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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是 由 多 种 病 因 引 起 的 ， 以 弥 漫 性 肺 泡 炎 、

肺 泡 单 位 结 构 紊 乱 和 肺 纤 维 化 为 主 要 病 理 改 变 ， 以 进 行 性 呼

吸 困 难 ， 气 短 、 干 咳 、 喘 憋 为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的 一 种 慢 性 炎 症

性 间 质 性 肺 疾 病 [1]。 近 年 来 ， 随 着 生 活 环 境 及 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变 ， 本 病 发 病 率 逐 年 增 加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治 疗 通 常 是 一

个 长 期 过 程 ， 西 医 治 疗 常 规 用 药 有 尼 达 尼 布 、 泼 尼 松 、 奥 美

拉 唑 等 ， 常 见 不 良 反 应 有 头 痛 、 眩 晕 、 便 秘 、 失 眠 、 焦 虑 等 。 肺

移 植 是 目 前 唯 一 被 认 可 治 疗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有 效 方 法 , 但

也 存 在 诸 多 缺 点 ， 如 ： 供 体 缺 乏 、 高 额 的 移 植 费 用 、 移 植 后 易

发 生 感 染 、 免 疫 排 斥 反 应 并 且 需 要 长 期 服 用 免 疫 抑 制 剂 等 ，

所 以 未 能 广 泛 运 用 于 临 床 。 中 医 药 通 过 辨 证 论 治 ， 在 改 善 症

状 、 减 少 并 发 症 等 方 面 具 有 优 势 [2]。

刘 荣 奎 教 授 ， 第 七 批 全 国 老 中 医 药 专 家 学 术 经 验 继 承 工

作 指 导 老 师 ， 享 受 国 务 院 特 殊 津 贴 ， 山 东 省 名 老 中 医 药 传 承

工 作 室 专 家 。 刘 荣 奎 教 授 从 事 肺 病 科 临 床 工 作 三 十 余 年 ， 对

治 疗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临 床 经 验 ， 提 出 基 于 “ 肺

脏 不 洁 论 ” 论 治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 其 以 “ 清 热 化 纤 ” 为 基 本 治

法 ， 以 自 拟 清 热 化 纤 方 加 减 治 疗 本 病 ， 屡 获 佳 效 。 笔 者 有 幸 侍

诊 左 右 ， 受 益 良 多 ， 现 将 刘 荣 奎 教 授 治 疗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思

路 和 经 验 总 结 如 下 ， 以 飨 同 道 。

1 肺脏不洁论的理论基础及其内涵

中 医 学 据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气 短 、 咳 嗽 、 呼 吸 困 难 等 临 床

表 现 特 点 ， 将 其 归 属 于 “ 肺 痿 ” “ 咳 嗽 ” “ 喘 证 ” “ 肺 胀 ” “ 肺 痹 ”

“ 络 病 ” 等 范 畴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病 因 复 杂 ， 多 与 先 天 不 足 、

外 感 六 淫 及 环 境 毒 邪 、 饮 食 内 伤 、 情 志 异 常 等 有 关 ； 病 理 特 点

为 本 虚 标 实 之 证 ； 其 病 位 早 期 在 肺 ， 日 久 病 及 脾 肾 ， 甚 则 及

心 。“ 虚 ”“ 痰 ”“ 瘀 ”“ 毒 ” 等 病 理 因 素 贯 穿 于 肺 纤 维 化 始 终 [3-5]。

1.1 肺脏不洁论的理论基础

1.1.1 肺 脏 易 外 感 不 洁 邪 气 肺 为 娇 脏 ， 清 虚 娇 嫩 ， 纤 芥 不

容 ， 本 身 具 有 喜 好 清 洁 的 特 性 [6]。 《 医 贯 》 言 ： “ 肺 为 清 虚 之 脏 ，

一 切 不 容 ， 毫 毛 必 咳 ” 。 肺 为 华 盖 、 居 人 体 高 位 ， 直 通 天 气 ， 邪

气 来 袭 ， 肺 首 当 其 冲 ， 解 剖 结 构 使 肺 易 遭 受 不 洁 邪 气 的 影 响 ；

常 见 外 来 不 洁 邪 气 ， 既 包 括 风 、 寒 、 暑 、 湿 、 燥 、 火 六 淫 邪 气 ， 亦

包 含 温 病 、 疫 戾 之 气 。 正 如 《 温 热 论 》 言 ： “ 温 邪 上 受 ， 首 先 犯

肺 ， 逆 传 心 包 ” 。

1.1.2 肺 脏 易 受 他 脏 不 洁 邪 气 影 响 《 素 问 · 咳 论 篇 》 言 ： “ 五

脏 六 腑 皆 令 人 咳 ， 非 独 肺 也 ” ， “ 此 皆 聚 于 胃 ， 而 关 于 肺 ” 。 说 明

肺 脏 的 病 变 受 他 脏 的 影 响 ， 他 脏 邪 气 易 传 于 肺 。 饮 食 不 节 ， 损

伤 脾 胃 ， 或 者 脾 失 健 运 ， 痰 浊 内 生 ， 痰 邪 上 干 于 肺 ； 情 志 不 遂 ，

郁 怒 伤 肝 ， 气 郁 化 火 ， 气 火 循 经 犯 肺 ； 五 脏 相 关 ， 他 脏 病 变 容

易 影 响 肺 脏 ， 导 致 肺 生 理 功 能 异 常 ， 肺 失 清 肃 。

1.1.3 肺 失 清 肃 ， 易 新 生 不 洁 产 物 肺 主 气 ， 司 呼 吸 ， 吸 入 清

气 ， 排 出 浊 气 ， 吐 故 纳 新 ， 保 持 肺 内 “ 洁 ” 的 状 态 。 肺 道 洁 净 ， 肺

气 宣 降 正 常 ， 通 调 水 道 ， 朝 百 脉 ， 与 水 谷 精 微 相 合 ， 生 成 宗 气 ，

推 动 气 血 津 液 输 布 运 行 ； 反 之 ， 肺 生 理 功 能 异 常 、 肺 失 清 肃 易

新 生 不 洁 产 物 （ 肺 痰 、 肺 饮 、 肺 水 、 肺 湿 、 肺 瘀 ） 。

1.2 “肺脏不洁论”理论内涵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现 如 今 肺 系

疾 病 治 疗 面 临 新 的 挑 战 。 大 气 污 染 、 气 候 变 化 ， 极 大 加 重 肺 脏

自 洁 的 负 担 。 现 代 人 各 种 不 良 生 活 习 惯 ， 如 吸 烟 、 饮 酒 、 起 居

失 常 、 暴 饮 暴 食 、 情 志 刺 激 又 极 大 的 改 变 了 人 们 的 体 质 状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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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 系 疾 病 的 病 因 病 机 更 加 趋 向 于 复 杂 化 ， 临 床 治 疗 肺 系 疾 病

尤 其 是 难 治 性 肺 部 疾 病 要 充 分 考 虑 病 邪 、 肺 自 身 生 理 功 能 、

生 理 特 性 等 多 种 因 素 。

刘 荣 奎 教 授 认 为 ， 肺 易 外 感 不 洁 邪 气 ， 内 受 他 脏 邪 气 侵

扰 ， 导 致 肺 失 清 肃 ， 生 理 功 能 失 常 。 肺 失 清 肃 、 宣 降 失 常 易 新

生 不 洁 产 物 ， 而 此 类 不 洁 产 物 肺 内 蓄 积 以 及 其 相 互 作 用 又 致

使 病 情 加 重 、 病 位 传 变 、 病 性 错 杂 、 病 机 趋 向 复 杂 。 刘 荣 奎 教

授 将 以 上 特 点 称 之 为 “ 肺 脏 不 洁 ” 状 态 并 总 结 为 肺 脏 不 洁

论 [7]。 刘 荣 奎 教 授 将 肺 脏 不 洁 的 内 涵 概 括 为 ： 肺 为 娇 脏 ， 易 感

外 邪 ， 是 为 不 洁 ； 病 理 产 物 ， 易 于 积 聚 ， 内 生 之 物 ， 是 为 不 洁 ；

波 及 脏 腑 ， 代 谢 之 物 ， 是 为 不 洁 ， 故 肺 脏 为 清 虚 之 体 、 易 受 不

洁 邪 气 。 基 于 肺 脏 不 洁 论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肺 失 清 肃 、 宣 降 失

常 是 肺 脏 不 洁 状 态 发 生 的 中 心 环 节 ， 是 肺 系 疾 病 ， 尤 其 是 慢

性 肺 病 反 复 发 作 、 病 情 迁 延 不 愈 、 病 机 复 杂 的 根 本 原 因 。

2 “肺脏不洁论”指导下特发性肺纤维化的病因病机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属 于 中 医 学 “ 肺 萎 ” 的

范 畴 ， 基 本 病 机 是 肺 失 清 肃 、 肺 内 热 盛 。 《 素 问 · 五 运 行 大 论 篇 》

言 ： “ 在 脏 为 肺 ， 其 性 为 凉 ” 。 肺 为 “ 阳 中 太 阴 ， 通 于 秋 气 ” ， 属 于

阳 位 ， 而 肺 本 身 又 发 挥 着 “ 阴 ” 的 作 用 ， 人 体 之 肺 为 清 虚 之 脏 ，

主 清 肃 下 行 。 外 感 、 内 伤 等 不 洁 因 素 侵 袭 肺 脏 ， 易 导 致 肺 脏 内

热 ， 成 为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发 病 源 头 。 热 壅 上 焦 ， 消 灼 肺 津 ，

变 生 涎 沫 ， 肺 燥 阴 竭 ， 肺 失 濡 养 ， 日 渐 枯 萎 ， 发 为 肺 萎 。 正 如

《 金 匮 要 略 心 典 · 肺 痿 肺 痈 咳 嗽 上 气 病 脉 证 治 第 七 》 载 ： “ 痿 者

萎 也 ， 如 草 木 之 枯 萎 而 不 荣 ， 为 津 烁 而 肺 焦 也 。 ”

2.1 不洁邪气致肺热

2.1.1 外 感 不 洁 之 邪 致 热 曹 颖 甫 有 言 ： “ 痿 之 言 萎 ， 若 草 木

然 ， 烈 日 暴 之 ， 则 燥 而 萎 ” 。 说 明 外 感 热 邪 可 直 接 入 肺 ， 致 使 咳

喘 而 发 为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 成 为 发 病 的 源 头 [8]。 环 境 热 毒 之 邪

可 导 致 肺 热 ， 现 研 究 发 现 难 治 性 肺 系 疾 病 尤 其 是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与 环 境 毒 邪 密 切 相 关 [9]。 职 业 粉 尘 、 大 气 污 染 、 吸 烟 为 常

见 的 环 境 毒 邪 ， 环 境 毒 邪 兼 具 毒 性 ， 毒 蕴 藏 于 肺 ， 热 象 居 多 [10]， 肺

气 受 损 严 重 导 致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 环 境 毒 邪 内 伏 ， 痰 浊 、 水

饮 、 瘀 血 、 郁 气 交 织 为 变 使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病 情 加 重 [11]。

2.1.2 他 脏 不 洁 之 邪 致 热 饮 食 不 节 ， 痰 浊 内 生 ， 郁 肺 化 热 ，

肺 热 内 生 。 《 外 台 秘 要 》 言 ： “ 肺 气 嗽 者 ， 不 限 老 少 ， 宿 多 上 热 ，

后 因 饮 食 将 息 伤 热 … … 遂 成 肺 痿 ” 。 七 情 内 郁 ， 心 肝 气 不 舒 ，

化 火 刑 金 ， 肺 热 叶 焦 。 《 内 经 评 文 》 谓 ： “ 热 因 七 情 之 郁 而 生 ， 故

内 积 不 散 ， 灼 津 致 痿 也 ” 。 治 疗 中 ， 往 往 反 复 使 用 激 素 。 中 医 认

为 激 素 为 阳 热 之 品 ， 易 助 阳 化 火 [12]。 因 此 饮 食 、 药 毒 、 情 志 刺 激

均 可 导 致 肺 热 。

2.2 肺热内盛，新生不洁 肺 热 内 盛 ， 肺 气 郁 痹 ， 宣 发 肃 降 功

能 异 常 ， 导 致 痰 饮 、 水 湿 、 瘀 血 等 不 洁 病 理 产 物 蓄 积 。

2.2.1 肺 痰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发 展 过 程 中 ， 一 则 肺 失 清

肃 ， 肺 热 内 盛 ， 煎 灼 肺 津 ， 炼 化 为 痰 ； 二 则 肺 治 节 失 权 ， 水 液 凝

聚 为 痰 。 肺 痰 的 产 生 又 进 而 影 响 气 机 、 津 液 输 布 代 谢 ， 形 成 恶

性 循 环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之 肺 痰 ， 有 其 自 身

特 点 ： 少 许 白 色 黏 液 样 痰 ， 或 者 痰 少 干 燥 而 黏 。 同 时 部 分 类 风

湿 关 节 炎 相 关 性 肺 间 质 纤 维 化 患 者 常 合 并 关 节 肿 胀 、 疼 痛 ，

麻 木 ， 关 节 变 形 等 ， 说 明 其 “ 痰 ” 还 包 括 痹 病 、 痰 核 等 病 变 。

2.2.2 肺 瘀 肺 络 解 剖 结 构 错 综 复 杂 ， 细 小 曲 折 ， 因 此 常 常

导 致 肺 络 痹 阻 ， 有 形 之 邪 瘀 闭 ， 成 为 肺 纤 维 化 瘀 血 发 生 的 解

剖 学 基 础 [13]。 清 代 医 家 王 清 任 认 为 “ 血 受 热 则 煎 熬 成 块 ” “ 久 病

多 瘀 ” “ 怪 病 多 瘀 ”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中 后 期 ， 肺 脏 失 清 肃 、 宣

降 失 调 、 宗 气 运 行 异 常 肺 瘀 内 生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常 出 现 上

气 不 下 ， 胸 部 刺 痛 、 心 悸 ， 皮 肤 粗 糙 、 厚 硬 、 色 暗 ， 或 伴 有 颜 面

蝶 疮 、 口 唇 、 爪 甲 紫 绀 ， 舌 质 暗 ， 脉 迟 涩 等 症 。 此 多 与 瘀 血 致 病

有 关 。

2.3 肺热化毒，倍伤于肺 热 可 与 风 邪 、 寒 邪 兼 夹 ， 可 与 痰 、

瘀 互 结 ， 又 易 伤 津 液 。 肺 热 致 病 ， 病 情 更 重 。 五 行 理 论 中 ， 火 能

克 金 ， 为 肺 之 贼 也 ， 也 提 示 火 邪 逼 人 ， 倍 害 于 肺 。 《 医 门 法 律 ·

卷 四 》 云 ： “ 究 竟 肺 为 娇 脏 ， 寒 冷 所 伤 者 ， 十 之 二 三 ， 火 热 所 伤

者 ， 十 之 七 八 。 寒 冷 所 伤 ， 不 过 裹 束 其 外 ， 火 热 所 伤 ， 则 更 消 烁

其 中 ， 所 以 为 害 倍 烈 也 ” 。 刘 荣 奎 教 授 根 据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肺 热 轻 重 程 度 ， 将 “ 肺 热 ” 归 纳 为 温 、 热 、 火 、 炎 、 毒 。 肺 热 程 度

加 重 ， 病 理 表 现 不 同 ， 症 状 亦 加 重 [14]。 以 上 特 点 也 给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治 疗 增 加 了 难 度 。

2.4 肺热日久，耗气伤阴 吴 鞠 通 言 ： “ 热 病 未 有 不 伤 阴 者 ” 。

在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发 生 过 程 中 ， 各 种 病 因 导 致 肺 内 热 盛 ，

肺 阴 亏 耗 ， 肺 叶 萎 弱 不 用 。 肺 气 虚 ， 卫 外 不 固 ， 易 屡 感 六 淫 之

邪 毒 ， 气 壅 热 盛 ， 灼 伤 津 液 发 为 肺 痿 ， 而 肺 痿 日 久 ， 肺 失 宣 降 ，

治 节 衰 减 ， 痰 瘀 毒 邪 互 结 ， 又 更 伤 肺 气 。 《 素 问 · 调 经 论 篇 》 谓 ：

“ 气 有 余 则 喘 咳 上 气 ， 不 足 则 息 利 少 气 ” 。 故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后 期 患 者 以 劳 力 性 憋 喘 气 短 为 主 要 表 现 ， “ 劳 则 气 耗 ” ， 久 耗

则 虚 ， 而 见 气 短 而 喘 ， 少 气 不 足 以 息 之 症 。

3 “肺脏不洁论”指导下特发性肺纤维化的治疗

在 “ 肺 脏 不 洁 论 ” 理 论 指 导 下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肺 系 疾 病

的 治 疗 要 点 ： 一 为 祛 除 不 洁 病 因 ， 包 括 外 感 不 洁 因 素 ， 内 传 之

不 洁 因 素 ； 二 为 恢 复 肺 脏 正 常 的 生 理 功 能 、 清 肃 之 性 ； 三 为 清

除 新 生 不 洁 产 物 。 其 中 以 恢 复 肺 脏 正 常 的 生 理 功 能 、 清 肃 之

性 为 关 键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产 生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肺 失 清 肃 、 肺 内 热 盛 。

因 此 治 疗 紧 合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基 本 病 机 ， 治 疗 核 心 以 清 热 为

主 。 刘 荣 奎 教 授 提 出 “ 清 热 化 纤 法 ” ， 并 总 结 出 “ 生 地 黄 ” 加 “ 败

酱 草 ” 的 清 热 化 纤 方 。

3.1 清热化纤方之主方 清 热 化 纤 方 之 主 方 药 物 组 成 ： 败 酱

草 30 g ， 生 地 黄 30 g ， 金 银 花 30 g ， 连 翘 9 g ， 黄 芩 12 g ， 桑 白

皮 6 g ， 地 骨 皮 12 g， 炙 麻 黄 9 g ， 杏 仁 9 g ， 桔 梗 6 g ， 百 合 30 g ， 生

甘 草 6 g 。 本 方 主 旨 清 热 解 毒 ， 养 阴 生 津 。 方 中 生 地 黄 与 败 酱 草

清 热 解 毒 、 养 阴 生 津 为 君 药 。 金 银 花 、 连 翘 宣 散 清 热 以 透 邪 解

毒 ； 百 合 养 阴 润 肺 共 助 君 药 清 热 养 阴 之 效 ， 为 臣 药 ； 桑 白 皮 、

地 骨 皮 清 肺 内 伏 热 ， 合 用 以 清 肺 火 养 肺 阴 ； 黄 芩 清 肺 热 ； 炙 麻

黄 宣 肺 平 喘 ； 杏 仁 、 桔 梗 宣 降 调 节 肺 之 气 机 ， 共 为 佐 药 。 甘 草

调 和 诸 药 为 使 药 。

3.2 特发性肺纤维化治疗的重点药对

3.2.1 生 地 黄 - 败 酱 草 生 地 黄 与 败 酱 草 配 伍 ， 一 能 直 接 清

肺 热 ； 二 可 清 热 解 毒 ， 祛 除 外 来 不 洁 环 境 毒 邪 ； 三 以 清 热 养

阴 。 吴 鞠 通 言 ： “ 热 病 未 有 不 伤 阴 者 ， 其 耗 之 未 尽 者 生 ， 尽 则 阳

无 所 留 恋 ， 必 脱 而 死 。 ” 热 邪 灼 伤 肺 阴 ， 临 床 多 出 现 干 咳 、 痰 少

而 黏 、 皮 肤 干 燥 、 形 体 消 瘦 等 肺 阴 亏 虚 之 证 ； 肺 喜 润 恶 燥 ， 应

用 生 地 养 阴 润 肺 。 生 地 黄 清 热 凉 血 、 败 酱 草 排 脓 祛 痰 ， 相 互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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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能 清 除 肺 功 能 失 常 导 致 的 新 生 肺 痰 、 肺 瘀 等 不 洁 产 物 。

生 地 黄 重 用 清 热 凉 血 ， 养 阴 生 津 。 已 有 研 究 发 现 生 地 黄

注 射 液 能 改 善 肺 间 质 纤 维 化 患 者 的 主 要 症 状 ， 提 高 血 氧 分 压 、

血 氧 饱 和 度 和 6 min 步 行 距 离 [15]。 生 地 提 取 物 能 延 缓 大 鼠 肺 纤

维 化 的 形 成 ， 降 低 各 类 肿 瘤 坏 死 因 子 ， 调 节 体 液 免 疫 和 血 液

流 变 学 ， 以 达 到 治 疗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目 的 [16-17]。 败 酱 草 清 热

解 毒 、 活 血 通 络 ， 可 通 过 清 大 肠 之 热 而 清 肺 热 [18]。 此 外 ， 败 酱 草

可 清 热 祛 邪 ， 防 止 热 毒 搏 结 ， 阻 止 热 毒 与 痰 浊 、 瘀 血 互 结 胶

着 。 现 代 药 理 研 究 表 明 ， 败 酱 草 可 解 多 种 细 菌 、 真 菌 、 病 毒 、 内

毒 素 之 毒 ， 具 有 良 好 的 抗 炎 、 抗 肿 瘤 等 作 用 ， 能 延 缓 肺 泡 炎 的

发 生 发 展 。 因 此 败 酱 草 可 效 阻 止 肺 间 质 纤 维 化 的 形 成 和 发 展 [19]。

3.2.2 桑 白 皮 - 地 骨 皮 桑 白 皮 - 地 骨 皮 药 对 为 《 小 儿 药 证 直

诀 》 中 泻 白 散 的 重 要 药 物 组 合 [20]。 桑 白 皮 可 泻 肺 平 喘 ， 利 水 消

肿 ； 地 骨 皮 则 清 热 凉 血 ， 清 肺 中 伏 火 ， 散 肺 内 瘀 血 。 两 药 配 伍 ，

即 对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肺 热 之 基 本 病 机 ， 同 时 又 擅 攻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急 性 发 作 之 “ 气 急 喘 嗽 ” 之 症 。

3.2.3 杏 仁 - 桔 梗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疾 病

发 展 过 程 中 ， 常 出 现 气 盛 内 壅 之 证 。 《 太 平 圣 惠 方 》 指 出 ： “ 夫

肺 为 四 脏 之 上 盖 ， 通 行 诸 脏 之 精 气 … … 宣 发 腠 理 ， 而 气 者 皆

肺 之 所 主 也 。 ” 凡 脏 腑 经 络 之 气 , 皆 肺 气 之 所 宣 ， 肺 热 气 盛 壅 滞

不 通 ， 不 仅 肺 脏 宣 降 功 能 失 常 并 能 进 一 步 影 响 五 脏 。 因 此 对

于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的 诊 疗 ， 条 畅 肺 气 尤 为 重 要 。 两 药 配 伍 ， 气

机 升 降 调 和 ； 肺 气 宣 降 协 调 有 序 ， 肺 气 壅 滞 自 除 。

3.3 辨证加减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病 程 长 ， 疾

病 各 个 阶 段 病 理 因 素 复 杂 多 变 ， 加 之 体 质 之 不 同 ， 临 床 需 根

据 病 情 变 化 ， 病 机 演 变 ， 动 态 调 整 用 药 。 初 期 伴 表 证 者 加 用 荆

芥 、 防 风 、 蝉 蜕 等 ； 温 热 阶 段 可 用 消 温 饮 加 减 ， 热 盛 加 用 石 膏 、

柴 胡 、 芦 根 ， 并 重 用 黄 芩 ， 既 注 重 恢 复 肺 之 肃 降 之 性 ， 又 兼 顾

复 肝 之 疏 泄 之 性 [21]； 火 炎 阶 段 加 用 栀 子 、 豆 豉 等 ； 邪 毒 瘀 积 肺

络 ， 可 加 用 人 工 牛 黄 清 热 毒 ， 全 蝎 、 蜈 蚣 、 僵 蚕 等 虫 类 药 物 来

解 毒 通 络 ； 痰 盛 壅 肺 加 用 天 竺 黄 、 浙 贝 母 、 瓜 蒌 、 枇 杷 叶 ； 肺 瘀

甚 者 加 用 桃 仁 、 红 花 、 莪 术 、 丹 参 ； 肺 阴 虚 常 需 养 阴 凉 血 重 用

百 合 、 麦 冬 、 沙 参 等 。

4 验案举隅

4.1 病案1 患者，女，56岁，2021年12月8日初诊。主诉：干咳

2年，加重伴活动性呼吸困难半个月余。患者自述2年前无明

显诱因出现干咳，开始未重视，后于当地医院诊断为特发性

肺纤维化，予吡非尼酮治疗（200 mg/次，3次/d，口服），2周后病

情好转，症状减轻。复查胸部CT：双肺外带网格状阴影较前略

减轻，后予吡非尼酮（300 mg/次，3次/d，口服）。用药后患者出

现腹胀、胃脘部不适，查生化发现肝功能异常，遂停药，后未

系统治疗，仅在干咳症状加重后自行服用止咳药物，病情时

有反复。半个月前患者自觉呼吸困难，为求中药调理治疗，遂

来诊。刻下症见：干咳，偶有少量黏痰，呼吸困难，活动后加

重，呈进行性加重，严重时影响睡眠，自觉乏力明显，口干，口

渴，咽干，咽痒，咽痒则咳甚，消瘦，自汗，盗汗，潮热，纳差，眠

差，小便量少，大便干。舌红，苔黄，脉细数。胸部CT显示双肺

间质性改变；肺功能显示弥散功能异常，中度限制性通气功能

障碍。心电图检查示：大致正常。西医诊断：特发性肺纤维化。

中医诊断：肺痿；辨证：阴虚肺热证兼见气虚。治以清肺热，养

肺阴，止咳平喘，益气化纤。方选清肺化纤方加减，处方：败酱

草24 g，生地黄30 g，金银花15 g，连翘9 g，黄芩9 g，桑白皮6 g，

地骨皮12 g，炙麻黄9 g，杏仁9 g，桔梗6 g，百合30 g，生甘草6 g，

沙参15 g，茯苓24 g，麸炒白术15 g，党参15 g。7剂，1剂/d，水煎

服，分早晚温服。嘱清淡饮食，禁辛辣刺激食物，畅情志。

2诊：2021年12月16日，诉干咳、乏力、呼吸困难等症状均

减轻，夜间可平卧，食量增加，口干、口渴等症均见改善。舌红

苔微黄，脉偏弱。予上方去金银花、连翘，继服14剂，煎服法同

前。医嘱同前。

1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守2诊方继服，复查胸部CT未见

明显进展，干咳及活动后喘气均较前好转，夜间可平卧，可行

简单体力活动，疗效较满意。

按 语 ： 本 案 患 者 为 中 年 女 性 ， 肺 痿 2 年 ， 干 咳 不 止 ， 肺 脏 亏

虚 ， 肺 失 宣 肃 ， 肺 脏 内 热 ， 热 壅 上 焦 ， 消 灼 肺 津 ， 肺 燥 阴 竭 ， 肺

失 濡 养 ， 日 渐 枯 萎 ， 而 出 现 干 咳 ， 黏 痰 ， 呼 吸 困 难 ， 活 动 后 加

重 ， 呈 进 行 性 加 重 ， 严 重 时 影 响 睡 眠 ， 口 干 ， 口 渴 ， 咽 干 ， 盗 汗 ，

潮 热 ， 纳 差 ， 眠 差 ， 小 便 量 少 ， 大 便 干 ， 舌 红 ， 苔 黄 ， 脉 细 数 等 肺

热 阴 虚 之 证 ； 综 合 脉 诊 ， 四 诊 合 参 ， 辨 为 阴 虚 肺 热 证 兼 见 气

虚 。 治 法 ： 清 肺 热 ， 养 肺 阴 ， 止 咳 平 喘 ， 益 气 化 纤 。 予 清 肺 化 纤

方 加 减 ， 其 中 生 地 黄 联 合 败 酱 草 清 热 养 阴 生 津 ， 紧 合 此 患 者

病 机 ， 为 君 药 ； 金 银 花 、 连 翘 宣 散 清 热 ， 百 合 养 阴 润 肺 共 助 君

药 清 热 解 毒 、 养 阴 生 津 之 效 ， 为 臣 药 ； 桑 白 皮 、 地 骨 皮 清 肺 内

伏 热 ， 合 用 以 清 肺 火 ， 养 肺 阴 ； 黄 芩 清 肺 热 ， 炙 麻 黄 宣 肺 平 喘 ；

杏 仁 、 桔 梗 宣 降 调 节 肺 之 气 机 ， 沙 参 养 阴 润 肺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肺 主 气 ， 肺 脏 虚 损 日 久 ， 呼 吸 之 气 、 一 身 之 气 的 生 成 运 行 受

损 ， 加 之 病 久 影 响 他 脏 ， 终 致 肺 气 不 足 ， 五 脏 之 气 不 足 ， 故 出

现 气 虚 不 足 之 证 ， 表 现 为 日 常 生 活 中 出 现 自 汗 、 乏 力 、 纳 差 、

少 气 懒 言 等 证 候 。 此 患 者 兼 见 气 虚 ， 故 予 茯 苓 、 麸 炒 白 术 、 党

参 ， 以 健 脾 补 气 以 补 肺 气 ， 取 培 土 生 金 之 效 共 为 佐 药 ； 甘 草 调

和 诸 药 为 使 药 。 考 虑 患 者 热 毒 不 甚 ， 因 此 适 当 减 轻 清 肺 热 药

物 用 量 。 2诊 时 患 者 症 状 明 显 好 转 ， 继 用 前 方 加 减 。

4.2 病案2 患者，男，75岁，2021年9月5日初诊。主诉：反复

咳嗽咳痰伴憋喘3年余，加重半个月。既往特发性肺纤维化病

史3余年，长期服用醋酸泼尼松片（5 mg/次，1次/d），长期家庭

氧疗（氧流量控制于1~2 L/min），病情控制可，间断有发作，未

系统治疗。半个月前外感后上述症状加重，自行予醋酸泼尼

松片（10 mg/次，1次/d），增加吸氧流量仍未见明显好转，遂来

诊。刻下症见：咳嗽，干咳为主，偶咳少量黄黏痰，憋喘，夜间

难以平卧，平地可行20 m左右，咽干，口渴，面色晦暗，口唇青

紫。舌红，舌下脉络迂曲，苔薄黄，脉细数。血常规示:白细胞

11.3伊109/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2%。胸部CT示：双肺间质性改

变，较上次CT略进展。心电图示：窦性心律，轻度ST-T改变，较

前无变化。西医诊断：特发性肺纤维化。中医诊断：肺痿；辨

证：阴虚肺热证。治以清肺热，养肺阴，止咳平喘化纤。方选清

肺化纤方加减，处方：败酱草30 g，生地黄30 g，金银花30 g，连

翘9 g，黄芩12 g，桑白皮6 g，地骨皮12 g，炙麻黄9 g，杏仁9 g，桔

梗6 g，百合30 g，生甘草6 g，人工牛黄0.35 g，牡丹皮12 g，赤芍

12 g，丹参12 g，瓜蒌15 g，浙贝母12 g。7剂，1剂/d，水煎服，分早

晚温服。嘱患者继续予醋酸泼尼松片（10 mg/次，1次/d）继续家

庭氧疗。嘱患者清淡饮食，禁辛辣刺激食物，畅情志，密观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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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变化，不适随诊。

2诊：2021年9月12日，患者诉咳嗽减轻，仍有少量痰，痰色

较前变淡，憋喘减轻，夜间可平卧，面色略暗。舌暗红，舌下脉

络迂曲，苔少，脉细数。予上方去人工牛黄，金银花减至24 g。

14剂，1剂/d，饭后半小时温服。继续予醋酸泼尼松片（5 mg/次，

1次/d）、长期家庭氧疗。嘱患者禁辛辣刺激食物，合理睡眠，畅

情志，避免感冒劳累，以固瘥后防复。

3诊：2021年9月28日，患者症状较2诊稍有改善，病症稳定，

无急性发作，偶咳嗽，基本无痰，时有憋喘，可平卧。舌暗红，

苔少，脉细数。予2诊方金银花减至12 g。28剂，1剂/d，饭后半小

时温服。余同前。

1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虽有憋喘，但可平卧，偶有咳嗽，

生活自理，可进行简单有氧锻炼，病情无反复。

按 语 ： 本 案 患 者 为 老 年 男 性 ， 肺 痿 患 者 ， 肺 易 受 六 淫 邪 气

致 病 情 加 重 ， 导 致 肺 失 清 肃 ， 肺 热 内 盛 ， 而 出 现 咳 嗽 ， 咳 黄 黏

痰 ， 憋 喘 ， 咽 干 口 渴 ， 舌 红 苔 少 ， 苔 黄 脉 数 等 症 。 此 患 者 年 老 ，

肺 痿 病 史 多 年 ， 且 肺 热 内 盛 ， 阴 液 亏 虚 ， 临 床 常 出 现 肺 热 阴 虚

之 证 ， 治 疗 应 以 清 热 养 阴 为 主 ， 予 清 热 化 纤 方 治 疗 。 方 中 重 用

生 地 黄 、 败 酱 草 清 热 养 阴 生 津 ， 为 君 药 。 金 银 花 、 连 翘 疏 风 散

热 ， 百 合 养 阴 润 肺 、 人 工 牛 黄 清 热 解 毒 ， 共 助 君 药 清 热 解 毒 、

养 阴 生 津 之 效 ， 为 臣 药 ； 桑 白 皮 、 地 骨 皮 清 肺 内 伏 热 ， 黄 芩 清

肺 热 ， 炙 麻 黄 宣 肺 平 喘 ； 杏 仁 、 桔 梗 宣 降 调 节 肺 之 气 机 ， 为 佐

药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肺 热 内 盛 ， 肺 气 郁 痹 ， 营 卫 气 阴 损 伤 、 宣

发 肃 降 功 能 异 常 ， 痰 饮 水 湿 瘀 血 等 不 洁 病 理 产 物 蓄 积 ， 因 此

患 者 除 表 现 肺 热 阴 虚 之 外 ， 常 合 并 痰 瘀 互 结 ， 出 现 痰 量 增 多 ，

痰 黄 黏 难 咳 ， 面 色 暗 红 ， 口 唇 紫 绀 ， 舌 下 脉 络 迂 曲 等 表 现 ， 治

疗 过 程 中 适 量 加 用 化 痰 祛 瘀 之 品 ， 因 此 此 方 中 加 用 浙 贝 母 、

瓜 蒌 清 热 化 痰 ； 丹 参 、 牡 丹 皮 、 红 花 活 血 化 瘀 共 为 佐 药 。 甘 草

调 和 诸 药 为 使 药 。 2诊 时 患 者 症 状 明 显 好 转 ， 过 用 寒 凉 之 品 ， 易

损 伤 患 者 肺 气 ， 出 现 肺 气 亏 虚 。 因 此 应 中 病 即 止 ， 故 去 人 工 牛

黄 、 减 少 金 银 花 。 3 诊 时 继 续 减 金 银 花 用 量 旨 在 此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 治 疗 肺 痿 ， 当 掌 握 其 核 心 病 机 ， 综 合 患 者 病 情 变 化 ，

辨 证 施 治 。 此 方 诸 药 合 用 直 中 病 机 ， 标 本 兼 治 ， 相 得 益 彰 ， 诸

症 皆 除 。

5 结 语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病 因 病 机 复 杂 。 刘 荣 奎 教 授 集 历 代 医 家

观 点 并 根 据 多 年 临 床 经 验 ， 认 为 治 疗 肺 系 疾 病 要 充 分 考 虑 内

外 不 洁 之 邪 、 肺 生 不 洁 致 病 ， 并 结 合 肺 主 清 肃 的 生 理 特 性 ， 以

此 基 础 提 出 “ 肺 脏 不 洁 论 ” ， 并 常 用 于 难 治 性 肺 部 疾 病 的 诊

疗 。 在 “ 肺 脏 不 洁 论 ” 指 导 下 ， 刘 荣 奎 教 授 指 出 特 发 性 肺 纤 维

化 产 生 的 根 本 病 机 是 肺 失 清 肃 、 肺 内 热 盛 ， 治 疗 核 心 以 清 热

为 主 ， 提 出 “ 清 热 化 纤 法 ” ， 并 总 结 出 “ 生 地 黄 ” 加 “ 败 酱 草 ” 为

君 药 的 清 热 化 纤 方 。 该 方 应 用 临 床 、 疗 效 显 著 ， 值 得 进 一

步 推 广 及 研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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