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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减止嗽散治疗外感咳嗽的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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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嗽散出自#医学心悟$%是治疗外感咳嗽的著

名方剂%但是在临床使用中原方使用效果不尽人意&

笔者采用宣肺行水法%以自拟加减止嗽散治疗外感

咳嗽中最常见的风寒咳嗽'风热咳嗽%临床效果显

著& 兹介绍如下&

&!病因分析

外感咳嗽的病因是(六淫外邪%侵袭肺系)& #河

间六书$指出*(寒'暑'燥'湿'风'火六气%皆令人咳

嗽)& 张景岳指出*(六气皆令人咳%风寒为主)& 显

然%六淫之邪%侵袭肺系是导致外感咳嗽的主要原

因& 其中以风寒'风热'风燥为多见%三者之中又以

前两者最常见& 正如#医学心悟$指出*(咳嗽者%肺

寒也& 肺主皮毛%寒邪侵于皮毛%连及于肺%故令人

咳&)但是%我们根据上述理论去结合临床实际进行

观察%便很容易发现一个现象*这就是风寒'风热外

邪已解%而咳嗽依然如故& 可见%除了风寒'风热六

淫外邪之外%还应该有其它致病因素的存在& 很显

然%这个致病因素就是(痰)& 中医学认为%(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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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是指因胃酸和其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食

管%导致以咳嗽为突出的临床表现者& 临床表现*典

型反流症状表现为胸骨后烧灼感'反酸'嗳气'胸闷

等& 有微量误吸的胃+食管反流 ,-'.患者%早期更

易出现咳嗽症状及咽喉部症状& 并指出咳嗽大多发

生在日间和直立位%干咳或咳少量白色粘痰+或有明

显的进食相关的咳嗽%如餐后咳嗽%进食咳嗽%抗反

流治疗后咳嗽消失或显著缓解等&

#素问,咳论$谓*(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

也)%又谓*(胃咳之状%咳而呕)%(此皆聚于胃%关于

肺)& (反酸)中医又称(泛酸)(吐酸)(吞酸)& (诸

呕吐酸%皆属于热)%(酸者%肝木之味也)& 胸闷'嗳

气'胸骨后烧灼感均为肝胃失和所致& 肝经气火上

干%木火刑金%肺失肃降%则咳嗽作矣& 肝主升%肺胃

之气均以降为顺为和& ,-'.与(胃咳)'(肝咳)相

关%属肝胃不和'肺胃同病之例& 因此%,-'.的中医

治法%宜辛开苦降%清!疏"肝和胃%肃肺止咳& 方选

#丹溪心法$黄连化痰丸!黄连'法夏'吴茱萸'桃仁'

陈皮'姜"或用薛生白#湿热病篇$连苏饮!黄连'苏

叶"加香附%桑白皮'杏仁'乌贼骨'大贝母'枇杷叶'

生甘草等治之& 方中黄连'苏叶!或吴茱萸"'法夏辛

开苦降+香附疏肝解郁%乌贼骨!或瓦楞子"制酸+桑

白皮'杏仁'大贝母'枇杷叶清肺化痰止咳+生甘草调

和诸药&

除上述几种常见慢性咳嗽之外%慢性咽喉源性

咳嗽%临床亦为常见& 患者往往自觉咽干作痒%或痛

或不痛%或咽部作阻%有异物感%咳嗽频作%欲语不

得%痰少质粘%或呈米粒状& 察看咽部%红充血%后

壁淋巴滤泡增生等& 此多为急性咽喉炎反复发作%

迁延日久%或因职业!如教师"关系%说话频多%耗气

伤津+或因素嗜辛辣刺激食物%燥热伤阴%以致阴虚

火旺%上干清道%咽关不利+若因虚火炼津成痰%痰气

交阻%又碍血行%致痰瘀互结%形成淋巴滤泡增生等

证& 治疗咽喉源性咳嗽%不可见咳止咳%单纯着眼于

肺%投以桑杏'麻杏之剂& 治当滋阴清热%润肺利咽&

药用沙参'麦冬'玄参'桔梗'乌梅'海浮石'炮甲片'

桃仁'天花粉'五倍子'川贝母'木蝴蝶'生甘草等%不

治其咳%则咳嗽自愈也& 如慢性咽喉炎急性发作%咽

痛明显者上方去乌梅'五倍子等加银花'板蓝根'射

干'赤芍'蝉衣等清热利咽%急则治其标也& 若属脾

虚肝郁%痰气交阻证型%又当别论%随证处治%不拘一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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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病理产物%也是一种致病因素& 在外感咳嗽的

病因分析中%(痰)是导致该病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

虽然%对此人们早有认识%但对其形成原理'聚集部

位和祛除途径的思考却太少& 众所周知%肺有(主治

节)%参与人体水液代谢的生理功能& 在外感咳嗽

中%(痰)的存在%一方面影响了肺(主治节)生理功能

的正常发挥%造成水湿停留再生成(痰)+另一方面%

(痰)的聚集又阻遏了肺气的调畅%影响肺(主气'司

呼吸)的功能%从而形成肺气壅塞& 所以%在治疗外

感咳嗽时%应该十分重视(痰)这一重要的致病因素&

(!病机分析

对于外感咳嗽的病机%教材#中医内科学$讲的

是*(无论外感或内伤咳嗽%均属肺系受病%肺气上逆

所致)& 对于这段论述%我们以为有些不妥& 如果说

咳嗽的病机都是肺气上逆%那么降逆止咳的方法应

该是最常用的了& 然而%不管是#中医内科学$教材%

还是其它的文献%都很少发现有使用(降逆止咳)之

法的& 对于外感咳嗽中风寒咳嗽的治法%教科书中

说的是*疏风散寒'宣肺通气& 由此可知%将咳嗽的

病机简单地概括为肺气上逆似为不恰当& 在讨论外

感咳嗽的病机时%肺气不宣常常被提到& 在外感咳

嗽的初期%肺气不宣确实很常见%但其持续时间短%

往往是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咳嗽证候群%病情就随外

感的解除而痊愈了& 因此%肺气不宣也不宜作为外

感咳嗽的主要病机& 临床上%对于外感咳嗽的病理

机制来说%(痰)是一个重要内容& 关于(痰)的形成

原理%在中医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至

于(痰)的聚积位置%一般说来有三种情况*一是聚积

在鼻咽部%二是聚积在肺内%三是鼻咽部和肺内皆

有& 对于第一种情况%常见的临床症状有*鼻塞'流

清涕'咳嗽'咽痒'咽痛'前额痛等+第二种情况%临床

症状包括*咳嗽'痰多'吐泡沫痰或吐黄色痰'胸闷'

舌苔腻等+第三种情况%即前两组临床症状的组合&

随着(风寒)或 (风热)之邪外侵%肺系受病%继而

(痰)也形成和聚集%前期导致肺气不宣%后期导致肺

气壅塞& 笔者以为肺气壅塞正是外感咳嗽的病机&

经过观察和总结%我们发现(痰湿)造成的(肺气

壅塞)是其关键的病理机制& 可以说(肺气壅塞)比

较集中地反映了肺的(主治节%参与人体水液代谢)

和(主气%司呼吸)的功能受限的病理实质& (肺气壅

塞)的根本原因就是(痰湿)的聚集& 明确这一病理

机制%对于指导我们的临床治疗很有帮助&

#!治法分析

对于外感咳嗽的治疗方法%我们已经有了比较

公认的观点*教材中针对风寒袭肺和风热袭肺提出

的疏风散寒'宣肺止咳和疏风清热'宣肺化痰的治疗

方法& 同时在临床上也都知道治(痰)对(外感咳嗽)

的治疗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医生们也使用了种种不

同的治(痰)方法%不过临床疗效总是不那么令人满

意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治(痰)的策略不当%一般常用

的是(见痰治痰)%普遍选用的是(宣肺化痰)'(清热

化痰)'(燥湿化痰)等方法%因没有恰当地辨证施治%

其临床疗效往往欠佳&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

外感咳嗽的(痰)有三种聚集方式%治疗时应该分别

对待& 对(痰)聚集鼻咽部的%应在宣肺化痰的基础

上%辅以疏风通窍的方法+对于(痰)积聚在肺内的%

就在燥湿化痰或清热化痰的基础上%辅以宣泄肺气'

利水下行的方法+对于(痰)聚集在鼻咽部和肺内两

处者%则酌情组合上述两种治疗方法& 其中疏风通

窍意在为病邪上行外解而疏通道路+开泄肺气意在

恢复肺的(主治节%参与人体水液代谢)的功能%以免

水湿再聚为(痰)%从而使(咳嗽)难以治愈+利水下行

意在为痰湿病邪寻找一条下行排泄出去的通路& 其

中%以宣肺气和行水最为关键& 如此治(痰)%自然疗

效更佳& 第二%在治疗外感咳嗽时%对(肺气壅塞)的

病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临证可以常规采用宣泄肺

气的方法%通过宣泄肺气促进宣肺化痰'燥湿化痰或

清热化痰等作用的实现%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我们

根据这一观点%自拟了加减止嗽散-其基本药由荆

芥'紫菀'瓜蒌壳'葶苈子各 &" 6%百部 &% 6%白前 (%

6%芫花 # 6!先煎"%陈皮 1 6%大枣 &% 6组成.用于外

感咳嗽的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应用时%一般情

况下风寒袭肺型酌情加入麻黄'桂枝等%风热袭肺则

加入银花'连翘等& 并嘱咐病人坚持服药到 # 剂或 #

剂以上%然后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调理&

每日 & 剂%水煎内服%# 天为一个疗程&

4!讨论

自拟的(加减止嗽散)用于治疗外感咳嗽%正是

体现了(宣泄肺气'利水下行)的治疗思路& 方中荆

芥'紫菀'瓜蒌壳以宣泄肺气%葶苈子'大枣'芫花逐

水下行%全方共奏(宣肺行水)之功& 现代药理学研

究显示%芫花的醇水提取液对对肺炎杆菌'流行性感

冒杆菌有抑制作用+百部中含有的百部碱对人型结

核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肺炎双球菌有抑制作用+

荆芥能缓减平滑肌的痉挛+紫菀有镇咳祛痰作用&

运用本方治疗外感咳嗽%临床疗效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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