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研课题（国中医药科非典专项!"号）；科

技部“十五”#"$计划重大项目“非典型肺炎防治关键技术及产品研制”

（%!!$&&%!#’!’）

’(北京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医学科学院

通讯作者：王凡，*+,：!’!"-#%’%!./，01234,：53678369:!;<=>?@<2

中西医结合治疗A&BA疑似患者C!例临床观察!

吴红金’ 赵锡银’ 王 凡’ 王升启% 刘 娟’ 王 斌’ 高 月% 李建民’

王 显’ 王国华’ 王瑞丽’ 赵兰才’ 刘 婵’ 王建章’ 刘天琪’

摘要 目的：观察A&BA疑似患者临床症候的改善时间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效果。方法：对C!例A&BA
疑似患者临床症候、胸片、舌象进行观察，并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同时对%!例疑似患者进行动态*细胞亚

群、血清冠状病毒核酸及抗体测定。结果：C!例患者发热、汗出、乏力、干咳等主要症状及舌象均得到明显改

善，胸片开始吸收时间为（C(/CD%(#/）天，明显吸收时间为（.(.CDC("#）天。其中%!例患者入院时*细胞

亚群EF$、EFC、EF#平均值低于正常，入院第$天开始升高，""’!天逐步恢复到正常范围。$例患者发现血

清冠状病毒核酸阳性，%例冠状病毒抗体阳性，’例两者同时存在。结论：中西医结合疗法可以改善A&BA疑

似患者临床症状，调节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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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A疑似 患 者 是 一 批 特 定 人 群，对 其 治 疗 是

A&BA治疗的重要部分。我们对%!!$年/月)日—"
月’#日收入我院的C!例A&BA疑似患者进行了中西

医结合治疗的临床观察，现将结果总结如下。

资料与方法

’ 临床资料 C!例A&BA疑似患者均符合卫生

部%!!$年/月$日公布的新修订的传染性非典型肺

炎临床诊断标准（试行）〔’〕中的疑似患者的诊断标准，

其中男%"例，女’C例；年龄’."#$岁，其中"%!岁

者.例，%’"$!岁者’C例，$’"C!岁者.例，C’"/!
岁者"例，#/!岁者"例。病程’"%%天，平均（C(%/
D%(’’）天，其中"/天者%)例，#/天者’’例；所有

患者入院前均有发热，其中体温最高者达C!Z，最低

者为$.(’Z，平均$#(/Z。因部分患者在入院前用过

退热药，所以入院时体温在$.(!Z以上者仅有%"例，

其中$.(’"$#(!Z者’.例，$#(’Z"$)(!Z者"例，

#$)(!Z者$例。其他临床症状：汗出$%例，乏力%.
例，口渴%.例，干咳%"例，口咽干燥%$例，肌肉酸痛

’#例，头痛’.例，食欲不振’.例，咳痰’C例，气短’%
例，咽痛’!例，头身重)例，恶心呕吐"例，心悸/例，

呼吸急促C例，腹泻C例，便秘C例，恶寒$例，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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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例。

胸片：有炎性改变者!"例，其中单侧者#$例，双

侧者%例，均为斑片状影。

舌象：舌色：淡红舌者"例，红舌者!&例，绛舌者

’例。舌苔：白苔者’"例，其中薄白苔者’’例，白腻

苔者&例；黄苔者#&例，其中薄黄苔者(例，黄腻苔者

’)例，黄燥苔者&例，花剥苔者’例；无苔者’例。&)
例中裂纹舌者’)例。

血象：白细胞’*!+’)(／,!’!-!+’)(／,，其中!
&*)+’)(／,者$例，&*)!’)*)+’)(／,者#!例，"
’)*)+’)(／,者(例；中性粒细胞&).!$(.，其中!
").者!例，").!%).者’’例，"%).者#/例；淋

巴细胞&*$.!/%.，其中!#).者’%例，#).!
&).者##例，"&).者’例。

# 治疗方法 所有患者均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

治疗，即在西药治疗的基础上，加用中药针剂或（和）中

药汤剂。西药选用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01，静脉

滴注，每天’次。增强免疫功能制剂胸腺肽#))01，静

脉滴 注，每 天’次。合 并 感 染 者 予 左 旋 氧 氟 沙 星

#))01，静脉滴注，每天#次，其中’例转入我院前即

使用甲基强的松龙&)01，每天#次，入院&天后减至

&)01，每天’次，$天后停止。

体温!!$*"2者，予鱼腥草注射液（三九雅安药厂

生产，批号：)!)&)/）’))03，静脉滴注，每天’次；体温

#!$*"2者，予鱼腥草’))03或清开灵注射液（胆酸、

珍珠母、猪去氧胆酸、栀子、水牛角、板蓝根、黄芩甙、金

银花，北京中医药大学药厂生产）#)!&)03，每天’!#
次静脉滴注；视体质强弱或乏力与否选用参麦注射液

（每毫升含红参)*’1、麦冬)*’1，三九雅安药厂生产，

批号：)#’##)）&)03，每天’次静脉滴注。对某些体温

下降，仍有喘憋、胸闷、四肢凉，或心率减慢者予生脉注

射液（ 每 毫 升 含 红 参)*’1、麦 冬)*!’#1、五 味 子

)*’"/1，三九雅安药厂生产，批号：)#’#)!）&)03，每天

’次静脉滴注。其中#"例使用了鱼腥草注射液，#例

使用了清开灵注射液，!例合并使用鱼腥草、参麦注射

液，&例使用了生脉注射液。

#"例使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组织专家讨论通过

的中药疑似方，药物组成：金银花’"1 连翘’"1 鱼

腥草#"1 牛蒡子’)1 杏仁’)1 前胡’)1 葛根

’"1 薄荷’)1（后下） 生石膏!)1（先煎） 滑石’)1
（包） 生甘草/1 芦根’"1；咳嗽重者加：桑白皮、炙

枇杷叶、蝉蜕、川贝母；高热者加：黄芩、草河车、知母、

寒水石；头身困痛者加：羌活、忍冬藤、薏苡仁、苍术；口

干、口渴重者加：麦冬、北沙参、石斛；便干者加：大黄、

虎杖；苔腻、胸闷、纳呆者加：藿香、佩兰、焦三仙；倦怠

乏力者加：太子参、生黄芪；情志不调，抑郁者加：柴胡、

枳壳、香附、竹茹；躁狂者加：羚羊角粉、琥珀粉、珍珠

母、钩藤。常规方法煎煮，每天’剂，分早、晚服，病情

较重者，两天!剂，分早、中、晚服，/天为’个疗程。

视病情可继续服用。

! 观察内容及方法

!*’ 按照中西医结合治疗4564临床研究国家

科技部项目病例报告表的观察项目每天连续观察，详

细记录治疗前后的自觉症状和体征（主要有发热、咳

嗽、头痛、肌肉酸痛、气短、呼吸急促、乏力、汗出、咽痛、

口渴、腹泻、便秘等）变化。

!*# 胸片 床旁放射线机动态床边拍照，一般于

入院第’、!、/、’)、’"天各拍’张，病情变化随时拍照。

!*! 舌象 所有患者均每天连续用柯达789:
4;8<=,4&&!（&))万像素）数码像机在自然光线下近距

离拍摄，时间#!##天，在影像处理5>?4==系统下调

整亮度，使其一致以消除误差。

!*& @细胞亚群检测 对#)例患者应用流式细

胞仪进行外周血@细胞亚群测定，于入院第’、!、/、

’)、’"天各进行’次。

!*" 冠状病毒核酸及抗体检测 对#)例患者应

用荧光定量6@AB>6方法测定血清冠状病毒核酸，并

应用酶联方法测定其血清抗体，于入院第’、!、/、’)、

’"天各进行’次。

结 果

’ 疗效 &)例疑似4564患者治疗观察#!#$
天，平均（’!*&)C"*(#）天。其中合并心包积液’例于

观察第&天时死亡（猝死）；确诊转出&例（观察#天’
例、!天#例、(天’例）。非正常出院’例（观察%
天），外地接走’例（观察!天）。具体临床症状改善时

间见表’。

# 胸片改善情况 !"例胸片炎性改变的患者

中，&例确诊转院未连续观察，!例无变化（包括死亡’
例），确诊结核多腔积液’例，观察不足#天者’例，列

入观察统计的#/例开始吸收时间为（&*"&C#*$"）天。

明显吸收的’(例，平均时间为（%*%&C&*/$）天。

! 舌象改善情况 住院(天以上的!!例中，舌

质由红转为淡红者"例，舌苔由厚转薄者"例，苔色由

黄转白者!例，由白转黄者#例，无变化者’$例。

& 实验室检查

&*’ 血象 白 细 胞 恢 复 时 间’!’)天，平 均

（&*))C!*""）天；中性粒细胞恢复时间’!’)天，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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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疑似患者临床症状改善时间

症状 例数
改善时间（$）

最短 最长 平均（!!%"）

汗出 &’ ( () *+,*%&+-.
乏力 ’. & (* -+-/%&+.-
口渴 ’. ( (’ )+&*%&+’/
发热 ’- ( ’( -+0-%*+)*
干咳 ’- ( (, .+//%*+,*

口咽干燥 ’& ( , *+*’%’+**
肌肉酸痛 (, ( (. &+,/%’+-’

头痛 (. ( (. *+’.%*+’&
食欲不振 (. ( 0 *+-(%’+-0

咳痰 (* ( (- *+&.%*+0,
气短 (’ ’ , &+-.%’+/-
咽痛 (/ ( (’ *+)/%&+./

头身重 0 ( 0 &+(*%’+0(
恶心呕吐 - ( & (+-.%(+()

心悸 ) ( . &+//%’+,’
呼吸急促 * ( . *+//%’+*)

腹泻 * ( 0 *+-.%*+/*
便秘 * ( ( (+//%/+//
恶寒 & ( , &+--%&+.,
烦躁 & ( * ’+&&%(+)’

（*+//%&+,0）天；淋巴细胞恢复时间(!(*天，平均

（*+.&%*+&)）天。

*+’ 1细胞亚群测定结果 ’/例患者入院时1
细胞亚群23&、23*、23,平均值低于正常，入院第&天

开始升高，-!(/天逐渐恢复至正常范围。见图(。

*+& 血清冠状病毒核酸测定结果 ’/例患者中

血清冠状病毒核酸阳性&例，冠状病毒抗体阳性’例，

冠状病毒核酸和抗体同时存在(例。

) 出院诊断 */例中确诊为!"#!者*例，肺

部感染’/例，支气管炎*例，上呼吸道感染*例，支气

管炎合并肺部感染’例，结核合并感染’例，结核性多

腔积液(例，糖尿病合并肺部感染(例，疑似(例，心

包积液合并肺部感染(例。

讨 论

根据卫生部的数字统计，从)月’日—-月(0
日，全国新增疑似!"#!病例&/)’例，转确诊(()’
例，其中北京地区新增(&*&例，转确诊-)-例。由此

可知疑似!"#!病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患者。

对!"#!患者的早期实验诊断仍在探索之中，在对该

类患者确诊或排除!"#!之前，进行中西医结合早期

干预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义。

本组*/例!"#!疑似患者临床症状中，除发热

外，汗出、乏力、口渴、干咳、咽喉干燥较为普遍。从舌

象上看，以舌质红、苔黄为主，表明疑似!"#!患者以

内热为主要表现。此时邪气主要流连在卫分或气分。

因此治疗上仍应以卫气营血辨证为指导，“在卫汗之可

也，入气才可清气”。

本组有’)例患者使用了疑似方，方中金银花、连

翘苦寒，功能清热解毒，入心、肺二经，为温病初起邪在

肺卫的常用药；鱼腥草辛微寒，入肺经，以清肺见长；生

石膏辛甘寒，入肺、胃经，可清泻肺热、止咳平喘；滑石

甘淡寒，有清热利湿之功；薄荷、牛蒡子辛凉发散，透表

利咽。杏仁、前胡宣肺止咳，葛根、芦根清热升津止渴，

生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全方具有清热利湿、透邪

止咳的功效。考虑到疑似!"#!患者涉及症状较广，

应随症加减。另外对服中药不方便者，我们使用鱼腥

草、清开灵注射液或鱼腥草合并参麦注射液及生脉注

射液，使患者的临床症状得到较快改善。

无论何种病原体感染均与免疫有关，中医学认为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的观察还发现，在疑似患

者转为确诊的患者中，发病早期23&、23*、23,明显低

于正常，但通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各项免疫指标迅速稳

步恢复到正常水平，呼吸系统症状与体征及肺部影像

未向恶化发展，而是迅速好转。由于以!"#!疑似入

院的患者，既不能迅速排除!"#!，又不能立即确诊

!"#!，是目前临床处理上十分困惑的问题。对于该类

患者进行密切的临床观察，动态的胸部影像学检查，同

时进行冠状病毒核酸及冠状病毒抗体测定具有重要的

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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