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維他命Ｃ於新冠狀病毒起輔助治療作用 

新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緊張，持續在全球蔓延…除了外在裝備、勤洗手、戴口

罩，維持身體的免疫功能正常運作也很重要…近日新聞有提出靜脈注射高劑量維他

命Ｃ也許能於新冠狀病毒起輔助治療作用… 

 

維他命 C 是高度抗氧化物，於人體免疫系統發揮著一定的作用為大眾廣泛知曉。

如果在維他命 C 缺乏或不足的情況之下，可能影響免疫系統的正常運作，降低對

抗外來病菌或病毒感染的能力，從而增加疾病發生的機會或使病情易於加重。在這

個疫情緊張的時刻，綜合一些資訊，來讓大家暸解一下，維他命 C 在什麼情況下

及劑量可起輔助治療作用。 

《中華結核和呼吸雜誌》早前有文獻分析 29 例新冠狀病毒的臨床特徵，內指出 27

例 (93%) 的病人報告顯示炎症和氧化應激的標誌物高敏 C-反應蛋白 (hs-CRP) 升

高；加上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 (ARDS) 為新冠狀病毒主要的致命原因。故此，維他

命 C 等抗氧化劑可以發揮作用。 

另外有報導指出《上海市 2019 冠狀病毒病綜合救治專家共識》已推薦使用大量靜

脈注射維他命 C 作新冠狀病毒的治療方案之一，因其在臨床取得正面的效果。上

海市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急診科主任毛恩強醫生，兼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

中心的高級專家組成員，他的醫療團隊以氧合指數 (Oxygenation Index) 為主要指

標，取樣約 50 個確診中度到重症的新冠狀病毒肺炎個案，處方高劑量靜脈注射維

他命 C (每日 10g-20g，維持 7-10 日) 作為輔助治療方案。結果是病人的住院期平均

縮短 3-5 日，同時並沒有任何個案出現不良反應。其中一個危殆個案惡化，團隊更

使用四小時 50g 靜脈注射維他命 C的治療方案，隨後病人氧合指數 ((Oxygenation 

Index) 轉趨穩定。《紐約郵報》亦有報導美國一些醫院也因此而運用靜脈注射維他

命 C，提出病人若合併敗血症時，體內的維他命 C 水準會急劇下降，故此應維持

維他命 C 的水準；又指出接受維他命 C 的病人較沒有接受的情況明顯較理想。 

至於使用維他命 C 作預防作用，有一些文獻支持其能夠可幫助改善感冒或肺炎的

症狀，而加快痊癒時間。早於 1948 年，Frederick 已使用維他命 C 於一系列疾病包

括病毒性肺炎。1970 年，著名學者 Linus Pauling 主張大劑量服用維他命 C。Hemila 

在 2013 年發表的一篇綜合分析研究，有關維他命 C 對感冒的效果，結論是平日常

規補充維他命 C 能縮短感冒病程；以及針對運動量大的人，可減低其得到感冒的

機率。而且他於較早的報告 (1994 及 1999) 顯示較大的劑量可達至更高的效益，研

究報告裡提及的每日大約 1000mg 的劑量, 可有效減輕感冒症狀及縮短病情 23%。

這與 Gorton 於 1999 年所提出的常規口服大劑量維他命 C的建議不約而同，研究結
果顯示服用維他命 C後患者的感冒與流感症狀下降 85%。Carr 在 1981 年的研究，



也得出一致的結論，指維他命 C 可以有效縮短 19%感冒平均發作持續時間。值得

留意的是，Hunt 於 1994 年的一項臨床試驗，患急性呼吸道感染的年長病人每天只

補充 200mg 維他命 C (服用 4 星期)，結果仍是優於沒有服用的對照組。這說明儘管

是服用小量的維他命 C，在臨床上對於一般感冒或部分肺炎也有一定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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