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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332 例轻型新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患者中医证候特征分析

摘要  目的  分析上海市 332 例轻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中医证候特征。 
方法 纳入 2022 年 4 月 1—5 日收治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的 Omicron 变异株的 332 例轻型患者，

收集和分析患者的一般情况、临床症状、舌色、舌苔和脉象特征。结果 332 例轻型感染者中男女比例无明

显差异，年龄分布 10~96 岁，中位数 46 岁。呼吸系统症状以咳嗽为主，其次为咽痛、咽干、咳白痰等。全

身症状以口渴、发热、头痛、乏力、小便色黄为主。舌多淡红，其次为红；舌苔以苔黄腻为主，其次为薄黄苔。

脉象以滑为主，其次为浮数脉。结论 此次上海市新冠肺炎 Omicron 轻型感染者病因以“湿热夹风”为主，

证型以湿热侵袭证为多，其次为风热犯肺证、湿邪郁肺证和肺热阴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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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inese medicine（CM） syndrome characteristics of 322 
patients infected with mild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coronavirus-2（SARS-CoV-2）Omicron variant in 
Shanghai. Methods Totally 322 patients with mild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were admitted in Shanghai New 
International Expo Center Mobile Cabin Hospital from April 1 to April 5， 2022. Baseline demographic，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ongue and pulse manifesta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Of the 332 cases， 
there were no differences in the proportion of patients with sex. Their age ranged from 10 to 96， with a median 
age of 46. The most common respiratory symptom was cough， followed by sore throat， dry throat， white 
sputum， etc. Thirst， fever， headache， fatigue and yellow urine were the most common systemic symptoms. The 
tongue color manifestations we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ight red tongue， followed by red tongue. The tongue-
coating manifestation were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yellow greasy fur most， followed closely by thin and yellow 
fur. Most patients were slippery pulse， followed closely by superficial and rapid pulse. Conclusions Dampness-
heat complicated by wind are the main etiologies of SARS-CoV-2 Omicron variant in CM. The most common CM 
syndrome may be damp-heat invasion syndrome， followed by wind-heat invading Fei syndrome， cold-dampness 
disturbing Fei syndrome and yin deficiency due to Fei heat syndr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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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的病原体不断进化和变异，产生了传播

力更强的变异株。自 2021 年 11 月以来，出现新的

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2，SARS-CoV-2）奥密克戎（Omicron）
变异株，在南非首次发现并传播迅速，取代以 Delta
以主的多种毒株。Omicron 变异株有更多突变、较强

免疫逃逸、更迅速传播能力等特点，给全球的疫情防

控带来巨大挑战 [1-3]。统计数据显示，全球确诊人数

和死亡病例仍在持续攀升，累计确诊已突破 5 亿病

例，目前每天的新增病例仍然超过 100 万例，且几乎

均由 Omicron 变异株感染 [4]。本文通过对新国际博

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 332 例上海市 SARS-CoV-2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轻型患者的中医证候特征进行分

析，以期为本病的辨证论治提供依据。

资料与方法

1 诊断标准 西医诊断：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九版）》[5]，所有患者均被确诊为奥密克

戎变异株感染。（1）实时荧光 RT-PCR 检测新型冠

状病毒核酸阳性；（2）病毒基因测序，与已知的新型

冠状病毒高度同源。中医证候辨证标准：参考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制定的《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5]中医治疗部分。

2 纳入标准 （1）符合新冠肺炎诊断标准；（2）
确诊为 Omicron 变异株感染；（3）符合轻型患者诊断。

3 排除标准 （1）不愿配合采集相关信息的患

者；（2）无症状患者；（3）普通型、重型 / 危重型患者。

4 一般资料 332 例患者均为 2022 年 4 月 
1—5 日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收治的上海市

SARS-CoV-2 Omicron 变异株感染的轻型患者。经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No. 2022LCSY026 号）。

5 调查表的制定 本研究参照《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5]和《中医诊断学》[6]

制定中医证候调查表，再经过多次讨论并修订完善。

统一培训的研究人员通过该量表采集纳入患者的疾病

诊断、基本信息、症状、舌象等。

6 统计学方法 两人独立录入数据，使用 Excel 
2020 建立数据库，然后采用 SPSS 24.0 软件分析数

据。非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中位数（IQR）表示，

计数资料以构成比或率（%）表示，两组间计数资料

比较采用卡方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患者特征（图 1，表 1） 本研究共收集 332 例 
Omicron变异株感染者中医证候信息。其中男性169例 

（50.9%），女性 163 例（49.10%）；年龄 10~96 岁， 
IQR 46（36~54）岁，年龄分布见图 1。其中 2 例 
患者有基础疾病为高血压病。282 例患者接种过新冠

疫苗。连续两次核酸转阴时间为 8（6~10）天，患者

住院天数为 10（8~12）天。基本情况见表 1。

KEYWORDS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disease；Omicron variant；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medicine 
syndromes；Shanghai

表 1 332 例患者基本特征

项目 例数

年龄 [岁，（IQR）]   46（36~54）

性别 [例（%）]
 男 169（50.9）

 女 163（49.1）

无基础疾病 [例（%）] 330（99.4）

高血压病 [例（%）]     2（0.6）

疫苗接种 [例（%）]
 接种 0 次   50（15.1）

 接种 1 次     2（0.6）

 接种 2 次 115（34.6）

 接种 3 次 165（49.7）

连续两次核酸转阴时间 [天，（IQR）]     8（6~10）

住院天数 [天，（IQR）]   10（8~12）

2 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临床症状（表 2、 
3） 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常见的呼吸系统症

状以咳嗽（53.6%）为主，其次为咽痛（49.7%）、咽

干（47.3%）、咳痰（29.5%）、咳白痰（23.2%）、流

图 1 上海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患者年龄分布特点图

例
数

0~14   15~24   25~34   35~44   45~54   55~64     >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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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舌苔脉象特点

（图 2，表 4） 结果表明：轻型 Omicron 毒株感染者

舌色以舌淡红（68.7%）为主，其次为舌红（31.0%）

和舌暗红（0.3%）；舌苔以苔黄腻（50.3%），其次为

薄黄苔（27.1%）、白腻苔（19.6%）、苔少（3.0%）。 
脉 象 主 要 以 滑（33.7%） 为 主， 其 次 为 浮 数 脉

（21.1%）和细数脉（16.6%）。

讨  论

COVID-19 属中医学“疫病”范畴，中医药在

疫病防治中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病条辨·上

焦篇》云：“温疫者，厉气流行，多兼秽浊，家家如是，

若役使然也。”“风温者，初春阳气始开，厥阴行令，

风夹温也”[7]。此次 SARS-CoV-2 Omicron 变异株

在上海暴发时气候为春季，疫毒外袭，未及时解表，

人体腠理闭塞，阳气不得升发，郁而化热，加上上

海地区湿度大，故邪郁肌腠，湿热蕴肺。参考《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九版）》[5] 和《新

型冠状病毒奥密克戎变异珠感染中医药防治专家共

识》[8] 辩证分型特征，笔者认为病因系“湿热夹风”[9]。

叶天士在《温热论》中指出：“温邪上受，首先

犯肺，逆传心包。肺主气属卫，心主血属营，辨营卫

气血”[10]。卫分证是外感温热病的初期，湿毒之邪侵

袭卫表，首先犯肺，下及胃肠，湿邪蕴结中焦，以肺

脾失调为主，临床表现以发热、咳嗽、乏力、纳差、

自汗等症状为主，舌象以腻苔为主，多见滑脉。气分

证是湿毒热邪侵入机体，邪气盛而正气亦盛，气有余

便是火，表现为口干口苦、便秘、苔黄、脉数等热象。

本研究分析 332 例轻型新冠肺炎 Omicron 毒株感染

患者临床特征，结果表明其症状较轻，以咳嗽、咽痛、

咽干、咳痰、咳白痰、口渴、小便色黄较常见；舌苔

以腻苔为主，其中黄腻较多，其次为薄黄苔；脉象以

滑数为主，其次为浮数脉。此次上海地区以湿热、风

热为病因，证候要素为湿、热、风。若传变迅速，极

易化热伤津耗气。综上分析此次上海地区主要证候特

征以湿热侵袭证为主，其次为风热犯肺证、湿邪郁肺

证、肺热阴伤证。

Omicron 毒株与武汉原病株相比临床特征有一些

不同。2020 年 983 例武汉毒株感染患者临床特征 [11]

结果显示，其患者的中位年龄为 54 岁，50.4% 的患

表 2 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呼吸系统症状

症状 例数 占比（%） 症状 例数 占比（%）

咳嗽 178 53.6 咽痛 165 49.7

咳痰 98 29.5 咽干 157 47.3

白痰 77 23.2 气促 6 1.8

黄痰 21 6.3 鼻塞 30 9.0

痰中带血 28 8.4 流涕 45 13.6

表 3 轻型 Omicron 变异株感染者全身症状

症状 例数 占比（%） 症状 例数 占比（%）

发热 53 15.9 头身困重 10 3.0
畏寒 15 4.5 肢体酸痛 7 2.1
汗出 11 3.3 纳差 20 6.0
口渴 128 38.6 恶心 6 1.8
口苦 25 7.5 呕吐 2 0.6
乏力 33 9.9 脘痞 14 4.2
胸闷憋气 19 5.7 便秘 6 1.8
喘息 4 1.2 便溏 12     3.61
头痛 40 12.0 小便清长 152 45.8
头晕 19 5.7 小便色黄 180 54.2

表 4 332 例轻型 Omicron 毒株感染者舌象和脉象

舌象和脉象 例（%）

舌质淡红 228（68.7）

舌质红 103（31.0）

舌质暗红     1（0.3）

舌苔薄黄   90（27.1）

舌苔白腻   65（19.6）

舌苔黄腻 167（50.3）

苔少   10（3.0）

脉象浮数   70（21.1）

脉象细数   55（16.6）

脉象滑 112（33.7）

涕（13.6%）、鼻塞（9.0%）、痰中带血（8.4%）、咳

黄痰（6.3%）、气促（1.8%）。其全身症状以口渴

（38.6%）、 发 热（15.9%）、 头 痛（12.0%）、 乏 力

（9.9%）、口苦（7.5%）、胸闷憋气（5.7%）、头晕

（5.7%）等较常见。54.2% 患者小便色黄。

图 2 轻症 Omicron 毒株感染者典型舌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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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女性，平均住院周期为 17.54 天，39.8% 的患者

至少有一种基础疾病。最常见的是咳嗽（60.63%）、

发热（52.09%）和倦怠乏力（47.2%），有 49.03%
的患者出现了消化系统症状。2020 年上海市公共

卫生临床中心收治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 
50 例 [12]，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年龄在 
50 岁左右，男性居多，半数以上患者伴有发热、咳嗽、

乏力、纳差、口干等症状；舌象以淡红舌或红舌为主，

多见腻苔、白苔。证型以湿毒郁肺证为主，少数患者

表现为热毒闭肺证。

从治疗角度来讲，应观察其体质及不适症状，加

强早期中医药干预，采取治疗关口前移、先症治疗

的措施，方邦江教授提出“截断扭转”[13，14] 防治

COVID-19 策略，尽早使用通腑排毒的方法，截断病

势，荡涤“疫”邪、将治疗关口前移，顾护正气，既

病防变，快速阻断恶性发展趋势。对于此次 Omicron
感染者大多症状较轻，方邦江教授认为初期可疏风固

表、通腑排毒；中期可发表、泻下、通利三法并举；

重症 / 危重症期可通腑排毒、扶元固本。另外，《素

问 · 评热病论》然“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医经溯

洄集》：“且夫伤于四气，有当时发病者，有过时发病

者……盖由邪气之传变聚散不常，及正气之虚实不等

故也”[15]。方邦江教授认为在新冠肺炎的防治过程中

也应“全程补虚”，以固表扶正抗邪 [16]。核酸转阴后，

病未痊愈，也应早期康复，可减少复阳、减轻后遗症

的发生。

本研究对上海地区 SARS-CoV-2 Omicron 感染

患者的临床特点和中医证候进行了初步分析，但由于

为单中心的临床观察研究，得出的结果未必能全面反

映出本病的临床特点和中医证候特征，目前正对本土

病例开展更为深入全面的中医证候调查研究。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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