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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成药连花清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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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人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肺脏免疫性疾病诊治重点实验室，中国·贵州 贵阳 550002

摘 要：目的：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评价中药连花清瘟治疗该病的临床疗效，为临

床用药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临床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 2020 年 2 月至 10 月在贵州省将军山医院住院，将符

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标准普通型患者的临床资料分别纳入治疗组（共 48 例，采用常规治疗与连花清瘟颗粒联合

的治疗方式，每次服用 1 袋连花清瘟颗粒，每日 3 次）和对照组（共 52 例，仅采用常规治疗）。之后对两组患者的

主要症状消失率、持续时间以及肺部影像学好转率等进行比较。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治疗组发热症状消失率 85.7% 
（对照组 57.1%），咳嗽症状消失率 46.7%（对照组 25.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与对照组比较，

治疗组乏力消失率 64.3%（对照组 29.1%），气促症状消失率 77.8%（对照组 6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治疗组发热持续时间（2.8±1.5）d，较对照组发热持续时间（3.9±1.1）d，缩短 1.1d；在治疗组中，肺部 CT 显示有

好转的病例为 26 例，占比达到 54.2%；而对照组中肺部 CT 好转的病例数是 23 例，占比为 45.1%。经过组间比较后

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具备统计学意义（P ＞ 0.05）。结论：连花清瘟在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过程中，

展现出了较为明显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改善患者所呈现出的各类症状，在该疾病治疗领域具有一定的价值，为后续

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应用提供了初步的、具有重要意义的临床证据支持。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连花清瘟；临床疗效；回顾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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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Lianhua Qingwen,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through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the confirmed patients,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linical medication. 
Methods: The clinical retrospective study method was used to collect the clinical data of ordinary patients who met the diagnostic 
criteria of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in Jiangjunshan Hospital, Guizhou Province from February to October 2020. The clinical 
data of ordinary patients were included in the treatment group (48 cases in total, using the combination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nd Lianhua Qingwen Granules, taking one bag of Lianhua Qingwen Granules every time, three times a day) and the control 
group (52 cases in total, only using conventional treatment). Afterwards, the disappearance rate, duration, and pulmonary imaging 
conversion rate of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were compared. Resul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sappearance rate of 
fever symptom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85.7% (control group 57.1%), and the disappearance rate of cough symptoms was 46.7% 
(control group 25.6%).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groups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disappearance rate of fatigue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64.3% (control group 29.1%), and the disappearance rate of dyspnea 
symptoms was 77.8% (control group 60.2%), with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 ＜ 0.05); the duration of fever in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2.8 ± 1.5) days, which was 1.1 days shorter than the duration of fever in the control group (3.9 ± 1.1) days; in the treatment 
group, 26 cases showed improvement on lung CT, accounting for 54.2%; in the control group, there were 23 cases with improved 
lung CT scans, accounting for 45.1%. After comparing between groups, it was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Lianhua Qingwen has played an obvious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patients with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which can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It has certain value in the field of 
disease treatment, and provides preliminary and significant clinical evidence support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Lianhua Qingwen; clinical efficacy; retrospec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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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1.1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背景
2020 年 1 月 31 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1]。2 月

28 日，世界卫生组织将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很

高”。截至 2020 年 3 月 9 日，中国累计确诊人数已达八万

多患者，累计重症患者接近六万人 [2]。

1.2 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意义
中医药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以往的伤寒、温病、瘟

疫到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等治疗经验来看，中医药在疾病的

早、中、晚期及康复期均能发挥重要作用。在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中，早期发现、及时临床诊断、迅速采取隔离措施、

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临床治疗措施 [3,4]。

借鉴既往呼吸道传染病毒如 SARS 和甲型 H1N1 流感爆发流

行期间中西医结合对防控疫情发挥的重要作用，发挥中医整

体论治优势，从改善临床症状切入探讨中医药在防治新冠病

毒中的疗效具有重要意义 [5]。

1.3 连花清瘟的作用及研究目的
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具有消炎、退热、抗菌、抗病毒

的作用。其主要药理作用及机制为提高细胞免疫功能，抑制

气道炎症，降低病毒感染后的肺指数，抑制病毒感染后的肺

部炎性损害。中成药连花清瘟作为一种具有清热解毒、宣肺

泄热功效的中药复方制剂，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显示

出了一定的潜力，获国家卫健委批准用于新冠肺炎治疗，能

显著抑制新冠病毒的复制，改变病毒形态并赋予体外抗炎活

性。本研究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进行回顾性研

究，评价连花清瘟治疗该病的临床疗效，为临床用药提供参

考依据，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案，促进患者康

复，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同时，发挥中医药在新冠肺炎治疗

中的优势，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中医

药的发展。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的选择
收集 2020 年 2 月至 10 月期间在贵州省将军山医院接

受住院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阳性患者临

床资料。

2.2 入选标准

2.2.1 纳入标准
年龄大于 18 岁且符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

方案（试行第八版）》COVID-19 普通型诊断标准的患者。

2.2.2 排除标准
①重型、危重型 COVID-19 患者。

②原发性或继发性免疫缺陷、先天性呼吸畸形、先天

性心脏病、胃食管反流和肺畸形引起的呼吸道细菌感染。

③需要机械通气的重症肺炎。

④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血液病、严重神经及精神类疾

病等或者手术（脾切除术、器官移植）。

⑤孕期或哺乳期的妇女。

⑥ 3 个月内参与临床试验。

⑦已知对研究药物过敏者。

2.3 研究方法
收集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患儿 100 例。其中，

采用常规治疗联合连花清瘟颗粒治疗大于 5 天的 48 例为治

疗组，采用常规治疗的 52 例为对照组，收集两组患者年龄、

性别、体温、血压、心率、呼吸、既往病史等资料。

2.4 研究的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其中涵盖主要症状

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发热、乏力、气促和咳嗽）恢复的

速度（消失率、消失天数），发热表示腋下温度为 37.3 度

或更高，患者自己报告乏力和咳嗽、气促的程度，症状的恢

复被界定为发热、乏力、气促以及咳嗽等症状的完全消失。

其消失率的计算方式为治疗后症状消失的病例数除以总病

例数。此外，还需统计其他症状体征消失率、主要症状有效

率、计算机断层扫描（CT）的好转率，其计算方式为治疗

后肺部 CT 呈现出较之前有所改善的病例数量除以总病例数

量，然后再乘以 100%。而临床转重型率，是参照《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中所规定的重

型诊断标准，即由普通型患者转变为重型患者的病例数量除

以总病例数量，最后乘以 100%。这两个比率在评估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患者的治疗效果及病情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CT 好转率能够直观地反映出肺部影像学的改善情况，体现

了治疗对肺部病变的修复作用；临床转重型率则关乎患者病

情的恶化程度，对于及时调整治疗方案、预测疾病走向以及

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等都有着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是衡量治

疗有效性和病情严重程度变化的关键指标。

3 结果

3.1 基线资料比较
治疗组与对照组在分组时的基线资料相似，各组的基

线特征大致相当，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一般情况资料比较

组别 例数
年龄

（岁，x±s）
男性

[ 例（%）]
体温

（℃，x±s）
呼吸

（次 /min，x±s）
心率

（次 /min，x±s）
收缩压

（mmHg，x±s）
舒张压

（mmHg，x±s）

治疗组 48 55.2±10.3 24（50%） 38.52±0.56 18.7±3.6 86.7±10.5 125.8±10.6 72.5±8.4

对照组 52 55.7±9.8 25（48.1） 38.64±0.53 19.8±3.2 85.3±11.4 123.6±13.1 7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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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要症状消失率比较
相较于对照组而言，治疗组在发热症状消失方面表现

更为突出，其消失率高达 85.7%，然而对照组的发热症状

消失率仅为 57.1%。在咳嗽症状消失率上，治疗组达到了

46.7%，而对照组仅有 25.6%。经对比发现，两组在发热症

状消失率以及咳嗽症状消失率这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且该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此外，就乏力症状消失

情况来看，治疗组的乏力消失率为 64.3%，对照组相对较低，

仅为 29.1%，气促症状消失率 77.8%（对照组 60.2%），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的主要症状消失率比较

组别
例

数

发热

消失情况

（%）

咳嗽

消失情况

（%）

气促

消失情况

（%）

乏力

消失情况

（%）

治疗组 48 85.7* 46.7* 77.8* 64.3*

对照组 52 57.1 25.6 60.2 29.1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 ＜ 0.05。

3.3 主要症状持续时间比较
治疗组发热持续时间（2.8±1.5）d，较对照组发热

持续时间（3.9±1.1）d，缩短 1.1d；治疗组咳嗽持续时间

（3.6±1.8）d，较对照组咳嗽持续时间（5.1±1.5）d，缩短 

1.5d；治疗组气促持续时间（3.5±1.5）d，较对照组气促

持续时间（5.2±1.4）d，缩短 1.7d；治疗组乏力持续时间

（3.2±2.1）d，较对照组发热持续时间（5.6±1.8）d，缩短 2.4d

（见表 3）。

表 3 两组患者的主要症状消失时间比较

组

别

例

数

发热

消失时间

（d，x±s）

咳嗽

消失时间

（d，x±s）

气促

消失时间

（d，x±s）

乏力

消失时间

（d，x±s）

治

疗

组

48 2.8±1.5* 3.6±1.8* 3.5±1.5* 3.2±2.1*

对

照

组

52 3.9±1.1 5.1±1.5 5.2±1.4 5.6±1.8

注：与对照组相比较，*P ＜ 0.05。

3.4 肺部 CT 好转率比较
在治疗组中，有 26 例患者的肺部 CT 呈现出好转态势，

其占比为 54.2%。相比之下，对照组的好转率为 45.1%，有

23 例患者的肺部 CT 显示好转。经组间比较，差异不具有统

计学意义。

3.5 临床转重型率比较
治疗组共有 48 例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转变为重型的

有 5 例，占比为 10.4%；对照组有 52 例患者，转重型的有

10 例，占比为 19.2%。经组间对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 ＜ 0.05）。

4 讨论

4.1 连花清瘟的药理作用及机制
连花清瘟主要由连翘、金银花、板蓝根、红景天、鱼

腥草等中药组成。方中连翘外疏肌表，内清郁热；金银花、

板蓝根清热解毒；炙麻黄疏风解表，宣畅肺气，润肺平喘；

石膏清泄肺热，与麻黄相配，既可制其温散之性，又可协同

加强宣肺清热之效；大黄通肺泄热；绵马贯众清热解毒且有

抗病原微生物作用；红景天益气养阴，清肺化瘀，有活血、

清肺止咳、解热之功效，还有抗缺氧、抗病毒及对神经系统

和新陈代谢有双向调节作用；鱼腥草清热、消肿、解毒，有

增强免疫系统作用，能增加白细胞吞噬功能，有抗病原微生

物作用，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流感杆菌、肺炎双球菌等；

甘草能调和药性、清热解毒、缓急止痛、润肺止咳；苦杏仁

有润肺止咳、降气平喘之功效 [6]。全方重在“清瘟解毒，宣

肺泄热”。

研究表明，连花清瘟具备对核转录因子 κB（NF-κB）

信号通路产生抑制作用的能力，而且这种抑制作用呈现出

剂量依赖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它能够使白细胞介素 6 

（IL6）、白细胞介素 8（IL8）、肿瘤坏死因子（TNFα）、

白细胞介素 17（IL17）、白细胞介素 23（IL23）、趋化因

子 10（IP10）以及单核细胞趋化蛋白 1（MCP1）等的表达

量呈剂量依赖性地降低。通过这样的作用机制，连花清瘟得

以实现其抗病毒的功效。这一系列的发现为深入理解连花清

瘟的抗病毒作用原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也为相关疾病

的治疗和药物研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向。这种对细胞因子

和信号通路的调节作用，展示了连花清瘟在抗病毒领域的潜

在价值，进一步凸显了其在现代医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同时，它能够通过下调 MCP1 的表达来阻断急性肺损

伤动物病情的发展。

4.2 连花清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临床疗效
本研究的结果表明，治疗组在发热、咳嗽、乏力、气

促等症状的消失率以及持续时间这几个方面都要比对照组

表现更优，并且治疗组转变为重型病例的比率也低于对照

组。这表明连花清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具有一定

的临床疗效。

4.2.1 症状改善方面
治疗组发热症状消失率、咳嗽症状消失率、乏力消失

率和气促症状消失率均高于对照组，说明连花清瘟能够有效

改善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和气促等症状。同时，治疗组

各症状的持续时间均较对照组缩短，进一步证实了连花清瘟

在缓解症状方面的优势。

4.2.2 肺部 CT 好转率方面
虽然治疗组和对照组在肺部 CT 好转率方面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但治疗组的好转率略高于对照组，这可能与样本量

较小有关。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可能会得出更有意

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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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临床转重型率方面
治疗组的临床转重型率低于对照组，说明连花清瘟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患者由普通型转为重型的风险，对患者

的病情进展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4.3 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优势
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具有多方面的

优势。

4.3.1 整体论治
中医强调整体观念，从人体的整体出发，综合考虑患

者的症状、体质、环境等因素，进行个体化的治疗 [4,7]。在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中医药不仅针对病毒本身，还

注重调节患者的身体机能，提高机体的免疫力，从而达到治

疗疾病的目的 [8,9]。

4.3.2 多靶点、多环节、多途径治疗
中医药具有多靶点、多环节、多途径的治疗特点。连

花清瘟等中药复方制剂通过多种成分协同作用，发挥抗病

毒、抗菌、退热、镇痛、抗炎、止咳、化痰和调节免疫功能

等作用，能够全面地改善患者的病情 [10]。

4.3.3 安全性高
中医药在长期的临床应用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安

全性相对较高。在本研究中，未发现连花清瘟治疗组出现明

显的不良反应，说明连花清瘟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时具

有较好的安全性。

4.4 研究的局限性及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由于本项研究属于回顾性

研究，其样本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移。

其次，观察指标主要集中在症状改善、肺部 CT 好转率和临

床转重型率等方面，对于患者的长期预后及生活质量等方面

的评估还不够全面。此外，本研究仅探讨了连花清瘟在普通

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中的治疗效果，对于重型、危重型

患者的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是扩大样本

量，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二是增加观察指标，

如患者的长期预后、生活质量、免疫功能等方面，全面评估

连花清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中的作用。三是深入研究

连花清瘟的作用机制，为其临床应用提供更坚实的理论基

础。四是探索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防和康复中的作

用，为疫情防控提供更多的手段和方法。

5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患者进行回顾性

研究，评价了中成药连花清瘟治疗该病的临床疗效。结果表

明，连花清瘟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临床

疗效，能够有效改善患者的发热、咳嗽、乏力和气促等症状，

缩短症状持续时间，降低临床转重型率。中医药在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具有整体论治、多靶点、多环节、多途径

治疗和安全性高等优势。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增加观察指标、深入研究作用机制

和探索中医药在预防和康复中的作用。总之，连花清瘟在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疗中具有一定的潜力，为临床用药提供

了参考依据，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同时

也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中医药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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