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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RS属中医“瘟疫”范畴，具有起病急、传播快、发热、乏力、咳喘等症状，恢复期病人常见低

热、自汗、心悸、气短、失眠、焦虑等，影象学显示有些病人肺炎吸收缓慢。笔者对恢复期病人进行

中医治疗，取得较好疗效。现小结如下。 

1  低热 

   有些病人经使用激素、抗病毒药、抗生素等治疗后高热迅速控制，但遗留低热持续不退，伴有咳

嗽，痰白粘稠，周身困重，个别病人伴有咽痛，性情急躁。舌质以红赤或红绛多见，苔薄腻或厚腻。 

   笔者认为上述病证多为湿热久稽，热伤气营，久则肝郁化火所致。治宜化湿清热，清气凉营，平

肝泻火，佐以益气养阴，不宜用过于滋腻之品，以免助湿敛邪，不用温燥之品，以免死灰复燃。 

   病例1．王某某，男，27岁，民工，病历号186396，2003年5月23日初诊。 

   患者发热4天于4月26日人院，体温39．2~C，群体发病，胸片示“肺部片状阴影”，诊为SARS。经

抗病毒、抗感染治疗后，肺部病变吸收，体温下降，症状减轻，但体温不能完全降至正常，持续低热

20天；体温在37．3—37．5℃之间，伴有咳嗽，痰白粘稠，关节酸痛，情绪急躁。舌质红绛，苔白薄

腻，脉弦滑。当日体温37．5℃。处方：生石膏Y~30g，知母12g，杏仁10g，鲜茅苇根sF各15g，地骨

皮15g，僵蚕9g，生地15g，丹皮15g，青蒿15g，鳖甲Rml5g，银花15g，连翘15g，沙参15g，羚羊角粉

分冲1．2So 3剂，水煎服，日2次。紫雪口服液，lOml，每日3次。 

   2003年5月24日二诊：体温降至37．3t，情绪好转，咳嗽减轻，痰转为稀白，易咳出。 

   2003年5月25日三诊：体温降至36．7t，咳嗽、咳痰消失，已获痊愈。 

    病例2．刘某，女，24岁，职员，病历号186447，2003年5月25日初诊。 

    患者发热2天于5月6日人院，体温38．1℃，胸片示：双下肺炎，有SARS接触史，诊为SARS。经抗

病毒、抗感染治疗后，肺部病变吸收，体温下降，但持续低热，体温37．4~C，伴咽痛、咳嗽、无

痰。舌质红赤，苔黄薄腻，赋弦滑。处方：生石膏先煎30g，知母12g，杏仁log，鲜茅苇根sF各15g，

地骨皮15g，僵蚕9g，丹皮15g，生地15g，青蒿12g，鳖甲5sml5g，银花15g，连翘15g，沙参15g，羚

羊角粉6"0．6So 3剂，水煎服，每日2次。 

   2003年5月24日二诊：患者咽痛、咳嗽症状明显减轻，体温36．6~C。 

   观察数日体温正常，咽痛、咳嗽消失，痊愈出院。 

2  心悸、气短、自汗、失眠、焦虑 

   SARS极期高热，咳喘，病人消耗较大，又被较长时间隔离，恢复期常见心慌、气短、动则尤甚(西

医检查示：心动过速)、自汗、失眠、焦虑等症状。笔者认为证属温病后期，气阴两伤，心神不宁。

治以益气养阴，宁心安神定志。 

   病例3．张某某，女，53岁，干部，病历号186438，2003年5月20日初诊。 

   患者发热7天于4月27日人院，体温最高达39．7℃，胸片示左下肺炎，有SARS接触史，诊为SARS。

经激素、抗病毒和抗生素治疗后，胸片、体温恢复正常，遗心悸、气短，动则尤甚，失眠、焦虑，夜



间只能人睡3—4h，并多次惊醒。舌嫩红，苔少，脉弦细。查：心率90次／min，轻微活动后可达120

次／min；血红蛋白95g／L。处方：太子参15g，天麦冬各15g，五味子10g，生熟地各12g，酸枣仁

12g，柏子仁12g，元参15g，丹皮15'g，丹参15g，浮小麦30g，首乌藤30g，磁石先煎15g，煅龙牡先

煎各15g。3剂，水煎服，日2次。 

   2003年5月23二诊：心悸、气短、自汗明显减轻，睡眠增至7h／d，中途只惊醒1次，喜叹息。上方

加合欢花15g。3剂。 

   2003年5月26日三诊：诸症明显减轻，情绪好转，带上药14剂康复出院。 

   半个月后随访，上述症状消失，情绪稳定，而获痊愈。 

3  肺部阴影吸收缓慢 

    SARS后期，有些病人肺部阴影吸收缓慢，可伴有轻咳，少量白或黄粘痰，有的症状不明显，以舌

质红、苔薄白或薄腻多见，脉象多弦滑或弦细。笔者在苇茎汤基础上加用鱼腥草、丹参、丹皮、沙参

等对于改善症状，促进肺炎吸收，取得较好效果。 

   病例4．苑某，女，24岁，学生，病历号186381，2003年5月21日初诊。 

   患者发热4天，于4月26日人院，体温最高达39．4q2，胸片示左肺炎症，有流行病学史，诊为

SARS。经激素、抗病毒、抗生素等治疗后，体温正常，多次胸片显示炎症吸收较慢。患者不咳，但有

少量白粘痰，伴恶心，饮食尚可。舌红，苔薄白，脉弦细。处方：鲜茅苇根sT各15g，桃仁9g，生苡

仁20g，冬瓜仁20g，鱼腥草30g，丹皮15g，黄芩9g，丹参15g，沙参15g，生芪15g，云苓15g，砂仁

n、月F 6g。3剂。水煎服，日2次。 

   2003年5月23日二诊：不咳，痰转为稀白，量不多，恶心消失。继上方3剂。 

   2003年5月25日三诊：不咳，无痰，无特殊不适。复查胸片：左肺仍可见小片状驴影，与5月21日

胸片比较病变有吸收。康复出院。半个月后随访，肺炎已完全吸收。 

4  讨论 

   SARS证属瘟疫，由戾气所致。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夫疫乃热病也……暴解之后，余焰

尚在”。SARS极期的高热、咳喘，经西药激素等治疗后热邪直折，转为低热，缠绵不愈。舌质以红赤

或红绛多见，苔多薄腻或浊腻，脉弦滑。此热非气虚阴虚所致，而是湿热郁结、气分邪热未尽而内陷

营分之征。正如张虚谷所云：“热人于营，舌色必绛，风热无湿者舌无苔，或有苔亦薄，热兼湿者，

必有浊苔而多痰也……”治宜当机立断，除恶务尽。方中所用白虎汤以清阳明气分之热，使热退而津

复；地骨皮、生地去湿热，配僵蚕、丹皮清营热而滋营阴；鲜茅苇根甘淡渗湿；羚羊角粉清心营之

热、平肝镇惊，以防热动肝风； 

青蒿、鳖甲清阴分之热，透邪外出；银花、连翘轻宣泄热，使营分邪热透出气分而解；佐以沙参益气

养阴，润肺生津。诸药合用，实为清气凉营退热之妙方，所治病例，功效卓著。 

   中医认为：SARS是由温热病邪引起，温热病邪最易化燥化火，伤及营阴，而营行脉中，与心气相

通。疾病后期营阴受损，则心神被扰，故可出现心悸不寐，甚则焦虑不安。营阴不足，不能与卫相合

故自汗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肺津受损，久则肺气亦伤而见气短。因此，气阴两虚是SARS恢复期

的常见证型之一。在治疗上，温病用药切忌温补，即使在病之后期也不可骤进温热之品，SARS的恢复

期也应遵守这一原则，虽有自汗、气短之证，但根源在于阴液亏损，仍应以救阴为本。叶香岩妙L感

温热篇》指出：“救阴不在血，而在津与汗。”说明温病后期重在生津养液，防汗泄过多。方中以太

子参为主，滋阴益气，补而不燥；佐以天麦冬、生熟地益阴生津；酸枣仁、柏子仁滋养心气；五味

子、煅龙牡、浮小麦敛汗固津，防止津液外泄；加丹参、首乌藤、磁石清心除烦，镇惊安神；元参、

丹皮凉营透热，清解余邪。诸药配合，而收全功。 

   温热之邪，最易由口鼻而人，伤及肺脏，使肺失清肃，津液不布，聚而成痰。中医认为津血同

源，相互转化，津行则血行，血行助津散，津聚成痰，血行受阻，形成瘀血，痰瘀交阻于肺，则在X

线下呈现阴影。又肺朝百脉，为相傅之官，佐心气推动血液运行，温病后期，肺之津气俱损，助心行

血功能及布散津液功能更弱，致使痰瘀难消，肺部阴影消散缓慢。在治疗上以鲜茅苇根、冬瓜仁、生

苡仁清热生津，淡渗利湿，消散聚结之痰；桃仁、丹皮、丹参活血化瘀，使血行而瘀消；沙参、生芪

益气养阴，以助肺气；鱼腥草、黄芩消解余毒余热；再加云苓、砂仁健脾醒脾，启动脾之运化水湿之

功，以助痰浊消散。诸药合用共收益肺行血化痰散结之功，故可使肺之阴影很快消散。 

   总之，SARS恢复期主要表现为阴液虚损，津气俱伤，兼有余热余邪，根据这一特点辨证施治，以

滋液生津益气、清解余热、祛除余邪为法，多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收稿日期：2003-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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