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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的中医药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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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搜集!归纳!总结近 & 年来的手足口病相关文献"根据中医辨证论治的观点"从病因病机!治法治则!辨证分型等几方

面对手足口病进行了阐述# 实践证实中医药参与手足口病的治疗"对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着积极的作

用# 希望在手足口病的治疗中"能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手足口病$中医药$辨证论治$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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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足口病!<178=>446=:496- 8./01/0$<@A?#是

由多种肠道病毒引起的夏秋季常见传染病$临床以

手足肌肤&口咽部发生疱疹为主要症状' 病原体主

要是柯萨奇病毒 "I 型!F4J+"I 型#及肠道病毒 )"

型!KL)" 型#' 手足口病是全球性传染病$世界大

部分地区均有关此病流行的报道' "'*) 年该病首

次由新西兰 H08847 加以描述(")

' "'*M 年分离出柯

萨奇病毒$"'*' 年提出 <@A?命名(#)

' 自 "'I' 年

美国加利福尼亚分离到 KL)" 型后$欧洲&亚洲&美

洲许多国家都有流行' "''M 年深圳&#%%# 年上海及

天津&深圳&河北&山东的手足口病流行均发现有

KL)" 型感染(&)

' #%%I 年全国共报告手足口病 "&

I&) 例$#%%) 年全国共报告 M& &NN 例(N)

$#%%M 年中

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报告手足口病例约 NM$' 万

例$#%%' 年 " 月 " 日至 & 月 #I 日 "# 时$全国 &% 个

省份!除西藏#共报告手足口病例 N" MNI 例$报告病

例以 * 岁及以下儿童为主!占 '&$'IO#$在实验室

确诊的病例中$KL)" 型占 )*$%%O

(*)

'

大多数手足口病患者症状轻微$* P) 天自然痊

愈"少数患者可并发无菌性脑膜炎&脑炎&急性弛缓

性麻痹&呼吸道感染和心肌炎"个别重症患者病情进

展快$易发生死亡' 卫生部颁发的*手足口病预防

控制指南+

(I)中提到$肠道病毒主要经粪=口和Q或呼

吸道飞沫传播$亦可经接触病人皮肤&黏膜泡疹液而

感染' 目前已知人类是 KL)" 惟一的自然宿主$患

者和无症状携带者是主要传染源$感染者多在 "% 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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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968><;?@>';>AB:C>"D96"24

#%%' L45R#" S4RN



!

!

思
路
与
方
法
!

以下$尤其是 * 岁以下儿童())

'

"!中医药在手足口病中的特色和优势

对于手足口病的治疗$现代医学临床主要以抗

病毒&预防感染为主(M)

' 根据病情$强调一般支持

疗法和对症治疗$暂无特效疗法(')

' 那么$作为有

悠久历史的中医在其诊治&预防过程中发挥中能发

挥怎样的作用呢- 赵晓光等学者据研究推荐用于治

疗的药物中除了普拉康纳利&蛋白酶抑制剂等药物

外$还极力推荐使用抗病毒中药进行治疗("%)

' 而更

多的学者则是通过临床实验$用疗效来证明了中医

确实能对手足口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 比如$张

闻("")通过研究发现$中西药治疗小儿手足口病疗效

相同$但中药的副反应发生率要低很多' 刘宇("#)等

通过临床观察$证明导赤散加减方治疗小儿手足口

病优于西医常规' 王剑(M)等通过研究发现中西医

结合疗法治疗小儿手足口病可达缩短病程$安全&有

效$预防严重并发症的效果' 而于今年 * 月到阜阳

实地考察的专家组也感到中医药参与治疗手足口

病$对提高临床诊治水平&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有积

极作用("&)

'

中医药在治疗疫疹方面是有很大特色和优势

的$积极继承和发扬这一特色与优势$不仅能极大提

高手足口病的临床治疗效果$而且也能进一步促进

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进步' 现据中医辨证论治思维$

简要陈述中医证治如下'

#!病因病机

根据本病临床症状及发病特点$大多数学者认

为本病属中医学.时邪/范畴("N)

$也有认为应属于

.温病/

("*)或.湿温/

("I)的' 但总的来说$外邪在本

病的发病中是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

一般地说$本病的病因是感受手足口病时邪$病

位在肺脾二经' 时邪疫毒由口鼻而入$内侵肺脾'

肺属卫外合皮毛$主宣发肃降$为水之上源"脾属土$

司运化$主四肢肌肉$为水谷之海$开窍于口' 邪毒

初犯$肺气失宣$卫阳被遏$脾气失健$胃失和降$则

见发热&咳嗽&流涕&口痛&纳差&恶心&呕吐&泄泻等

症"邪毒蕴郁$气化失司$水湿内停$与毒相搏$外透

肌表$则发疱疹("))

' 由于感邪轻重不同$其症状轻

重亦不相同' 有很多医家是同意此观点的' 如张

闻("")认为本病是因时行邪毒侵入脾肺$外发四肢$

上熏于口所致' 李向东("M)认为本病是风热湿毒蕴

于心肺脾胃$蒸腾气营所致' 王文辉("')提出本病病

位在脾胃$脾开窍于口$其华在唇$脾在体合肌肉$主

四肢$故见手足口疱疹$胃主受纳$主通降$故见食欲

不振&恶心&呕吐等表现' 陈玉琴(#%)认为本病多为

风热邪毒侵袭肺脾二经$尤以脾经为甚' 中医理论

认为肺外合皮毛$脾开窍于口$主四肢肌肉$风热邪

毒由口鼻而入$上攻于口为口疮$流散于四肢为疱

疹' 根据*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

方案!#%%M 版#+

(#")

$手足口病属于中医.温病/范

畴' 时行疫毒经口鼻而入$热毒夹湿$侵袭肺脾$邪

毒蕴郁与内湿相搏$外发四肢$上熏口咽$外透肌肤$

发为疱疹$伴发热&咳嗽&恶心&腹泻&便秘等症状$重

症者病情险恶$传变迅速$邪毒炽盛$内陷心肝$高

热&神昏&痉厥$甚则发生喘脱' 病机以热毒&湿毒为

关键'

总的来说本病的易感人群主要是小儿$小儿具

有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的生理特点$并常体现为肺&

脾&肾三脏不足' 根据临床证状来看$其病位应该不

外乎是肺&脾&心三脏' 正如刘敏(##)所说%.夏秋之

间$时邪疫气自口鼻肌肤而入$与体内蕴郁之湿热搏

结$循经脉而行$上蒸口舌$内伤脾胃$外及四末$热

毒郁而为疹$湿又聚而成疱$故见口舌生疮&溃疡及

手足心疱疹'/

&!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

一般来讲$本病应以脏腑辨证为纲$根据病程&

发疹情况及临床伴随症状以区分轻证&重证' 治疗

上应以清热祛湿解毒为原则' 轻证治以宣肺解表$

清热化湿"重证宜分清湿重&热重' 偏湿盛者$治以

利湿化湿为主$佐以清热解毒$但祛湿不可太过$以

防伤阴耗液$化燥生风"偏热重者$虽以寒凉清热解

毒之品为主$也应中病即止$不可过剂$以免损伤脾

胃$引邪深入("))

' 而中医治疗疫疹$一忌妄用汗下$

二忌初起即用寒凉$三忌妄用辛热$四忌误用滋补'

尤其初起即用寒药退热$会使热毒遏伏$影响疱疹外

透'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众医家对本病的证治分类

尚无统一认识' 对于中医儿科学的相关证治分型也

意见不一' 统合各种资料$以*北京地区中医药防

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案!#%%M 版#+

(#")中的证治

分类为参考$分为以下三型'

&$"!轻型%卫气同病&

本期可见口腔黏膜及舌面疱疹$糜烂灼痛$或有

流涎"手掌&足底&指趾发红色丘疹&疱疹$根盘红晕"

臀部有丘疹&疱疹"伴发热$流涕$轻咳$纳差$拒食$

或恶心"舌红$苔白腻$脉浮数' 以清热解毒$化湿透

邪为治则' 方药用银翘散加减' 而张凡(#&)认为本

病初起多见低热$咳嗽&流涕$可伴头痛&食欲不振$

手&足&口散在疱疹$微痒$患儿烦躁$小婴儿流涎增

加$或用手抠嘴$咽部充血$舌红苔薄腻' 治宜疏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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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解毒除湿' 方选新加香薷饮加味' 姚彦莉("*)

通过临床观察$认为应用银花石膏汤!银花&连翘&

竹叶&玄参&生地&板蓝根&大青叶&生石膏&知母&蝉

蜕&滑石&白茅根# 可以及早缓解症状$起扶正培本

和增强抗病之作用$从而可使病体及时痊愈$有效率

可达 '*$*O' 张丽霞(#N)用银翘散和阿昔洛韦治疗

本病$临床观察表明%银翘散加减治疗儿童手足口病

疗效较好$优于阿昔洛韦'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期应该如何分期的争

议较多' 比如欧阳红("N)认为本期可分为两期来对

待' 初起以外感症状为主$症见低热&微恶风&鼻塞&

流涕&咳嗽&乏力&纳差$脉浮数&苔薄白$治以解表为

主$方选银翘散加减' 之后则口痛厌食$口腔内可见

散发性小疱疹或溃疡$主要位于舌与口腔粘膜等处$

以上腭多见$溃破后形成浅表溃疡$局部淋巴结肿

大' 手足部先见小红斑疹$后转为疱疹$圆形或椭圆

形$比水痘小&质地硬$局部痒' 疱疹也可见于臂&腿

及臀部$但躯干部少见' 此时患儿仍发热$但亦有不

发热者$因口痛瘙痒$多烦燥不安$夜寐不宁$尿黄

赤&舌质红&苔黄腻$脉滑数' 此乃内蕴湿毒外泄与

风温之邪郁结肌表$治宜疏风清热$解毒利湿'

&$# 重型!%邪陷心肝&

壮热持续$热不为汗衰$嗜睡或烦躁$易激惹$迅

速出现神昏&抽搐&痉厥等$舌红$苔黄厚腻$脉细滑

数' 还可见烦燥口渴$小便黄赤$大便秘结$手足&口

部及四肢&臀部疱疹$痛痒剧烈$甚或拒食$疱疹色泽

紫暗$分布稠密$或成簇出现$根盘红晕显著$疱液混

浊等症("))

' 欧阳红("N)认为症见高热$疱疹密集根

盘红晕显著$全身症状明显$舌质红绛$舌苔黄糙而

平$脉洪数' 此为毒热炽盛$内犯气营' 治以清热凉

营解毒$方选清瘟败毒饮加减' 张凡(#&)认为本期仍

可见低至中度发热' 手足疱疹较多$部分患儿累及

臀部肛周$常有搔抓$口内软腭&硬腭&颊黏膜及舌&

齿龈等处也可见米粒大小水疱$可迅速破溃呈白色

糜烂或浅溃疡"患儿流涎$述口痛$不敢进食$哭闹不

休"舌红苔黄腻$脉数' 宜清热&除湿&解毒$以甘露

消毒丹为基础方治疗' 而刘克丽("I)以清热&祛湿&

解毒为原则用中药进行治疗$通过临床观察证实清

热祛湿解毒法治疗手足口病有较好的疗效' 陈玉

琴(#%)自拟清肺泻脾饮!金银花&连翘&大青叶&蒲公

英&石膏&野菊花&黄芩&赤芍&甘草#以清热泻脾$解

毒凉血$经临床证实有较好疗效' 王文辉("')认为若

无脑炎&脑脊髓炎&脑膜炎&肺水肿&循环衰竭等并发

症$本期预后良好$无后遗症'

本证实为手足口病之重证$患儿感邪较重$全身

症状明显$故不应执着于纯用中药治疗'

按*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术方

案!#%%M 版#+

(#")

$治宜清热解毒$醒神开窍$用醒脑

静或清开灵注射液静脉滴注$同时辅以相应中药汤

剂配伍应用' 对于手足口病的治疗$虽然临床有很

多关于中医药治愈本病的报道$但在目前的医疗环

境下$以中医辨证施治为纲$尽量采用中西医结合的

方法进行治疗$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疗疫疹方面的

特色和优势的$对医患双方都是有利的'

&$&!恢复期%阴伤脾虚&

本期当见热退或低热$神疲乏力&纳差$手足皮

肤&口咽部疱疹消退未尽$舌红$少津$脉细数' 治以

清解余热$益气养阴' 药用竹叶石膏汤加减' 李向

东("M)认为脾胃失运$阴虚火热$治宜运脾养阴生津'

应用清热祛湿运脾养阴法治疗手足口病$可迅速减

轻症状$缩短病程$解决患儿疾苦$避免并发症' 殷

子斐(")等认为由于前期病程中邪热之毒耗伤阴液$

而且口咽部的疱疹影响患者的进食$因此在疾病的

后期患者以阴伤脾虚为主$症见疱疹渐消$伴有身热

渐退&口渴&纳差&舌红少津&脉细数$治疗宜健脾助

运$生津养阴为主' 张凡(#&)认为本期可见肺胃阴虚

或脾胃气虚' 前者体温正常或有低热$手足疱疹渐

干愈合$口腔溃疡渐愈$而见食少&阵阵烦躁&微咳&

口干&便干等症$舌红少苔' 治宜清解余毒$益气养

阴' 方用竹叶石膏汤合沙参麦冬汤加减' 后者体温

正常$但见食少$或有便溏$神疲乏力$口腔溃疡经久

不愈$苔薄或腻' 治宜补益脾胃$七味白术散加味'

另外$目前的报道中还有很多关于中药外治

法(#*)

&中成药(I&#I&#))治疗有效的文献' 尤其是中药

外治法$在*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技

术方案!#%%M 版#+

(#")中也推荐使用' 因为小儿大

多不愿服药$害怕打针吃药$特别是本病的患儿又多

是 * 岁以下小儿$更容易为患儿所接受$临床可根据

实际需要选择使用'

N!预防

很多学者正在研究手足口病的病毒基因(#M)

$试

图分析其进化历程和遗传变异性$希望能通过这些

基础性的研究$能从中找到这些病毒特有的共通性

的东西$进而能研制出有效的防治方法'

因本病传播途径多$婴幼儿和儿童普遍易感$做

好儿童个人&家庭和托幼机构的卫生是预防本病感

染的关键(I)

' *北京地区中医药防治手足口病临床

技术方案!#%%M 版#+

(#")本病流行期间$儿童宜少吃

煎炸&辛辣食品$不宜暴饮暴食$多进清淡&新鲜而宜

消化的饮食$减少胃肠道负担"生活规律$多饮水$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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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手$随气候变化增减衣物"避免到人员密集的公共

场所$居住与活动空间多通风$保持空气流通' 预防

本病的传播流行主要是及时发现并隔离患儿$对被

污染的日常用品&食具&玩具&洁具等进行消毒处理$

切断传播途径$做好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个人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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