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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冠狀病毒病康復期中醫康復指導建議（試行版） 
 

爲切實做好 2019 冠狀病毒病出院或轉陰患者的全面康復工作，制定本方

案，供臨床參考應用。 

 

部分患者雖然符合解除隔離及出院標準，已無傳染性，可以回歸家庭及社

會，但仍有胸悶氣短、乏力、納差、情緒異常、出汗、失眠等臨床表現，部分重

症患者出院後亦存在不同程度的肺功能受損、間質性肺炎改變，甚至有肺纖維化

的可能。此類人員不排除再次感染的風險，故而「瘥後防復」極爲關鍵。中醫自

古有「未病先防、既病防變、愈後防復」的治未病思想和診療手段，給予恰當的

綜合康復指導，可以促進疾病康復、提高生活質量、截斷復發源頭。 

 

臨床醫師可參考本指導建議，根據患者個體情况給予相關治療或康復指導。 

 

1 推薦中藥 

1.1 肺脾氣虛證 

臨床表現：氣短，倦怠乏力，納差嘔惡，痞滿，大便乏力，便溏不爽。舌淡

胖，苔白膩。 

推薦處方：法半夏 6g、陳皮 10g、黨參 15g、炙黃芪 30g、炒白朮 10g、        

茯苓 15g、藿香 10g、砂仁 6g(後下)、甘草 6g。 

服法：每日 1 劑，水煎 400 毫升，分 2 次服用，早晚各 1 次。 

推薦中成藥：補氣健脾類，如香砂六君丸或補中益氣丸或參芪口服液或潞黨

參口服液（改善乏力、納差、腹脹、便溏等消化道相關症狀）。 

1.2 氣陰兩虛證 

臨床表現：乏力，氣短，口乾，口渴，心悸，汗多，納差，低熱或不熱，乾

咳少痰。舌乾少津，脈細或虛無力。 

推薦處方：南北沙參各 10g、麥冬 15g、西洋參 6g、五味子 6g、生石膏 15g(先煎)、

淡竹葉 10g、桑葉 10g、蘆根 15g、丹參 15g、生甘草 6g。 

服法：每日 1 劑，水煎 400 毫升，分 2 次服用，早晚各 1 次。 

推薦中成藥: 益氣養陰類，如生脈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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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氣陰虧虛、痰瘀阻絡證 

臨床表現：胸悶或痛，咳嗽少痰，氣短，動則加甚，口乾，心悸，眠差，納

差，大便溏或不暢。舌淡暗少津或瘀斑、瘀點、苔薄白，脈澀弱或虛無力。 

推薦處方：黃芪 15g、黨參 9g、炒白朮 9g、南沙參 9g、北沙參 9g、麥冬 15g、

陳皮 9g、茯苓 15g、法半夏 6g、丹參 9g、浙貝母 3g、水蛭 3g、土鱉蟲 3g、          

甘草 6g、炒山楂 3g、炒神曲 3g、炒麥芽 3g、山藥 9g。 

服法：每日 1 劑，水煎 400 毫升，分 2 次服用，早晚各 1 次。 

推薦中成藥: 益氣養陰、化痰活血類如芪參益氣滴丸或扶正化瘀片。 

 

2 推薦中成藥 

2.1 氣短、多汗、胸悶、心悸、乾咳等心肺相關症狀 

推薦中成藥：生脈飲或金水寶膠囊。 

用法用量：生脈飲口服，一次 10 毫升，一日 3 次；金水寶膠囊口服，一次 3

粒，一日 3 次。  

2.2 乏力、納差、腹脹、便溏等消化系統症狀爲主 

推薦中成藥：香砂六君丸或補中益氣丸或參芪口服液或潞黨參口服液。 

用法用量：香砂六君丸口服，一次 6～9g，一日 2～3 次；補中益氣丸口服，

一次 9g，一日 2 次；參芪口服液口服，一次 10 毫升，一日 2 次；潞黨參口服液

口服，一次 10 毫升，一日 2 次。 

    2.3 失眠、焦慮、抑鬱等精神問題 

推薦中成藥：加味逍遙丸或舒眠膠囊或疏肝解鬱膠囊。 

用法用量：加味逍遙丸口服，一次 6g，一日 2 次；舒眠膠囊口服，一次 3

粒，一日 2 次，晚飯後睡前服用；疏肝解鬱膠囊口服。一次 2 粒，一日 2 次，早

晚各 1 次。 

    2.4 肺功能損傷（間質性炎症）與肺纖維化 

推薦中成藥：芪參益氣滴丸或扶正化瘀片。 

用法用量：芪參益氣滴丸口服，一次一袋，一日 3 次；扶正化瘀片口服，一

次 2 片，一日 3 次。 

 

備註︰方案中推薦的中成藥，如在市場未有提供，可根據臨床判斷，選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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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應功效的中成藥代替。此外，不同製造商所生産的中成藥包裝規格或有不

一，建議在使用前同時參考中成藥包裝說明書上建議的用法用量等內容。 

 

 

3 中醫適宜技術 

中藥和中醫適宜技術應在醫師指導下使用。 

3.1 艾灸療法 

常用選穴：大椎、肺俞、上脘、中脘、膈俞、足三里、孔最、腎俞等。 

方法：大椎、肺俞與膈俞（或中脘與上脘）：用溫灸盒灸 30 分鐘；足三里

或孔最或腎俞：清艾條溫和灸每穴 15 分鐘。 頻次：每日 1 次。選用艾灸療法時，

一般隔 2 天施灸 1 次，每穴灸 10～15 分鐘，持續 2 周；症狀明顯可交替選用不

同穴位每天施灸，5 次後休息 1～2 天，然後繼續施灸 5 次。10 次爲 1 個療程。 

目的：幫助康復肺脾腎功能，增强人體正氣。 

注意糖尿病患者慎用艾灸，年老或感覺遲鈍者注意灸量。 

3.2 經穴推拿 

穴位按摩：太淵、膻中、中府、肺俞、腎俞、大腸俞、列缺、中脘、足三里

等，咳嗽、咽癢、乾咳者，可加少商、尺澤等。 

方法：以大拇指放置於穴位上，拇指指腹觸摸皮膚並稍加按壓，小幅度的環

轉按揉腧穴，以産生酸脹溫熱感爲佳，每次 1～3 分鐘。 

經絡推拿：手太陰肺經、手陽明大腸經、足陽明胃經、足太陰脾經、任脈、

督脈等。 

方法：取坐位或臥位，均勻呼吸。用一手手掌大魚際沿經絡循行方向緊貼皮

膚施力作直綫往返快速摩擦，可兩手掌交替進行，100～120 次/分鐘(每手摩擦 50

～60 次/分鐘) ，每條經絡摩擦 1 分鐘爲宜。 

目的：穴位按摩、經絡推拿有助於改善氣虛，調節亞健康，促進疾病康復。 

3.3 耳穴壓豆 

常用耳穴：支氣管、肺、腎、內分泌、神門、枕、脾、胃、大腸、交感等。 

方法：耳穴貼敷是將貼有王不留行籽的耳豆貼敷於相應耳穴並稍加壓力，以

穴位産生酸麻重脹感或發熱爲度。貼敷後每天自行按壓數次，每次 3～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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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貼壓後保留 1～2 天，取下後讓耳穴部位放鬆一晚，次日再以同樣方法貼敷，

一般 5～6 次爲 1 個療程。 

目的：神經內分泌等多系統進行整體調節，可安神、鎮靜、消炎，調節內分

泌失調，以幫助機體康復。 

3.4 拔罐 

背腧穴爲主，如肺俞、膏肓、脾俞、腎俞、大椎等。 

作用：拔罐是簡便的中醫康復手段，在調節亞健康狀態、治療多種疾病方面

有較好效果。 

注意事項：拔火罐應注意防止燙傷及引燃易燃物，留罐時間不宜太長，拔罐

時如出現四肢發冷、噁心嘔吐、心悸、面色蒼白、冷汗、頭暈等應立即停止，並

讓患者仰臥休息。 

3.5 針刺療法 

常用選穴：太溪、腎俞、湧泉、太淵、曲池、肺俞、足三里、陰陵泉、關元

等。 

方法：針刺療法可選擇電針或普通針刺，一般 1～2 天治療 1 次，留針時間

爲 30 分鐘左右，每 2 周爲 1 個療程。 

目的：諸穴合用，可調節康復期患者肺脾腎三臟，扶正氣而祛餘邪。 

隨症配穴：乏力、怕冷、舌淡者，可加膈俞、腎俞、大腸俞；食欲差、大便

稀溏、舌淡者，可加中脘、天樞；咳嗽、咳痰、舌淡者，可加大椎或定喘、膏肓

等。膏肓、肺俞、膈俞等穴局部肌肉薄，注意規範操作，避免引起氣胸。 

注意事項：應注意的是在選用該療法時，若爲過饑、過勞、精神高度緊張者，

不行針刺；若爲體質虛弱者，刺激不宜過强，並盡可能採取臥位。 

 

 

4 膳食指導 

總體建議：膳食平衡、食物多樣、注重飲水、通利二便，並注重開胃、利肺、

安神、通便。 

4.1 藥膳湯包 

4.1.1 潤肺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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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百合 20g、麥冬 15g、北沙參 15g、防風 10g、玉竹 10g、北芪 10g、

桔梗 10g、蘆根 20g、牛蒡 15g、海底椰 10g、生薑 3 片、陳皮 1 塊。 

做法：先將藥材浸泡 20 分鐘，瘦肉滾水煮去上沫，放入藥材煲內，加至 8

碗水，大火煲滾，轉細火，煲 60 至 90 分鐘。 

功效：清肺化痰，益氣養陰，預防呼吸道疾病。 

適用者：偶有咳嗽、咽乾、口乾、鼻乾、痰少黏稠、大便偏乾，平素易於外

感。 

用法：可供 3 人份量，每周 1 至 2 次。 

4.1.2 健康祛濕湯 

材料：五指毛桃 20g、淮山 15g、黨參 10g、赤小豆 30g、白朮 10g、茯苓 30g、

炒薏苡仁 30g、炒白扁豆 15g、玉米鬚 10g、生薑 2 片、陳皮 1 塊。 

做法：先將藥材浸泡 20 分鐘，瘦肉滾水煮去上沫，放入藥材煲內，加至 8

碗水，大火煲滾，轉細火，煲 60 至 90 分鐘。 

功效：健脾祛濕、益氣扶正，預防呼吸道疾病。 

適用者：疲倦乏力，四肢沉重，食少納差，大便黏滯不成形或稀溏。 

用法：可供 3 人份量，每周 2 次。 

4.1.3 羅漢果茶 

材料：羅漢果半個、無花果 3 至 5 枚、南北杏各 12g、雪梨（帶皮）2 個、

橙（帶皮）1 個、白蘿蔔（帶皮）半個、熱重者可加青橄欖 5 枚。 

做法：以上諸味用 6 至 8 碗水，中火煎煮 30 分鐘即可。 

功效：清肺化痰，預防及輔助呼吸道疾病。 

適用者：表現爲咳嗽、咯痰、咽喉不適（疼痛）咽乾、呼吸不順。 

用法：代茶水頻服，可供 2 至 3 人份量，每周 2 至 3 次。 

4.1.4 三白固肺湯 

材料：白蘿蔔一個（500g 左右）切塊、白扁豆 25g、白果 12 粒、百合 15g

（新鮮百合材料加倍）、生黃芪 30g、黃豆或黑豆 30g、紅棗 3 枚、             

陳皮 1 個、生薑 3 片，可配豬肺或排骨煲湯。 

做法：藥材洗淨浸水，豬肺或排骨汆水，以上諸味用 10 碗水，大火煲滾後

以中小火煲煮 90 分鐘左右即可。 

功效：清潤補肺，健脾化濕，預防呼吸道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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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者：表現爲咳嗽、咽喉不適（疼痛）咽乾、全身乏力、納差、大便不暢

（或黏） 

用法：可供 2 至 3 人份量，每周服用 2 次。 

4.1.5 沙參玉竹湯 

材料：北沙參 20g、南北杏各 12g、玉竹 20g、雪梨（鴨梨也可，帶皮）2 個、

百合 20g、蓮子 25g、白果 12 顆、雲耳 3 至 5 顆、陳皮 1 塊、馬蹄 10 粒、

白蘿蔔（帶皮）半個（大約 300 至 400g）可加瘦肉適量。 

做法：浸泡洗淨的雲耳，藥材洗淨浸水，瘦肉汆水，以上諸味用 8 至 10 碗

水，煎煮 30 分鐘即可。 

功效：補益氣陰、清肺化痰、促呼吸道疾病的康復。 

適用者：表現口乾、微咳有痰、咽喉不適、乏力、納差、大便不暢（或黏）。 

用法：代茶水、當湯水服用，可供 2 至 3 人份量，每周 1 至 2 次。 

4.1.6 蓮藕馬蹄湯 

材料：蓮藕 1 節（約 200g）、雲耳 3 至 5 顆、馬蹄 15 粒、陳皮 1 塊、或加

魚腥草 30g、泥鰍 200g、或瘦肉、或排骨 300g、生薑 3 片（後下）。 

做法：藥材洗淨浸水，洗淨泥鰍或瘦肉或排骨汆水，浸泡洗淨的雲耳，以上

諸味用 10 碗水，大火煲滾以後中小火煲煮 90 至 100 分鐘即可。 

功效：清餘邪、益肺氣、養肺陰，促進呼吸道疾病的康復。 

適用者：出現氣虛疲倦、呼吸不暢、咳嗽、咯痰、納差，大便不暢等症狀。 

用法：可供 3 人份量，每周可煲 2 至 3 次。 

4.2 對症膳食推薦 

4.2.1 有怕冷、胃凉等症狀，推薦生薑、葱、芥菜、芫荽等； 

4.2.2 有咽乾、口乾、心煩等症狀的，推薦綠茶、豆豉、楊桃等； 

4.2.3 有咳嗽、咯痰等症狀的，推薦梨、百合、落花生、杏仁、白果、烏梅、

小白菜、橘皮、紫蘇等； 

4.2.4 有食慾不振、腹脹等症狀的，推薦山楂、山藥、白扁豆、茯苓、葛根、

萊菔子、砂仁等； 

4.2.5 有便秘等症狀的，推薦蜂蜜、香蕉、火麻仁等； 

4.2.6 有失眠等症狀的，推薦酸棗仁、柏子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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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情志療法 

5.1 五行音樂療法 

聆聽五音與五臟、五志配合的樂曲，鼓動血脈、調暢情志。 

5.2 移情易性法 

改變生活環境和方式，轉移或分散患者某種思維的集中點，免於不良刺激，

擺脫不良情緒。 

 

 

6 其他方法 

6.1 呼吸六字訣 

「噓 ( xu) 、呵 ( he) 、呼 ( hu) 、呬 ( si) 、吹( chui) 、嘻 ( xi) 」，依次

每個字 6 秒，反覆 6 遍，腹式呼吸方式，建議每天 1～2 組，根據個人具體情

况調整當天運動方式及總量。 

6.2 呼吸療愈法 

主動進行緩慢深長的腹式呼吸訓練，可採用鼻子吸氣，嘴巴呼氣，或鼻吸鼻

呼，釋放和療愈身心。 

6.3 「三一二」經絡鍛煉法 

「三」指合谷、內關、足三里三個穴的按摩，「一」是意守丹田、腹式呼吸， 

「二」是兩下肢下蹲爲主的體育鍛煉。建議每天 1～2 次，按照個人體質狀况，

以能承受爲宜。 

備註：腹式呼吸方法：患者取仰臥位、立位或坐位，一手放於腹部，一手放

於胸部；吸氣時腹部向上隆起，胸部不動；呼氣時腹部內陷，儘量將氣呼出。訓

練時每分鐘呼吸 7～8 次，每次 10～30 分鐘，每日鍛煉 2 次，掌握腹式呼吸後，

應將縮唇呼吸融於其中，能有效增加呼吸運動的力量和效率，調動通氣的潛力。 

 

中央政府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 

2022 年 4 月 

(2022年 5 月更新) 

 

註：如有歧義，以簡體中文版本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