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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对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用药治疗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药学评价。 方法　 随机

抽取 １００ 例患者， 对其基本信息、 临床症状、 用药方案和情况、 用药合理性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结果　 患者主要为中

青年女性， 大多为无症状、 轻型。 连花清瘟颗粒主要与干扰素、 阿比多尔片等抗病毒西药， 以及苇梗清瘟颗粒等清热

化痰止咳中成药联用； 医嘱合格率为 ９３％ ， 不合格者主要无适应症用药； 不良反应有 ５ 例， 包括白细胞偏低、 肝功能

异常。 结论　 连花清瘟颗粒治疗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新冠肺炎疗效确切， 可为相关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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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肺炎是由冠状病毒引发的大流行病［１］ ， 我国已将

其作为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纳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 为乙类传染病按甲类防控［２］ ， 本病自流行以来产

生了多种突变株［３］ ， 其中奥密克戎变异株最近已成为全球

主导变种［４］ 。 安徽省六安市疾控部门对近期当地新冠肺炎

患者标本进行基因测序分析， 发现其为奥密克戎变异株

ＢＡ． ２ 型。
西医主要采用抗病毒药物治疗新冠肺炎［５］ ， 而中医认

为， 本病属 “湿毒疫” 范畴， 发病主要与感受 “疫戾” 之

气及湿毒郁肺有关［６］ ， 坚持 “未病先防， 既病防传” 的治

未病思想及防治结合、 防治并重的原则， 并以辛温宣肺、
健脾祛湿为其基本治则［７］ 。 本研究对连花清瘟颗粒联合用

药治疗奥密克戎变异株所致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进行

药学评价， 以期为相关防治提供中医药理论基础。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通过医院 ＨＩＳ 系统， 随机抽查于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就诊于六安市人民医院感染科确诊为新冠肺炎的 １００ 例

患者。
１ ２　 数据收集　 对所抽取的病例进行整理后采用 Ｅｘｃｅｌ 软
件汇总， 收集患者基本信息 （年龄、 性别、 基础病情况、
新冠疫苗接种情况）、 临床症状、 用药情况、 疾病转归等

情况， 并进行分析总结。
１ ３　 统计学分析　 通过 ＳＰＳＳ １０ ０ 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

料以 （ｘ±ｓ）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Ｐ＜０ ０５ 表示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信息　 具体见表 １。
表 １　 患者基本信息

项目 例数 ／ 例
性别 男 ３９

女 ６１
年龄 ／ 岁 ＜１０ ５

１０～２０ ８
２０～５０ ５６
５０～７０ ２３
≥７０ ８

基础病 无 ８７
高血压 ９
脑梗死 ３
肿瘤 １

疫苗接种情况 全程接种 ９７
未接种 ２

未全程接种 １

２ ２　 临床症状　 具体见表 ２。
２ ３　 用药方案和情况　 具体表 ３～４。
２ ４　 用药合理性情况　 按照 《处方管理办法》 《医疗机构

处方审核规范》 等管理规定对患者用药进行合理性评价，
具体见表 ５。
３　 讨论

３ １　 基本信息 　 １００ 例患者中男性 ３９ 例， 女性 ６１ 例；
２０～５０ 岁 ５６ 例， ５０～ ７０ 岁 ２３ 例， １０ ～ ２０ 岁 ８ 例， 大于 ７０
岁 ８ 例， 小于 １０ 岁 ５ 例， 可见以中青年女性为主， 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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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患者临床症状

临床症状 例数 ／ 例
干咳、咳嗽咳痰 ４８

发热 ４１
咽干、咽痛、咽部不适 １８

头晕头痛 ８
腹胀、腹痛、腹泻 ７

乏力 ６
肝功能不全 ３

流涕 ３
纳差 ２

白细胞降低 ２
恶心呕吐 ２

无症状患者 １７
轻型患者 ７２

普通型患者 １０
重型患者 １

表 ３　 患者用药方案

用药方案 例数 ／ 例
连花清瘟颗粒＋对症治疗药物 ３５

连花清瘟颗粒＋１ 种抗病毒药＋对症治疗药物 ５４
连花清瘟颗粒＋２ 种抗病毒药＋对症治疗药物 １１

为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安徽省六安市疫情爆发点为服装加工厂， 工

作人员大部分为中青年女性。 疫苗接种情况显示， ９８％ 患

者已接种疫苗， 这是由于当地从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疫情发生以来

各级政府大力推行所致， 其中未接种的主要为 ３ 岁以下儿

童。 从临床症状来看， 无症状和轻症占比 ８９％ ， 普通型占

比 １０％ ， 仅 １ 例为重症， 而且是有肿瘤病史， 表明疫苗接

种可减轻确诊患者临床症状［８］ ， 从而有益于疫情防控。
３ ２　 用药方案和情况 　 １００ 例患者使用了 ３ 种治疗方案，
主要是连花清瘟颗粒＋对症治疗药物、 连花清瘟颗粒＋１ 种

抗病毒药＋对症治疗药物、 连花清瘟颗粒＋２ 种抗病毒药＋对
表 ４　 患者用药情况

药物 使用频次 ／ 次
连花清瘟颗粒 １００
抗病毒药，包括干扰素、阿比多尔片、奥司他韦片 ９５
润肺止咳化痰类中成药，包括苇梗清瘟颗粒、润肺膏、寒喘祖帕、强力枇杷露、甘草片、复方草珊瑚含片 ５７
解热镇痛药，包括锌布颗粒、布洛芬、吲哚美辛栓、感冒灵颗粒、双氯芬酸钠双释放肠溶胶囊、去感热口服液 １８
抗生素，包括头孢丙烯、阿奇霉素、头孢地尼、莫西沙星、头孢西丁、左氧氟沙星 １５
止咳化痰药，包括复方甲氧那明、乙酰半胱氨酸、氨溴特罗、氨溴索 １２
消化系统用药，包括蒙脱石、泮托拉唑、水飞蓟宾、甘草酸二胺肠溶胶囊、雷贝拉唑 １０
氯化钾片 ７
地榆升白片 ３

表 ５　 患者用药合理性情况

医嘱点评 例数 ／ 例
合理 ９３

无适应症用药 ７

症治疗药物， 临床用药主要有连花清瘟颗粒、 干扰素、 苇

梗清瘟颗粒、 阿比多尔片等， 临床症状主要为咳嗽咳痰、
发热、 咽部不适等。 其中， 连花清瘟颗粒为中成药， 具有

广谱抗病毒作用； 干扰素、 阿比多尔片为西药， 也具有抗

病毒作用； 苇梗清瘟颗粒为清热化痰止咳的中成药， 与患

者主要临床症状相适应， 治疗方案大体上合理， 同时所有

患者按上述治疗方案用药后均转阴治愈， 体现了中西医结

合治疗新冠肺炎的优势［９］ 。 另外， 本研究中连花清瘟颗粒

使用率达 １００％ ， 验证了该中成药能有效治疗奥密克戎变异

株所致新冠肺炎［１０］ ， 并且本院在 ２０２０ 年以来的 ３ 次疫情中

均选择其作为治疗方案中的主要药物［１１］ ， 文献 ［１２⁃１４］
也报道了其对新冠病毒有抑制作用， 值得临床应用。
３ ３　 用药合理性情况　 本研究对抽取病例进行医嘱点评，
发现医嘱合格率为 ９３％ ， 不合格者主要为无适应症用药。
本次疫情流行毒株主要为奥密克戎株， 具有隐蔽性强、 传

播快的特点［１５］ ， 根据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
行第九版） ［１６］ ， 在治疗无症状患者时应用的方案为 “连花

清瘟颗粒＋１ 种抗病毒药物＋对症治疗药物”。 患者除咽拭子

试验阳性外无其他不适症状， 在临床治疗中， 医师除了选

择抗病毒药物外， 还加用功效滋阴润肺、 止咳化痰的中成

药， 故被点评为无适应症用药。 中医坚持 “未病先防， 既

病防传” 治则， 认为新冠肺炎病因与肺脏有关， 在对无症

状患者治疗时预防性使用滋阴润肺药物， 可防止临床症状

转变［１７］ ， 从而预防疾病进一步恶化。
３ ４　 不良反应　 １００ 例患者治疗后， 有 ２ 例出现白细胞偏

低， ３ 例出现肝功能异常， 其余情况正常。 其中， 白细胞偏

低患者的治疗方案中有连花清瘟颗粒、 干扰素雾化， 文献

［１８］ 报道， 干扰素雾化吸入对白细胞影响较小， 并且连花

清瘟颗粒说明书中的不良反应栏为 “尚不明确”， 故不能排

除上述不良反应与该中成药有关； 肝功能异常患者的治疗

方案中有连花清瘟颗粒、 阿比多尔、 强力枇杷露、 干扰素

雾化， 共用药物均为连花清瘟颗粒， 故不能排除该中成药

与肝损无相关性。 综上所述， 为了保障临床用药的安全性，
应用连花清瘟颗粒时医师需注意可能发生的白细胞降低、
影响肝功能的不良反应。
４　 小结

连花清瘟颗粒是从 《伤寒论》 中的麻杏石甘汤和 《温
病条辨》 中的银翘散加减而来， 主要由连翘、 金银花、 炙

麻黄、 炒苦杏仁、 石膏、 板蓝根等药材组成， 具有清瘟解

毒、 宣肺泄热之效， 一方面能清瘟、 解 “疫戾” 之毒， 另

一方面又能润肺脏、 宣肺热， 从中医理论角度来看能治疗

新冠肺炎。 自从新冠肺炎在全球流行 ３ 年以来， 西医暂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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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效确切的药物， 而我国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 一批批患

者转阴出院便是最好的佐证。
六安市人民医院在 ２０２２ 年 ４ 月诊治奥密克戎变异株所

致新冠肺炎的过程中， 明确连花清瘟颗粒是患者必用药物，
该制剂疗效确切， 可为相关治疗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但连

花清瘟颗粒由大量寒凉药材组成， 在临床应用时需注意消

化系统不良反应， 以及可能产生的白细胞降低、 肝功能异

常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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