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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后咳嗽不止的中医调治
前段时间以来，许多市民陆

陆续续感染新冠病毒，出现发
热、咽喉肿痛、全身酸痛、咳嗽痰
多等典型症状。然而，不少患者

“阳康”以后，症状慢慢消失，唯
独咳嗽不愈，有的干咳不止，有
的咳痰不断，多数伴有咽痒、咽
干、咽痛、口干等表现。中医师
指出，是肺气受损所致。究其病
因，乃风邪热毒侵袭、熏灼肺脏，
肺失肃降、肺阴受损，灼津生痰；
或素体脾虚，或患病期间饮食失
常，使脾失健运，痰浊内生，上逆
阻肺，肺失肃降；或患病后情志
失调，肝郁化火，上逆犯肺，均可
导致肺失肃降，肺气上逆而咳。
中医认为，新冠感染属“疫病”范
畴，吴又可在《温疫论》中指出：

“凡人口鼻之气，通乎天气，本气
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
呼吸之气，亦自不及，外邪因而
乘之。”肺感疫戾之气，表现出咳
嗽等症状，而在新冠感染后期，
肺部余邪未尽、正气受伤，肺的
宣发肃降功能失调，所以咳嗽持

续不愈。治宜清肺祛邪。以宣
发为主，肃降为辅，宣肃结合。
宣发以使肺气通畅，助邪外出；
肃降以助肃清气道壅滞之痰浊，
辅以清热化痰顺气，使肺之宣发
与肃降恢复正常。可选具有宣
肺止咳化痰功效的方剂，如桑杏
汤、止嗽散、清燥救肺汤等。阳
后咳嗽多为本虚标实或虚中夹
实之证，临证治疗应辨证论治。

1.热毒伤肺 证见咳嗽痰少
或干咳无痰，痰少不易出，鼻燥
咽干，或有痰中带血丝，舌红少
津，苔薄黄，脉细数。治宜清热
润燥，宣肺止咳。方用桑杏汤加
减：桑叶 10克，杏仁 10克，浙贝
母 12克，百部 15克，桔梗 10克，
白茅根 15克，麦冬 10克，黄芩
10克，生地 10克，款冬花 15克。
水煎服，每日1剂。

2.痰湿蕴肺 证见咳嗽反复

发作，咳声重浊，痰多黏腻，色黄
白，伴有胸闷脘痞，食少体倦，大
便稀溏，舌苔白腻，脉滑。治宜
健脾燥湿，化痰止咳。方用六君
子汤加减：党参 15克，茯苓 15
克，白术 10克，法半夏 10克，陈
皮 10克，白前 10克，桂枝 10克，
杏仁 10克，百部 10克，款冬花
15克。水煎服，每日1剂。

3.肝郁化火、上逆犯肺 证
见咳嗽气促，痰黄黏厚难咯，胸
胁胀满，咳时胸痛，面赤，口干口
苦，舌质红，舌苔薄黄腻，脉滑
数。治宜疏肝理气，清热肃肺，
化痰止咳。方用四逆散加减：柴
胡 12克，白芍 15克，枳壳 10克，
茯苓 15克，杏仁 10克，瓜蒌 15
克，陈皮 10克，半夏 15克，百部
15克，山栀子 10克，黄芩 10克，
杏仁 10克。水煎服，每日 1剂。
痰黄如脓者，加鱼腥草、冬瓜子

等清热化痰；大便秘结者，加大
黄泻肺通腑；咽痛者，加熊胆粉
清热利咽。

日常调理。“阳康”后仍咳嗽
不止，从中医角度上讲，身体仍
处于“余邪未清”“正气未复”的
状态。余邪未清，是指体内仍残
留寒、热、痰、湿等邪毒，持续存
在且影响身体正常机能的运转。
正气未复，是指疾病初愈，患者
体内阴阳仍然失衡，脏腑功能仍
然紊乱，容易再次受到外邪的侵
袭。提醒患者要重视咳嗽的治
疗，久咳不好不要硬扛，以防小
病变大病，应及时就医诊治。日
常生活中，要定期开窗换气，或
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湿度；避免
接触容易诱发咳嗽的环境或某
些特殊气味，如油烟味、油漆味
等；夜晚如果咳嗽严重时，可垫
高头部，以左侧卧位入睡。饮食

宜清淡有营养、易于消化，忌食
生冷、油腻、辛辣刺激食物，避免
过咸、过甜。适量喝温热的水可
以有效地舒缓咽喉不适、暂时缓
解咳嗽。可以辅以食疗，改善不
适症状，如雪梨汤、银耳汤、白菜
汤、百合枇杷汤等。

（吕若琦）

新冠病毒感染转阴后，常遗留
多种症状，如呼吸急促（气短）、咳
嗽、乏力、失眠、疼痛、心悸、脱发、
汗出异常、声音和吞咽问题、嗅味
觉下降、男子精子减少及活力下降
等，给工作与生活带来一些影响。
中医认为，新冠病毒感染转阴后遗
留症状，多因肺脾亏虚，肝肾失养，
气血不足所为。当以补益脾肺，养
肝温肾，益气养血为治。由于每个
人禀赋的差异，体质有别，因而遗
留症状各不相同，可根据人体气血
阴阳亏虚的不同，选择不同的中医
治疗方。

1.气虚型：证见新冠病毒感染
后遗留症，兼四肢无力，易于疲倦，
鼻嗅及纳食无味，吞咽不利，舌质
淡，苔薄白，脉无力。治宜补肺益
气，健脾助运。方用补中益气汤加
减：黄芪 15克，白术、党参、柴胡、陈
皮、当归各 10克，升麻、炙甘草各 5
克。水煎服，每日1剂（下同）。

2.血虚型：证见新冠病毒感染
后遗留症，兼面色萎黄，唇甲苍白，
头目晕眩，心悸不寐，失眠多梦，脱

发与白发，妇女月经后期，量少色
淡，甚或经闭，舌淡红，苔薄白，脉
细弱。治宜养血补血。方用四物
汤加减：当归、川芎、白芍、熟地、黄
明胶（另煎兑入）各 10克，鸡血藤、
龙眼肉、桑椹各15克。

3.气血双亏型：证见新冠病毒
感染后遗留症，兼见气血两虚的
证候，即可具气虚所致的食欲不
振、少气懒言等，又可见血虚所致
的面色苍白、唇舌色淡、爪甲苍白、
心悸失眠等。治宜益气养血。方
用八珍汤加减：党参、白术、茯苓、
黄芪、大枣、当归、川芎、白芍、熟
地、阿胶（另煎兑入）、胡麻仁、桑椹
各10克，炙甘草5克。

4.阴虚型：证见新冠病毒感染
后遗留症，兼干咳少痰，短气喘息，
口燥咽干，甚至可见午后低热、五
心烦热、潮热盗汗、头晕耳鸣、眩晕
目涩、牙齿松动或疼痛、腰膝酸痛、
失眠多梦、遗精早泄、性欲亢进、颧
红目赤、大便秘结、小便短少等。
治宜滋阴养液，填精补髓。方用六
味地黄丸加减：山药、熟地、山茱

萸、茯苓、泽泻、丹皮各 10克，天门
冬、麦门冬、百合、沙参各 15克，玉
竹30克。

5.阳虚型：证见新冠病毒感染
后遗留症，兼面色 白，形寒肢冷，
精神不振，腰膝酸冷，阳萎阴缩，遗
精尿频，小便清长，余沥不净，夜尿
频多，男子精子减少及活力下降，
女子带下清稀、宫寒不孕，或尿少
心悸、肢肿气短、喘咳痰饮等，舌淡
苔白润，脉虚弱无力。治宜温补肾
阳。方用金匮肾气丸加减：附片、
肉桂、熟地、山药、山茱萸、茯苓、泽
泻、附片各10克，细辛、干姜各5克。

6.阴阳两虚型：证见新冠病毒
感染后遗留症，既有阴虚所致的手
足心热、颧红盗汗、失眠多梦等 ，又
有阳虚之面色 白、形寒肢冷、精
神萎糜、性欲减退、妇女宫寒不孕、
带下清稀等。治宜阴阳双补。方
用补天大造丸加味：党参、白术、山
药、茯苓、黄芪、紫河车、当归、鹿角
胶（烊化）、龟板（先煎）、白芍各 15
克，炙甘草5克，大枣5个，生姜3片。

（胡献国）

中医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后遗留症

小儿肺炎是临床常见病四
季均易发生，以冬季为多，治疗
不彻底容易反复发作。小儿肺
炎临床表现为发热咳嗽、呼吸困
难，有不发热而咳喘重的特点。
中医临床分以下证型辨治。

1. 里热外寒 证 见 鼻 塞 流
涕，恶寒无汗，咳喘比较重，苔
白，脉浮数。此乃肺气被遏、不
宜宣降，治宜清热散寒，宣肺定
喘。方选麻杏甘石汤加味。

2. 温邪犯肺 证 见 高 热 神
昏，鼻干无涕，频咳少痰，苔薄

黄，脉洪数。治宜清热解毒，宣
肺止咳。方选银翘散加味。

3.燥邪伤肺 证见唇、舌、鼻
均干，干咳少痰，痰黏难以咳出，
咽喉干疼，口渴，舌红，脉数。治
宜养阴清燥，润肺止咳。方选桑
杏汤加减。

4. 湿热郁肺 证 见 胸 满 痰
阻，鼻翼扇动，喉中痰声重浊，苔
厚腻，脉滑数。治宜清肺开郁，
涤痰祛浊。方选千金苇茎汤合
贝母瓜蒌散加减。

（郑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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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哮 证见平素畏
寒怕冷、手足发凉，哮喘
发作时无发热症状，咳
嗽吐痰多为白色痰液。
治宜温化寒痰，降
逆平喘。方用：射
干 10~15 克 ，麻 黄
5~10克，干姜 10~15
克，细辛 2~3克，半
夏 5~10 克 ，紫 菀
10~15克，甘草 10~
20 克 ，杏 仁 10~15
克。水煎分 3次服，
每日1剂。

热哮 证 见 平
素体质壮实、喜吃
冷饮、大便干燥，哮
喘 发 作 时 多 有 发
热、口渴、咳嗽等症
状 。 治 宜 清 热 化
痰，降逆平喘。方
用：石膏 10~20克，
麻黄 10~15克，知母
10~15克，杏仁 10~15克，
川贝 10~15克，黄芩 10~
15 克，胆南星 5~10 克。
水煎分3次服，每日1剂。

肺气虚 证见怕风、

怕凉，稍活动就会出汗或
虚喘，面色苍白，乏力。
治宜补养肺气。方用：黄
芪 20~30克，防风 10~15

克，白术 10~15 克，
桂枝 5~10 克，白芍
10~15克，白人参 5~
10 克 ，杏 仁 10~15
克，甘草 10~15 克。
水 煎 分 3 次 服 ，每
日 1剂。

脾气虚 证见平
时食欲欠佳或有大
便 溏 泻 ，日 行 2~3
次，全身倦怠无力，
总觉四肢沉重，有时
饮食不当就可诱发
腹泻或引起哮喘发
作。治宜补脾化痰。
可用人参健脾丸每
次 1 丸，每日 3 次。
方 用 ：白 人 参 5~10
克，茯苓 15~20 克，

白术 10~15克，陈皮 10~
15克，半夏 5~10克，苏子
10~15克，砂仁 10~15克，
木香 5~10克。水煎分 3
次服，每日1剂。（马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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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咳嗽变异性哮喘
以温阳固本为核心，扶助阳
气为原则，从痰从虚论治
本病。

病案：李某，女，59岁。
形体稍胖，因反复咳嗽 8月
余、加重 1周就诊。自诉近
半年来反复咳嗽、咳痰，曾
在某院查胸部 CT片示：两
肺纹理增多。肺功能：肺通
气及弥散功能正常。呼出
气 一 氧 化 氮 测 值 ：78ppb。
诊断为咳嗽变异性哮喘。
不规律使用西药孟鲁司特
纳片、富马酸酮替芬片，吸
入剂沙美特罗替卡松治疗，
停药后易反复。刻诊：咳
嗽、咽痒或鼻痒即咳，咳嗽
呈阵发性，咳甚欲呕吐，咳
痰量少色白，质黏可咯出，
咳嗽夜间甚、声音嘶哑，偶
有胸闷无喘息，大便时清，
小便正常，舌淡红、苔白稍
腻、脉弦细；咽部充血(+)，听

诊双肺呼吸音清、未闻及明
显干温性啰音。平素易感
冒，既往过敏性鼻炎病史，
余无特殊不适。西医诊断
为喷嗽变异性哮喘。中医
诊断为咳嗽病，证属风寒袭
肺，表虚不顾。治宜温阳散
寒，益气化痰。方用玉屏风
合桂枝二陈汤加减：黄芪 30
克，防风 15克，炒白术 15
克，蜜麻黄 15克，桂枝 20
克，白芍 10克，苦杏仁 10
克，厚补 15克，法半夏 15
克，陈皮 10克，茯苓 15克，
桔梗 10克，细辛 3克，公丁
香 10克，款冬花 15克，制紫
菀 15克，蝉蜕 10克，僵蚕 15
克，炙甘草 10克。5剂，水
煎取液，枣姜汤为引，早晚温
服，每天1剂。生活上远离过
敏原。

二诊：药后，诸症明显
减轻、舌淡苔白、脉弦细。效
不更方，守上方续服15剂。

三诊：患者偶有干咳、
口干、舌淡苔白、脉细、余无
特殊不适，复查一氧化氮测
值：32ppb。肺为娇脏，患者
久咳恐伤肺阴，酌加滋阴润
燥利咽，上方加南沙参，麦
门冬各 15克，川贝母 10克，
再服 1个月。药毕复诊，咳
嗽未再发作，一氧化氮测
值：12ppb。守上方巩固治
疗，半年后随访，未再发作。

按：此 患 者 咳 嗽 病 程
长，久咳耗损肺气，肺卫不
充，卫表不固，肺虚宣发不
足，则卫表不固，无力抵邪，
故平素易外感；患者体形肥
胖，平日久待宠物店，缺乏
运动，自古胖人多湿，加之
饮食不节损伤中焦脾胃，气
血生化无源，精微不得输布
于肺，肺虚而咳。因此，在
治疗上，温阳益气化痰、固
表宣肺护脾胃并行，取得了
良好疗效。 （张 勤）

咳 嗽 变 异 性 哮 喘 治 验
【别名】饿蚂蝗、拦路虎、披针

叶琉璃草、牙痈草、鸦燕草。
【来源】紫草科植物小花琉璃

草 Cynoglossum lanceolatum Forsk.
的全草。

【功能主治】清热解毒，利尿
消肿，活血。用于急性肾炎，月经
不调；外用治痈肿疮毒，毒蛇咬伤。

【用法用量】10~15克；外用适
量，捣烂敷患处。

图 说 药 谱 小花琉璃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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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毒论指导下的毒病防治特色
壮医毒论指导下的毒病防

治特色壮医理论认为，人体内存
在两条极为重要的内封闭道路，
即龙路和火路。龙路、火路有中
枢、有主干、有分支，其网络分支
布散全身，在人体体表交叉成
结，壮医称网结，又称穴位。人
体嘘（气）、勒（血）、精、津等营养
物质在气道、谷道、水道内化生，
通过龙路、火路的输布，滋养脏
腑骨肉。同时，龙路、火路也是
邪毒内侵的主要途径。

壮医解毒疗法通过药物或
非药物刺激，直接作用于龙路、
火路在体表的网结（穴位），疏通
龙路火路之瘀滞，一方面直接驱
毒外出；另一方面，调整嘘（气）、
勒（血）道路及脏腑功能，恢复
天、地、人三部之气的同步运行，
从而达到治病目的。

壮医毒论来源于壮医临床，
是壮医药工作者智慧的结晶，运
用壮医毒论指导毒病防治，其特
色与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辨病为主
虽然疾病病情复杂，但是每

个病必然有其病因病机规律，其
中必定有一个最基本、最核心的
病机决定疾病的发生、发展、变
化与转归，也决定了该病的治疗
方法。

壮医毒病病种繁多，病因、
病情复杂，临证时从辨病入手，
抓住核心病机不仅可以提高诊
断的准确性，而且可以加强治疗
的针对性，从而提升临床疗效。
如痧毒病虽分类众多，但有其独
特的一组症状和体征，临床主要
表现为全身困倦、酸胀，头晕，不
思饮食，潮热，畏寒，指甲瘀青，
胸背部出现痧疹、疹斑。痧疹与
痧斑是痧毒病最独特的临床表
现，临证时首先可根据痧疹与疹
斑辨明疾病——痧毒病，抓住痧
毒病的核心病机——痧毒、暑
毒、热毒等阻滞三道两路，明确

痧毒病的治疗原则——祛痧毒、
通道路，然后根据不同的临床表
现辨别证型，如蚂蟥痧、标蛇痧、
绞肠痧、红毛痧、羊毛痧等，最后
确定治法、用药。如此便可提纲
挈领，化繁为简，此所谓抓核心
病机辨明毒病。

二、解毒为要
解毒是壮医治疗疾病的大

法，更是治疗毒病的首要法则。
壮医毒病的病种繁多，病因各
异，病机多样，但其病因均可归
结为毒，病机均可概括为毒邪损
害人体。因此治疗毒病应通过
内服、外治等解毒诸法化解毒
邪、祛除毒邪，毒去则人体三道
两路畅通，三气同步，阴阳复归
平衡，人体自安。

壮医毒论基础理论指出，治
疗毒病应遵循“内治解毒去其病
因，外治解毒引毒外出”的原则，
强调以“祛邪毒”为正治之法。

三、用药针对性强
壮医毒论应用理论指出，应

依据毒病的特点选择相应的壮
医外治法或内治法进行解毒治
疗。壮医在治疗毒病的临床实
践中，根据不同的毒因，总结出
了不同的解毒药，使治疗用药更
具针对性，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如痧毒引起的疾病，常用山
芝麻、金银花、板蓝根、黄皮果、
铁冬青、大青叶、一点红等；瘴毒
引起的疾病，常用青蒿、槟榔、马
鞭草、半夏、旱莲草、黄皮叶等；
蛊毒引起的疾病，常用岗稔根、
金不换、古羊藤、半边莲、九节
风、穿破石、五指毛桃、千斤拔
等；风毒引起的疾病，常用葫芦
茶、木黄连、板蓝根、夏枯草、金
银花藤、白花草等；湿毒引起的
疾病，常用海风藤、老鹤草、五加
皮、常青藤、桑枝、鸡骨草、红背
叶、山芝麻、鬼针草、田基黄等；
各种中毒常选用不同的解毒药，
如药物中毒常用金银花、余甘

子、阳桃、甘燕汁、绿豆水等，食
物中毒常用赤小豆、马齿苋、雷
公根、火炭母等，蛇虫毒常用蛇
总管、了刁竹、石菖蒲、金银花、
半边莲等。

气道毒病常用一箭球、大叶
桉叶、木蝴蝶、无患子、水蜈蚣、
石仙桃、龙利叶、罗汉果等；谷道
毒病常用山扁豆、芒果、荞麦、番
木瓜、黄皮果、橘红珠、金钗股
等；水道病常用土甘草、小石韦、
五爪金龙、扛板归、狗泡草、荠菜
等；龙路毒病常用土牛膝、龙须
草、朱砂根、丢了棒、卷柏、排钱
草、野烟叶等；火路毒病常用入
地金牛、山竹青、扶芳藤、伸筋
藤、徐长卿、鹰不扑等。

四、外治方法众多
壮医解毒治病讲究内治，注

重外治，以外治为主，形成了一
系列的外治方法。

如治疗痧毒病常用壮医挑
痧法、壮医刮痧法、壮医捏痧法、
壮医绞痧法、壮医草药熏蒸外洗
法等；治疗瘴毒病常用壮医佩药
法、壮医针刺法、壮医药线点灸
法、壮医药物竹罐法等；治疗蛊
毒病常用壮医灸法、壮医针刺法
等；治疗湿毒病常用壮医针挑
法、壮医药物竹罐法、壮医药线
点灸法等；治疗食物药物中毒常
用壮医针刺法、壮医药线点灸
法等。

治疗气道毒病常用壮医针
刺法、壮医药线点灸法、壮医药
物竹罐法、壮医佩药法等；治疗
谷道毒病常用壮医药线点灸法、
壮医针刺法、壮医灯火点灸法
等；治疗水道毒病常用壮医药线
点灸法、壮药熏洗法等；治疗龙
路、火路毒病常用壮医针刺法、
壮医药线点灸法、壮医药物竹罐
法等。

五、重视防毒
壮医主张有病早治，无病早

防，已发病者及时治疗。壮医在

长期的实践中意识到防重于治，
特别强调“未病先防”，并积累了
丰富的防毒方法和经验。

（1）药物防毒法
为了御毒防病，壮族先民总

结出了丰富且颇具特色、行之有
效的药物防毒方法和经验，如药
物内服、熏洗、敷贴、佩挂等。奇
特的卫生民俗——鼻饮，就是壮
族民间流传的利用药物洗鼻或
雾化吸入以预防时疫疾病的方
法。汉代的《异物志》载：“乌浒，
南蛮之别名，巢居鼻饮。”后晋

《旧唐书》载：“乌浒之俗，相习以
鼻饮。”鼻饮是煎取某些壮药液
令患者吸入洗鼻，或蒸煮壮药产
生气雾，令患者吸入，以达到凉
脑快膈、抵御瘴毒和防暑降温的
目的。壮医至今仍在使用洗鼻
及雾化吸入法，对鼻病、喉病等
呼吸系统病证有较好的疗效。

佩药则是另一种颇具特色
的民俗。每年春夏季，壮族民间
习惯将艾叶等草药扎成药把挂
于门旁或放置房中，利用其芳香
气味开窍化湿，以辟秽祛瘴，防
止毒邪侵入体内；在瘴病流行的
季节，村寨无论男女老幼，均佩
挂药囊并在居室内焚烧苍术、艾
叶等药，涂搽雄黄酒，以避邪防
瘴；家中若有未成年或体弱多病
的孩童，则令其佩挂各种香药制
成的药囊，以扶正祛瘴。这种佩
药防瘴习俗一直沿用至令。如

《靖西县志》载：“五月五日，家家
悬艾虎，挂蒲剑，饮雄黄酒，以避
疠疫。”

在壮族聚居的广西靖西等
地，每年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都举办盛大的药市，家家户户都
去赶药市，卖药、看药、闻药、买
药，意在饱吸百药之气，预防疾
病发生。因此，赶药市也成了壮
乡民俗。

（2）习俗防毒法
壮族先民为了适应瘴雾昏

塞的环境，在改善生活习性和生
存环境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独具
特色的预防毒邪的方法。干栏
式建筑是壮族为了预防疾病和
避免野兽袭击而发明的，分上下
两层，上层住人，下层贮物，居住
面距地面数米，不仅通风、采光
好，而且可有效地防瘴御兽，减
少风湿病的发生，在阴湿多雨的
岭南地区非常适用。至今在壮
族 居 住 地 仍 可 见 到 干 栏 式
房屋。

对生活用水，壮族先民通常
先用白矾搅拌沉淀过滤后再饮
用，并多吃生大蒜头，以防虫毒
在体内滋生；当疾病流行之时，
各村间暂不往来，或外出归家
后，常用壮药液洗浴，以辟秽解
毒；对年老体弱者，常用辟秽解
毒或舒筋活络之品垫席而睡。
壮族先民还利用药膳扶正祛邪，
认为药补不如食补，且必配血肉
有情之品。

每逢“三月三”，壮族人民常
采香枫叶、黄姜等药物制作五色
糯米饭食用，以行气健胃、顺气
润肺；在蚊蝇滋生的季节，则疏
通沟渠，清除污积，防止瘟疫发
生；壮族先民的服饰崇尚青蓝黑
色，为蓝靛所染，既可使人凉爽，
又可防避蚊虫，还具有辟邪解毒
的功效。

（3）体育锻炼防毒法
壮乡人民喜爱体育活动及

歌舞，常在节日里开展抛绣球、
赛龙舟、拾天灯等传统健身活
动，这与壮医强调“未病先防”的
预防保健观念是密不可分的。
壮族文化之珍宝——花山岩画
及铜鼓上的舞蹈造型，有学者认
为是壮医为防病强身创制的功
夫动作图，从侧面反映壮族先民
很早就意识到通过锻炼来增强
体质、预防疾病。

（作者系广西中医药大学党
委副书记）

□□ 庞宇舟

诺如病毒感染的中成药治疗与预防措施
诺 如 病 毒 又 称 诺 瓦 克 病

毒，属于人类杯状病毒科。它
潜伏期短、变异快、环境抵抗力
强、传播途经多样、感染剂量
低，很容易在人群间造成传播。
诺如病毒感染是一种传染性疾
病，也叫做“胃肠道流感”，全年
均可发生感染，特别是 10月到
次年 3月寒冷季节呈现高发。
患者多表现为呕吐、腹痛、腹
泻、发热、食欲减退、乏力等症
状，儿童以呕吐多见，成人以腹
泻多见，且为稀水便或水样便，
通常不伴有黏液、脓血。

诺如病毒感染是一种自限
性疾病，一般症状会在 2~3天内
逐渐消退，症状持续未缓解的
患者可进行对症、支持治疗等，
促进疾病的治愈。诺如病毒感
染目前尚无特效药，多以对症
或支持治疗为主，腹泻时预防
脱水（补充口服补液盐）、呕吐

时禁食、退烧降温等。
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属于

中医学的“泄泻”“呕吐”范畴。
病因多为感受外邪和饮食所
伤。寒湿或湿热损伤脾胃，导
致运化失常，清浊不分而引起。

推荐中成药治疗如下：
一、寒湿型
症状：恶心呕吐，腹泻水样

便，腹痛肠鸣，或有恶寒发热，
全身肌肉酸痛。

参考用中成药：藿香正气
水（胶囊、软胶囊等）。

二、湿热型
症状：起病急骤，或发热，

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泻下急
迫，口渴欲饮，心烦，尿短赤。

参考用中成药：葛根芩连
片（口服液、微丸等）、肠胃康颗
粒（口服液等）、香连丸（片）等。
如伴有积食、消化不良等症状，
保济口服液、保和丸 、止泻利颗

粒也可参用。
注意事项：
呕吐时，半小时内暂时不

要进食，呕吐后如想喝水、吃东
西，应小口吃，少量多餐，吃清
淡、易消化的食物。

另外，长期呕吐、腹泻的患
者可能会导致机体严重脱水，
进而引起体内酸碱紊乱以及
水、电解质紊乱等。此时患者
需提前进行支持治疗，可以足
量补充水分，必要时也可通过
静脉给液，补充葡萄糖、氯化钠
等进行治疗。现推荐一个家庭
版补液盐方——自制大米汤或
小米山药汤。大米（或小米+山
药）适量，加水熬成米汤，500毫
升米汤加入 1.75克食盐，搅匀
即可。加了盐的米汤跟补盐液
类似，能预防腹泻引起的脱水，
还 能 更 好 地 帮 助 恢 复 肠 道
健康。

以上中成药选择，请在医
师指导下使用。

预防措施：
1.勤打扫，多通风。经常

打扫居室，保证房间的干净卫
生。在家时，每天要开窗通风；
外出时，尽量佩戴口罩，尽量少
去或不去人群密集、空气流通
又差的公共场所。

2.保持良好的手卫生是预
防诺如病毒感染和控制诺如病
毒传播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
施。饭前便后应按照七步洗手
法正确洗手，用肥皂和流动水
至少洗 20秒。需要注意的是，
消毒纸巾和免冲洗的手消毒液
不能代替洗手（按标准程序）。

3. 避 免 与 患 者 近 距 离 接
触。如果家人感染诺如病毒，
患者应尽量不要和其他家人近
距离接触。

4.注意食品卫生安全。认

真清洗水果和蔬菜，正确烹饪
食物，不要食用生水或没煮开
的水。食用贝类海鲜等高风险
感染诺如病毒的食品应保证彻
底煮熟。

5. 主 动 隔 离 。 诺 如 病 毒
患者患病期间最好居家主动
隔 离 至 症 状 完 全 消 失 后 2 天

（因为症状完全消失后患者还
有少量排毒），避免传染给其
他人，尤其是从事服务行业人
员和集体机构人员，如厨师、
护工、学校和幼儿园教师。

6. 做 好 消 毒 工 作 。 若 发
生诺如病毒胃肠炎聚集性或
暴发疫情时，应做好全面消毒
工作，重点对被患者呕吐物、
粪便等污染物污染的环境物
体表面、生活用品、食品加工
工具等进行消毒，最常用的是
含氯消毒剂。

（吴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