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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发病的标本关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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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儿科常见的临床现象#对彻底控制小儿(()的反复发生仍然存在很大的困难#中医中药的

防治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正确认识(()发病的标本关系#对指导本病的防治至关重要#小儿(()发病的病机为本虚标实#本虚

与肺脾肾虚关系密切#标实归为内有热$痰$湿三因蕴结!病久者尚可夹瘀"#外为风邪触发#同时社会心理因素在小儿反复呼

吸道感染发病的标本关系中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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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1$(()#是指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呼吸道感染

每年发病在一定次数以上者% 小儿 (()虽然不是

一个独立的疾病$但却是儿科常见的临床现象&"'

$;

<+ 岁为(()高发年龄段% 由于小儿(()病情反反

复复$难于根治$不仅导致儿童误学(家长误工$日久

还可引起患儿贫血(营养不良及肺功能降低等$并可

诱发哮喘(心肌炎(风湿性疾病(肾炎等其他疾病$严

重影响儿童的正常生长发育和生活质量% 一直以来

各中西医界均对(()防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对

彻底控制小儿 (()的反复发生仍然存在很大的困

难% 小儿(()的病因及影响因素较多$目前认为主

要是由于小儿免疫(营养为主的内因$以及感染(环

境等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免疫功能的紊乱在

(()的发生中占主要地位$但导致患儿细胞免疫和

体液免疫功能失调的原因尚未明确% 在传统中医籍

中无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病名$其范畴包括小儿

感冒(咳嗽(肺炎喘嗽等肺系疾病$但其内涵远不止

此$目前多数医家认同小儿(()的发病的病机为本

虚标实$正虚包括身体素质(禀赋不足为其发病之根

本$病情反复$邪毒留恋$复因外感六淫(内伤饮食$

内外合邪触发$导致疾病发生% 另外越来越多的证

据表明精神因素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中医中药的防

治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正确认识 (()发病的标本关

系$对指导本病的防治致关重要$就此我们从以下几

方面进行讨论%

"!对"本虚# 认识

小儿(()发病中的)本虚*存在生理病理基础$

小儿生理特点有)肺脏娇嫩*()脾常不足*()肾常

虚*()稚阴稚阳*()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

壮%*现代医学发现小儿的鼻腔(咽鼓管(咽部(气道

管腔与纤毛活动(肺弹性纤维(胸廓(肺功能指标等

均相对较低和发育不完善$与中医小儿脏腑娇嫩$肺

常不足理论一致% 江育仁&#'强调复感儿的发病机

理关键不在邪多而在正虚$目前已有许多研究显示

人体的免疫力与肺脾肾功能关系密切$钟柏松等&;'

对 =* 例复感儿进行免疫球蛋白检查$结果提示复感

儿的血清3)>?功能低下与小儿的肺关系最为密切$

因为分泌型 3)>?主要存在口腔(呼吸道粘膜$这正

是肺之所主% 说明小儿无论在脏腑形态结构上$还

是在生理功能上均是幼稚和不完善的$处于相对不

足状态$这是小儿易感外邪的重要内在因素% 小儿

病理特点表现为发病容易(传变迅速$小儿肺脏娇

嫩$卫表未固$对外感六淫邪气易感$六淫外邪不论

从口鼻而入$还是从皮毛而侵均易先侵犯肺系$导致

小儿呼吸道疾病发生% 小儿脾常不足与小儿发育迅

速$生长旺盛的需求不相适应$小儿易受饮食所伤$

饮食不节$或偏食$或食欲不振$或人工喂养不当可

造成营养不良(微量元素和维生素缺乏$易发生小儿

(()$而且发病时易挟食滞% 研究发现&''

@52A缺乏

时肠内钙(磷吸收减少$血钙(磷下降$机体免疫功能

不足$导致反复呼吸道感染%

先天禀赋不足是小儿正虚的重原因之一% 胎儿

的强弱禀于父母$如,格致余论$慈幼论-言.)儿之

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

安则俱安%*孕母的体质(精神(营养(起居调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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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用药等均会影呼响胎儿的发育$可发生早产(胎

怯(内脏发育不正常等$胎儿出生后表现出不同的体

质类型$而某些体质类型与复感儿的发病有关% 苏

树蓉等&%'把小儿体质分为均衡质(肺脾质(脾肾质%

而温振英等&+'将小儿体质分为阴阳平和型!平和

型#(滞热型(脾胃气虚型!气虚型#(脾胃阴虚型!阴

虚型#(脾胃气阴两虚型!气阴两虚型#% 李陈&*'等

则把小儿体质分为阳多阴少型和阴多阳少型$此二

型由于阴阳不平$均与小儿(()发病有关%

#!对"标实#的认识

小儿(()的发病存在本虚的病理基础$必然容

易感受外邪$内伤饮食$内外合邪而触发$邪毒留恋

导致患儿病情反复% 现代医学认为病毒(细菌(支原

体可引起支气管炎和肺炎"呼吸道病毒感染后可继

发细菌性感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小儿(()发病中

标实的意义% 外感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是引起

小儿外感疾病的最常见的外部因素$感受外邪致风

寒(风热(暑湿(痰火为标实的主要内容$病情反反复

复$久病因虚致瘀(痰湿内阻留伏$使患儿在缓解期

亦存在标实的病理改变% 现代医家对此已有较清晰

的认识$如.曹宏&*'认为本病不仅肺脾气虚$同时也

有血瘀的存在% 李陈&='提出复感儿本虚即肺脾肾

功能不足$标实归为内有热(痰(湿三因蕴结!病久

者尚可夹瘀#$外为风邪触发%

我们经过长的临床察发现$由于广州地区特殊

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文环境特点$使本地区小儿反

复呼吸道感染具有独特的证候特点% 以虚中夹实为

多$亦有纯虚证者$虚证主要为气虚$包括脾气虚(肺

气虚(肺脾气虚$阴虚(阳虚者较少% 兼夹证以夹湿$

夹滞为多$亦有夹痰或夹热者$肺脾气虚夹湿(夹滞

为本地区小儿((9)常见的证型% 究其原因乃与本

地区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及人文环境特点关系密

切$本地区炎热多雨$水网河流四通八达$四季湿气

皆盛$呈现炎热潮湿的气候特点$长期生活在此环境

中$受暑热薰蒸$汗出纳凉$冒雨涉水$湿邪易侵$耗

气伤津% 在饮食特点上$本地多有饮用清凉饮料$饮

食偏于甜腻$或贪凉饮冷$喜食鱼虾蟹等习惯$小儿

脾常不足$肺常虚$久服寒凉之品$易损伤脾气$饮食

甜腻多湿之品以及虾蟹等膏梁厚味$壅滞脾胃$致肺

脾气虚$卫外不固$反复感邪$其中夹湿夹滞为其病

基础$湿(痰(滞郁久亦可化热$形成虚中夹湿(夹滞(

夹痰或夹热等错综复杂的证候%

;!社会心理因素对"标本#的影响

精神因素(环境因素及睡眠质量$与小儿 (()

发病的标本虚实亦有密切关系%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

展$生活节奏加快$小儿的精神压力困扰日益突显$

精神因素在小儿 (()发病中的影响越来越受到重

视% 肝主疏泄$其性升发$喜条达$舒畅全身气机$调

节情志$疏泄胆汁$助脾胃运化% 小儿 (()的发病

除责之脾(肺外$肝气不舒$疏泄失常$肝火上炎可致

兼夹热证$肝气横逆犯脾$思虑伤脾致小儿易外邪侵

犯% 心理神经免疫研究&B'明确了心理压力能够削

弱免疫系统对感染的防御能力% C-D371E,7D-0,

等&"&'观察 '% 例反复上呼吸道感染患儿$运用精神

放松疗法后随访 " 年$患儿上感发病减少减轻$3)>?

回升$心理状况也得以改善$提示心理疗法可以阻断

复感儿慢性疾病的不良循环% 可见精神心理因素的

影响既可引起兼夹证又可加重本虚之证% 另外$空

气污染$被动吸烟$居住拥挤$气候突变等因素均可

引起该病发作% 本病城市发病率高于农村$且临床

上常见初上幼儿园的小儿反复发生呼吸道感染的现

象$表明环境对小儿(()的发病有关%

综上所述$小儿(()发病机制中标本虚实互相

影响$互为因果$本虚为发病的根本所在$本虚以肺

脾气虚为多见$严重者脾肾阳虚% 标实因虚致实$痰

湿困脾$气滞血瘀% 每当感受外邪$及精神不舒$环

境污染$又更加损伤肺脾$形成反复发病的不良循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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