气促，喘息，胸闷，腹胀，便秘，舌红，

苔黄腻，脉滑数。治以清肺平喘，泻热通便。方用麻

杏石甘汤+宣白承气汤 /升降散。组成: 炙麻黄、杏

仁、炙甘草、生石膏、淮山药、炒麦芽、大黄、杏仁、瓜

蒌皮、地龙、芦根、大黄、白僵蚕、蝉蜕、姜黄。( 注: 炙

麻黄与石膏之比为 1 ∶5) 。我们认为本证主要是湿

热毒留恋三焦，上焦肺气不通，中焦湿热从热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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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阳明胃肠，形成阳明里结证。正如叶天士《温热

论》所言:“再论三焦不得从外解，必致成里结，里结

于何? 在阳明胃与肠也。亦须用下法”。故用麻杏

石甘汤清热宣肺平喘。正合《温病条辨》治“热饮”
方:“喘咳息促，吐痰涎，脉洪数，右大于左，喉哑，是

为热饮，麻杏石甘汤主之”; 对于湿热所致的阳明里

结证，结合“喘促不宁，痰涎壅滞，右寸实大，肺气不

降者，宣白承气汤主之”，以降阳明、通腑泻热。加用

地龙通络平喘; 并用淮山药、炒麦芽健脾和胃，正切

合小儿脾常不足之生理特点。两方合用，脏( 肺) 腑

( 肠) 同治。升降散方中白僵蚕、蝉蜕宣通气机; 大

黄、姜黄清解郁热，一升一降，内外调和。若热盛伤

阴较重，可加白虎加人参汤。
3. 3 危重期

3. 3. 1 内闭外脱 辨证要点: 高热，气喘，咯血，神

昏烦躁，胸腹灼热，大汗淋漓，手足逆冷，少尿或无

尿，舌质暗，脉散大。治以清热开闭固脱。方选生脉

散+三石汤［15］ /小陷胸汤。方药组成: 人参、麦冬、五
味子、滑石、生石膏、寒水石、杏仁、竹茹，金银花、通

草、金汁。中成药可加用安宫牛黄丸温水溶化，每次

半丸，2 次 /d 鼻饲。本病发展到危重症，出现虚证之

脱证，主要表现为大汗淋漓，手足逆冷等，故选用生

脉散具有补肺益气固脱之效; 实证之邪热闭肺，热邪

阻于胸肺致气喘，神昏等，故选用三石汤清热开窍，

方中杏仁宣通肺气肺，滑石、生石膏、寒水石、竹茹、
通草清下、中焦湿热; 金银花、金汁化浊解毒; 诸药共

用清三焦热毒，开窍固脱。注重权衡正虚邪实，酌情

调整用药。
3. 3. 2 阴竭阳脱 辨证要点: 四肢厥冷，大汗淋漓，

体温下降，面色苍白，气促，舌质暗，脉微欲绝。治以

回阳救逆。方用参附龙牡救逆汤。方药组成: 人参、
附子、龙骨、牡蛎、山茱萸、炙甘草。疫毒日久化热伤

阴，阴伤过极易转化至阳脱，故出现四肢厥冷，脉微

欲绝等阳气骤脱之象，故急以参附龙牡救逆汤温阳

救逆固脱，方中人参大补元气; 附子回阳救逆; 龙骨、
牡蛎潜阳补阴; 炙甘草调中; 山茱萸救阴和阳。
3. 4 恢复期

3. 4. 1 肺胃阴虚 辨证要点: 低热，干咳少痰，口

干，饥不欲食，疲乏，舌红少苔，脉细数。治法: 清养

肺胃，生津润燥。方剂可选用沙参麦冬汤。方药组

成: 沙参、玉竹、生甘草、桑叶、麦冬、生扁豆、天花粉、
淮山药、炒麦芽。瘟疫之邪易化燥伤阴，故本病到恢

复期后，阴液耗伤，津液亏虚，病位在肺胃，当选用沙

参麦冬汤滋养肺胃，方中沙参、玉竹、麦冬滋阴润肺，

天花粉、桑叶、生甘草清热润燥生津; 白扁豆健脾化

湿; 加用淮山药、炒麦芽健脾和胃。
3. 4. 2 肺脾气虚 辨证要点: 咳嗽，少痰，气喘，食

少便溏，乏力，气短，舌淡，苔白，脉虚。治法: 补肺益

气健脾。方剂可选用黄芪六君子汤。方药组成: 人

参、黄芪、茯苓、白术、炙甘草、陈皮、半夏、淮山药、炒
麦芽。本病后期，余邪留恋，易耗气伤津，当补肺脾

气，因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肺主一身之气，故补肺先

补脾，培土生金，本方由六君子汤加黄芪组成，具有

补脾益气之功。方中人参、黄芪补肺脾气; 白术、茯

苓健脾祛湿; 陈皮、半夏理气化痰; 加用淮山药、炒麦

芽健脾气和胃，全方补脾气以益肺气，培土生金。
4 中药预防

《素问·刺法论》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中

医注重未病先防。我们认为本次疫病预防以立中为

法，“夫治未病者……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
“土者也，调和阴阳上下水火之枢机也”。“执中洲

以达四旁”。中焦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气血旺则正气足，结合新型冠状病毒时疫特点，推荐

桂中医儿科防感茶饮，组成( 5 ～ 6 岁儿童量) : 土茯

苓 10 g、山楂 5 g、陈皮 g、炒麦芽 5 g、淮山药 10 g、生
姜 2 g，水煎煮沸 30 min 后，加适量饴糖分次温服，以

调中健脾、培土生金。
5 结语

我们认为本疫病的病因正如吴有性在《瘟疫

论》中所言:“非风、非寒、非暑、非湿”，而为寒毒、湿
毒、火热三者胶着杂合而至，形成的疫毒戾气。病机

是三者杂合客身，恰逢“虚形”，两虚相得致病。湿

毒弥漫为此疫的关键病因病机。本病非伤寒、非温

病，但治疗又离不开伤寒温病，需多重组合辨证论

治。“虚则太阴”，戾气从湿化寒化，伤阳，按伤寒六

经辨证论治; “实则阳明”，戾气从湿化热化火化燥

化，伤阴，按温病的湿热论治。截断疫病向恶的中心

病机: 阳明里结证，选吴鞠通治温病“热饮”方麻杏

石甘汤，以及阳明里结证之缓下方宣白承气汤，是截

断疾病的关键方剂。同时，考虑小儿为稚阴稚阳之

体，脾常不足，采用扶正祛邪治未病的方略，有助于

战胜此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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