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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中医学小儿“三不足,二有余”的理论,探析小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状态的中医病证特

点,并探讨中医辨证施治和中医特色外用适宜技术在小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状态治疗的应用,旨在为小

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状态的中医康复方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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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COVID - 19,简称新冠感

染)属于中医学“疫病” 范畴。 2021 年 12 月,世界

卫生组织(WHO)将 COVID-19 后遗症定义为一种

新疾病,命名为“新冠后状态”(post
 

COVID-19
 

con-
dition),此定义亦适用于患儿[1] 。 虽然大批新冠感

染患儿能痊愈,但有部分患儿留有后遗症状,当前

防控工作的重心已从“防感染”转向“保健康、防重

症”,迫切需要发挥中医药在促进康复、减少重症等

方面的优势[2] 。
明代名医万全提出的小儿“三不足,二有余”理

论为治疗儿科疾病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社会发

展,该理论不断深入和发展。 本文通过小儿“三不

足,二有余”理论探析小儿新冠后状态的中医病证

特点及相关治法,以期为小儿新冠后状态的中医康

复治疗提供参考。
1　 中医学对小儿新冠后状态的认识

　 　 “新冠后状态”发生在有新冠感染史的个体,存
在患新冠感染核酸阴性后影响日常生活或身体功

能的后遗症,症状也可能随时间波动或复发,且无

法通过其他诊断来解释[1,3] 。 研究显示,超过 3 / 4
的患者在核酸检测转阴后 6 个月仍可存在至少一

种持续症状影响其日常生活[4] 。 症状可能是从最

初 COVID-19 发作时持续存在的,也可能是恢复中

新发的健康问题。 由于新冠后状态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年龄、病情严重程度和基础疾病,目前对 COV-

ID-19 患儿的随访研究或长期临床试验不多,因此

对儿童新冠后状态的患病率、表现和危险因素研究

较少[5] 。
《温病条辨·解儿难·儿科总论》载:“脏腑薄,

藩篱疏……易于感触。” 小儿 “脏腑娇嫩,形气未

充”,机体幼嫩未臻成熟,疫毒与正气相搏后正胜邪

退,但余邪未净、正气未复,出现一系列小儿新冠后

状态“三不足,二有余” 的中医病证特点。 总结来

看,小儿新冠后状态的主要病位在肺、脾、肾,累及

心、肝,正气未复、余毒未净是新冠后状态持续的主

要病因病机。 与成人相比,小儿虽“三不足,二有

余”,但脏气清灵、较少陈年痼疾,生机旺盛,对药物

灵敏,随拔随灵,疗效快且预后相对较好。
2　 小儿新冠后状态“三不足,二有余”的中医病证

特点

2. 1　 肺脾肾三不足　 肺脾存在“同气相求,同声相

应”的关系,两脏协调相互为用。 肺与脾在生理上、
病理上存在母子、经络、水气精微的生成输布代谢

的密切关系。 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邪之所凑,其气

必虚,小儿肺气虚则盗脾气以自养,脾虚不能养肺,
出现典型的肺脾不足之证,如咳嗽咳痰、鼻塞流涕、
食欲不振、神疲倦怠、乏力出汗等表现。 鉴于小儿

个体差异性,鼻为肺之外窍,肺气不足,肺气宣降失

畅亦引起小儿新冠感染后出现嗅觉障碍。 脾虚失

运,脾胃功能失调,引起小儿新冠感染后出现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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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泻等症。 脾在体合肉,脾失健运,输散水液精微

失常,肌肉失于濡养则出现肌肉疼痛等症。 肾为先

天之本赖后天的滋养,小儿新冠后状态脾失健运,
后天水谷精微乏源,荣养先天不力,水谷精微无法

正常下达滋养肾,而小儿正值肾气相对不足、生长

发育的关键时期,病后如补养不及,可使小儿肾气

虚的程度加重,“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肾不纳

气则小儿咳嗽缠绵不愈,虽然表现在肺,其根本却

在肾气亏虚不能有效纳气所致。 肾气虚损,肾封藏

功能失司,精微物质下注亦可见小儿血尿、蛋白尿

等异常改变。
有研究报道,小儿新冠感染后会遗留不同程度

的肺功能受损、肺间质改变,胸部 CT 表现为磨玻璃

影、胸膜牵拉影、纤维化病灶等征象[6-7] ,这是由于

小儿新冠感染后肺脏受损,肺泡间及肺内气体的弥

散能力降低,肺间质失于濡养而出现粘连纤维化所

致。 有学者认为,肺纤维化无论是“肺痹”还是“肺

痿”都是以正虚为根本[8] 。 新冠感染后遗症中亦存

在骨骼肌症状,且肌肉组织病理学发现了肌纤维萎

缩[9] 。 通过电脑断层扫描( CT)显示患者肾脏影像

学异常改变和蛋白尿、血尿等实验室检查异常[10] 。
2. 2　 心肝有余　 生理状态上小儿心肝有余,“心有

余”主要指在生理上表现出小儿神思敏捷,聪明好

奇,“肝有余”主要指小儿升发之气旺盛,欣欣向荣,
而非亢盛大过之意。 心肝两脏在病理状态下,一则

影响心主神明、肝主疏泄功能。 “心动则五脏六腑

皆摇”,心神被扰,肝失疏泄,调节情志功能失常会

波及精神、意识、思维、情感。 精神情志活动主要由

心主宰,但与肝主疏泄密切相关,心肝共同参与情

志活动的调畅。 有研究表明新冠感染对儿童心理

行为有严重的影响,儿童心理行为问题的检出率较

高,并且确定了儿童焦虑症与新冠感染后疾病呈正

相关[11-13] 。 二则心主血脉、肝藏血功能失常影响血

的生成、储藏、运行,调控脉道失利,致瘀血生成,如
出现面色晦暗、唇发绀、舌暗有瘀点、舌下脉络紫暗

等表现。 法国马赛大学病毒学家 Bernard
 

La
 

scola
 

教授团队通过研究得出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可以引

起红细胞聚集,造成新冠感染患者血管内存在高凝

状态及微血栓形成[14] 。 儿童冠状动脉瘤形成、易栓

症和其他风险因素的存在将对新冠感染的长期预

后产生影响[15] 。
3　 辨证施治在小儿新冠后状态治疗中的应用

3. 1　 补其不足 　 小儿新冠后状态肺脾两虚者,治

以补肺健脾,可选用玉屏风散、黄芪六君子汤等加

减化裁。 玉屏风散药简效宏,其中黄芪可大补肺脾

之气;白术健脾益气、培土生金;《本草纲目》载:“黄

芪得防风而功愈大”,黄芪得防风固表而不致邪留,
研究发现黄芪有改善肺纤维化的作用[16] 。 网络药

理学研究表明玉屏风散治疗新冠感染的 42 个关键

靶点蛋白助以新冠感染的防治[17] 。 黄芪六君子汤

由六君子汤加紫苏、黄芪、桔梗组成,功效健脾补

肺、燥湿化痰,研究表明该方通过抗病毒、免疫调

节、抗炎等作用机制对新冠感染发挥治疗作用[18] ,
从而为其应用于新冠恢复期提供了参考依据。

小儿肾常虚,因此新冠后状态肾气虚弱者滋肾

益气至关重要。 在肾气的收纳、推动、化生下恢复

肾藏精、纳气、调节水液代谢功能,诸道得通,病症

乃去。 在新冠感染病损及肾者多以益肾助气为主,
常用参芪地黄汤、真武汤、济生肾气丸等经方加

减[10] ,疗效显著。
3. 2　 泻其有余 　 调心疏肝,神志安定,瘀血得除,
令其调达,以致和平。 一方面,小儿精神情志活动

是在“心神安、肝条达”的主导下,脏腑功能活动与

外界相促成的。 临床用药可酌加茯神、柴胡、郁金、
合欢皮等调心神疏肝气,既可畅调表里内外,又能

调顺上下升降,疏畅气机之郁。 小儿七情五志困扰

较成人少且易除,情志畅达则气血调和,因此小儿

新冠后状态较成人易趋康复。 另一方面对于瘀血

留邪,须推陈出新,方不成痼疾。 《血证论·喘息》
记载:“若内有瘀血,气道阻塞……加当归、白芍、桃
仁、丹皮治之。” 临床选方首选王清任的血府逐瘀

汤,本方行气与活血并施,气为血之帅,活血而不耗

血,升降并用,和调气血,恰合新冠感染恢复期病

机[19] 。 调心疏肝,瘀血祛,情志畅,形神相俱,对小

儿新冠后状态恢复大有裨益。
4　 中医特色外用适宜技术

　 　 中医学主张整体观,标本兼治,主张“辨证康

复、整体康复”,中药内服与中医外用特色技术配合

治疗,共奏宏效。 《理瀹骈文·略言》 曰:“外治之

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药,所异者

法耳”,可见外治取效机制与内治是相似的。 小儿

用药需谨慎,中医外治法凭借简、灵、廉的特点成为

儿科的常用治法,易为家长和患儿接受。
新冠感染恢复期患者应用针灸疗法以调和脏

腑、清除余邪,既可促进机体恢复,又能起到愈后避

复的作用[20] 。 基于小儿“三不足,二有余”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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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取穴以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足太阴脾经

为主,调心肝经为辅,手法为针补重灸。 数据挖掘

研究显示,肺俞、中府、神阙、天枢、气海、关元、中

脘、脾俞、胃俞、足三里、太冲等均为高频选穴[21] 。
艾灸通过燃烧艾叶时所产生的热传导及药化效应,
逐散疫病秽浊之气,使一身之气通畅。 研究报道艾

灸能有效促进新冠肺炎恢复期肺脾气虚证患者的

康复[22] 。 新冠后状态还可选用推拿疗法[2] ,在辨证

的基础上通过对小儿体表经络的刺激,作用于穴位

经络或病灶处感知全身各处发挥作用。 通过外治

法佐治小儿新冠后状态,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增强身体素质是减少小儿新冠后状态长期影

响的调节剂,适当的有氧运动可通调气机的周流。
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等中医康复运动适宜新冠

后状态的康复[23] 。 此外,呼吸吐纳的肺康复练习通

过深呼吸一吐一纳,呼出浊气吸进清气,能够锻炼

小儿新冠后状态膈肌、肋间肌等呼吸肌,有助于患

儿康复。
5　 小　 　 结

　 　 综上,万全概括的小儿“三不足,二有余”理论

为小儿新冠后状态的治愈开创了新思路。 小儿脏

气清灵,随拨随应,对于小儿新冠后状态的中医康

复干预,临床应根据小儿的特殊“三不足,二有余”
的体质,通过感邪程度、病情深浅等综合判断,灵活

辨证,并结合中医特色外用适宜技术,从攻补兼施、
形神相俱、内外合用几个方面帮助康复,达到正气

恢复、余毒外祛的目的,促进小儿新冠后状态身体

功能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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