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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新冠的研究进展及中医调摄
鞠岳桦 刘进哲通信作者

贵州中医药大学，贵州贵阳，550025；

摘要：长新冠（Long COVID）指感染新冠病毒（SARS-CoV-2）并在急性期症状消失后（通常 3个月后）仍长期存

在疲劳、呼吸困难、认知障碍等症状且持续 2个月以上且无法用其他疾病解释。该疾病已引起全球医学界的广泛

关注。新冠疫情现已逐渐接近尾声，但许多病例报告了在急性感染后仍然存在的各种症状。长新冠不仅对患者的

生活质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也对医疗系统和社会卫生服务带来了新的挑战。现有研究表明，长新冠的病理机制

较为复杂，关于其更为确切的生物标志物和最佳治疗方案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旨在总结长新冠的最新研究进展，

包括其病理机制、临床表现及应对策略，并着重探讨中医药在调摄这一疾病中的潜在优势和应用。本文通过系统

性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期望为临床提供切实可行的中医调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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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新冠（Long COVID）是指患者感染了新冠病毒（S

ARS-CoV-2）后，在病毒检测结果阴性，仍然会持续出

现一系列症状，例如疲劳、呼吸系统疾病、认知障碍等。

这一现象不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生

活质量，还对社会健康系统造成了巨大冲击。相关研究

表明，长新冠相对其他大规模传染病疫情（例如 SARS

以及 MERS），患者皆自述不仅身体层面受到影响，精神

层面和心理状态也受到了较大的创伤，产生了焦虑、抑

郁等情绪问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更具研究报告以

及病例样本，提供从不同方面入手的相应的治疗方案。

据目前已有的研究，长新冠可能与多种生理机制相关，

包括免疫系统失调、病毒持续存在体内、线粒体功能障

碍、组织功能障碍等。

除了从现代西方医学层面分析，学者们还从中医药

治疗慢性疾病方面进行分析。中医研究学者认为：由于

每位患者的症状和体质不同，治疗方案也应因人而异，

即“同病异治”。福建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骆杰伟

已将这种理念贯彻进入了对新冠患者以及长新冠康复

期患者的治疗中。这种方法不仅关注疾病的治疗和症状

的缓解，也强调体质的调整，以及心理和情绪的调节符

合现代医学对长新冠患者综合管理的需求。相关研究表

明，通过针灸、推拿按摩、口服中药等手段，并借助导

引、八段锦、太极拳等功法辅助治疗，可以有效改善患

者的疲劳感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这些治疗方式有助于

帮助新冠及长新冠患者恢复身体的平衡稳态，从而提高

生活质量。

1 长新冠的临床表现

1.1 躯体症状

长新冠发病机制复杂，且临床表现多样。患者在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往往会产生多种身体症状，截至 202

3 年学者研究数据，长新冠的症状种类超过 200 种，涵

盖多个器官系统，最常见的身体症状包括疲劳、呼吸困

难、肌肉疼痛、关节痛和心悸等。另一研究调查显示，

将近 80%的长新冠患者仍有呼吸系统症状，约 77.3%的

患者则表现出神经系统症状。不仅如此，许多患者反映

自身在长新冠期间出现了与缺乏镁和维生素D相关的症

状，具体表现为注意力障碍、焦虑和失眠等。长新冠的

身体症状不但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还有概率导

致更加严重的长期健康问题。

1.2 心理症状

长新冠患者也常常伴随心理症状，这些症状已知包

括焦虑、抑郁、情绪波动和认知障碍甚至沟通障碍等。

根据相关研究发现，长新冠患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普遍存

在，不仅对个人有负面影响，甚至会影响至家庭乃至社

会。心理症状的出现可能与身体症状相互影响，导致患

者的整体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外有学者指出，焦虑

和抑郁等异常心理状态都会有概率加重患者各方面症

状，形成恶性循环。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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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相关，心理症状的改善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提升患

者的整体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中医早在先秦时期就有

类似思想：“平人者不病。”要想达到“平人”的状态，

条件之一就是精神安定。因此，针对心理症状的干预措

施应成为长新冠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神经认知障碍

神经认知障碍是长新冠患者常见的临床表现之一，

常伴随着心理症状出现。神经认知障碍表现为注意力不

集中、记忆力减退、思维迟缓等症状。这些症状对患者

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导致患者无法正常与外界交流。神

经认知障碍问题将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能力，

还可能导致社会功能的下降。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在长

新冠患者中，大约有34%的人经历了疲劳，31%的人出现

了记忆和注意力问题。鉴于神经认知障碍的产生与炎性

应激反应有关，有学者提出：神经认知障碍的发生可能

与 COVID-19 引起的神经炎症、缺氧以及心理因素等多

种机制相关。

2 现代医学对长新冠的应对策略

2.1 药物治疗

现代医学对长新冠的治疗目前暂时未制定出标准

化治疗方案，药物治疗仍处于探索阶段。尽管如此，仍

有多项评估不同药物对长新冠的疗效的医学药物专项

临床试验正在开展。根据研究显示，某些药物，如双甲

二胍（Metformin）作为神经营养药，在对长新冠预后

调养方面表现出一定的潜力。除此之外，针对长新冠的

药物研究还包括了对抗抑郁症的药物，如卡马西平（Ca

rbamazepine），在治疗长新冠患者的情绪障碍方面也

起到一定作用。

2.2 康复训练

康复训练在长新冠患者的恢复中也起到重要作用。

有研究表明，进行系统化康复训练能够显著改善长新冠

患者的身体功能，同时还能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多项

研究强调了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和呼吸训练在提高患者

耐力和肌肉力量方面的有效性。除此之外，针对呼吸困

难和疲劳等症状的特定康复计划也被证明有效，在很大

程度上帮助患者逐步恢复日常生活能力。康复训练计划

应当重视个体化和灵活性，做到对于不同患者指定不同

的训练标准与计划，特别是需要考虑到患者的体能状况

和症状波动，以避免过度疲劳和不适导致对训练结果产

生影响。

2.3 心理干预

心理干预在长新冠患者的综合治疗中同样有着不

可忽视的地位。根据研究调查报告可得，长新冠患者常

常伴随有焦虑、抑郁、恐慌等心理健康问题。这些异常

心理状态会对长新冠患者身体恢复速度产生一定程度

上的不良影响，甚至会加重身体症状。针对这种情况，

包括临床工作者在内的专家学者逐步将心理干预措施：

认知行为疗法（CBT）和正念训练等心理干预手段，广

泛应用于长新冠患者的治疗中。初步研究结果表明，这

些干预措施对患者的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起到了有效

改善的作用。更有学者由此提出：大众与社会对于长新

冠患者的心理支持，以及医护人员对长新冠患者进行相

关心理教育，也被认为是必要的。胡芳芳等学者提出：

建议通过完善心理卫生服务体系，并且建立长新冠长期

救助计划等措施，来帮助长新冠患者更好地应对疾病所

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压力。展望未来，长新冠的心理干预

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建立更为科学和系统的治疗方案，

更有效的为长新冠患者恢复健康保驾护航。

3 中医药在长新冠治疗中发挥的作用

3.1 长新冠的中医病因病机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重要性，

认为人体不仅仅是各个器官和系统的简单集合体，而是

一个复杂而有机的整体。健康与疾病的状态，与整体的

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紧密相连，彼此之间相互影响，是

一种动态的平衡，即《黄帝内经》中所说的：“阴平阳

秘，精神乃治”。还有学者提出以《黄帝内经》中的“标

本中气”理论来分析长新冠的病因病机，认为该理论能

够很好的从中医角度解释长新冠的病程发展及传变规

律。中医通过细致入微的辨识患者的个体差异，结合患

者所表现出的不同症状，采用针对性强的治疗方案，以

此将身体的内在平衡恢复至正常状态，使机体不易被外

邪所犯。据中国中医科学院的赵兰才教授总结归纳，长

新冠以不同症状表现分类可分为五种证型：气虚血瘀型、

气虚痰阻型、气滞血瘀型、肝郁脾虚型以及肺肾两虚型。

不同证型的患者根据自身偏重的临床表现，再加以辨证

论治服用不同的中药组或方剂，可对疾病的痊愈起到重

要作用。此外，中医也特别强调了情志因素对疾病痊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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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深远影响。有学者整理分析相关资料，分析情绪波

动（甚至心理紊乱）都会导致气机紊乱，机体失于调畅，

进而影响人体阴阳平衡，导致邪气客体，从而加重病情

不易痊愈。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应当做到充分关注患

者的心理状态，贯彻落实“形神统一”的理论思想，采

用疏导开解方法，更好帮助患者恢复身心健康，保持好

状态。

3.2 中医调摄方案

在长新冠的治疗过程中，中医方剂根据“辨证论治”

的思想灵活运用，展现了其独特的治疗价值。例如，河

南郑州第七人民医院的罗伟贤主任医师常用方剂“生脉

黄龙汤”，来治疗气阴两虚兼有血瘀的患者。此经验方

能够使患者气血通畅，提升正气，从而提高自身对外邪

的抗病能力；骆杰伟教授更是根据长新冠患者临床症状

主要表现来制定不同的方剂调摄方案，例如：长新冠患

者肌肉酸痛严重的服用身痛逐瘀汤，长新冠期间气促更

为严重的患者服用升陷汤等。近年来，随着医学界对长

新冠的认识逐渐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医方剂得以应用于

临床实践。除此之外，常见的中医调摄方法还包括针刺、

推拿、艾灸等。无论是哪一种调摄方法，其背后的主旨

皆在于扶助正气，通过正气御邪于外。

3.3 疗效评估

关于中医在长新冠患者中的疗效评估，已有多项研

究表明中医治疗对改善患者的症状有积极作用。例如，

一项针对长新冠患者的临床试验显示，接受中医治疗的

患者在疲劳、呼吸困难和睡眠质量等方面均有显著改善。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有相关实验数据显示，通

过中医针刺疗法，使多名曾因新冠病毒感染而出现嗅觉

障碍为主的患者，在经过四周时间的调理后，症状明显

减轻，且睡眠质量提高。治疗过程中，针灸除治疗嗅觉

障碍有明显疗效外，对肌肉酸痛、乏力、精神认知障碍、

焦虑心理等症状都取得了很大的治疗成效。广州中医药

大学的李飞教授提出“无创针灸”，因地制宜采用硬币、

棉签等多种日常用品点按穴位以此改善患者不适症状。

此类病例的分享不仅为其他患者提供了参考，也为中医

在长新冠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证支持，强调了中医在

慢性病管理中的重要性。

4 结论

长新冠病理机制复杂且多样，因此截至目前现代医

学仍未制定出针对该疾病的统一标准化治疗方案。部分

学者研究中医学，根据不同体质辨证论治，提出了“同

病异治”的治疗方案。在新冠疫情以及长新冠恢复期带

来的巨大挑战中，两者共同推动了长新冠研究发展进度，

尤其是在症状的多样性、个体化表现方面。不同患者在

经历新冠病毒感染后的恢复过程中，表现出的症状和恢

复时间差异巨大。这种现象虽不利于现代医学制定统一

的治疗方案，但中医可结合以往先人智慧、独特的理论

体系和调摄方法为长新冠的管理提供新的思路以及治

疗方向。中医强调整体观念的同时，也强调个体化治疗：

注重患者的整体状态和生活方式，通过辨证施治为长新

冠患者提供个体化的支持和缓解。截至目前，不论是现

代医学还是中医学，对于长新冠的相应研究以及诊疗方

法都仍有发展空间。多方面视角对长新冠深入了解探究，

不仅为后世提供宝贵的资料，也有助于人类在医学发展

史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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