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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儿鼻鼽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现代医学认为与变态反应有关,以对症治疗、健康宣教

等为主,但病情易反复。中医治疗这类功能性病变有一定的特色和优势,多从肺脾肾三脏治疗,很少

考虑到从心肺同调。以《黄帝内经》之“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作为切入点,以后天之本脾胃为基,
从心、肺两脏与鼻鼽的生理病理联系、病因病机、治则治法等角度探讨从心肺论治小儿鼻鼽,并附临床

医案一则,以期为该病辨治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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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llergicrhinitisinchildrenisacommonrespiratorydiseaseinpediatrics.Modernmedicineconsidersittobe
relatedtotheallergyreaction.Symptomatictreatmentandhealtheducationarethemainmethodstotreatthedisease,
butitiseasytorepeat.TheTCMhasmanycharacteristicsandadvantagestotreatthistypeoffunctionallesions.Itis
treatedmainlyfromthelung,spleenandkidney,butlittlefromtheheartandlung.Basedonthetheoryof“Iftheheart
andlungwerediseased,thenosewillbeaffected”fromHuangdiNeijing,emphasizingthefoundationofacquiredcon-
stitution(thespleenandstomach),treatingallergicrhinitisinchildrenfromtheheartandlungtheorywasdemonstra-
tedfromthephysiologicalandpathologicalconnectionbetweentheheart,lungandnose,etiologyandpathogenesis,and
treatment.Andacaseisattached,inordertoprovideanewideaforthetreatmentofthe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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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儿鼻鼽也被现代医学称为儿童过敏性鼻炎
(Allergicrhinitis,AR),是机体暴露于变应原后发生
的,主要由免疫球蛋白E(IgE)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
性炎性疾病,典型症状为鼻塞、清水样涕、喷嚏、鼻痒
等,且病情缠绵难愈、易反复发作,给儿童的生活质
量造成严重影响。有研究表明,我国儿童AR患病
率为15.79%[1],由于受到环境、遗传、抗生素应用和
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儿童AR在其呼吸道炎性疾
病中的发病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目前对于儿童

AR的诊治,现代医学的保守治疗主要是通过抗炎、
抗过敏、清洁鼻腔、提高免疫力等进行对症支持治

疗,虽有一定的疗效,但易复发。随着近年来中医治
疗该病的临床研究增多,中医药逐渐显示出了自身
的特色和优势,不仅能使临床症状明显缓解,还有稳
定的远期疗效,容易被患儿及家属接受。《素问·五
脏别论篇》云“是以五脏六腑之气味,皆出于胃,变见
于气口……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张志聪医学
全书》言“心肺居上为阳,肺乃心之盖而主气,开窍于
鼻”[2],指出鼻窍的病变与心肺密切相关。故本研究
从“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的角度探讨从心肺论
治小儿鼻鼽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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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医学对鼻鼽的认识

鼻鼽在许多医书中都有记载,如在《内经》中,也
被称为“嚏、鼽嚏”等。鼻鼽病名首载于《黄帝内经》:
“所谓客孙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阳明并于上,上
者则其孙络太阴也,故头痛、鼻鼽、腹肿也。”《素问·
至真要大论》言:“少阴之后,懊热内作,烦躁鼻嚏。”
《灵枢·口问篇》云:“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
为嚏。”目前中医认为此病多与外感风寒,湿、热内
侵,肺脾虚弱,痰饮、瘀血内阻等因素相关,其病位在
肺、脾、肾,也与心、肝密切相关,但多从肺、脾、肾进
行论治。其基本病机主要包括肺气虚弱、卫外不固、
复感风寒、脾失健运、肾气亏虚、肺经伏热等。由此
可见,小儿鼻鼽主要由各脏腑功能失调,外加邪犯鼻
窍而成[3]。

2 心肺与鼻、鼻鼽

2.1 心肺与鼻
《黄帝内经·素问》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

焉。”心的生理功能包括主血脉和心藏神,其余各器
官的生理功能也依赖于心的功能,心阳的温养和激
发可促进各官窍的正常运作。而鼻居面中,为“多气
多血之窍”[4]。心气强健、血液充盈以及脉道通利则
血液得以运布全身,心血使鼻受到濡养从而发挥其
功能[5]。宗气走息道以司呼吸,与鼻相通,聚集于胸
中,贯注于心肺之脉,助心行气血以通利鼻窍,所以
心气充足则鼻窍功能正常。正如《难经集注》所言
“心主嗅,故令鼻知香臭”[6];《医学入门》所言“鼻窍
于肺而能知香臭者,心也”。

《素问·灵兰秘典论》曰:“肺者,相傅之官,治节
出焉。”肺具有主气司呼吸、主宣降、治节、朝百脉、通
调水道的生理功能,且肺开窍于鼻。肺主体内外气
体交换,也参与宗气的生成,为人体的各种生命活动
提供动力,且全身的气血均会通过经脉朝会于肺,助
心行血,从而推动血液的运行。鼻有通气和嗅觉功
能,肺在窍为鼻,鼻与喉相通而连于肺,肺则通过鼻
窍与外界相通。中医学认为,鼻的功能均需要依赖
于肺气的温养,但同时还需心血的濡养。正如《灵
枢·脉度》所言“肺气通于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
矣”。
2.2 心肺与鼻鼽

心藏神司嗅[7],与鼻关系密切,因此“心肺有病,
而鼻为之不利”,心的功能异常可能引起鼻的病变,
例如儿童过敏性鼻炎。任何疾病的产生都是在某种
条件下,正邪相争、正不胜邪的结果,正如《素问·刺
法论》所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素问·评热病
论》所载“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小儿亦有自己特殊

的生理特性,“心常有余,肺常不足;阳常有余,阴常
不足;肝常有余,脾常不足,肾常不足”,且五行又相
克,故心脉痹阻、心经不通,久则心阳、心血不足,导
致水湿停聚鼻窍而阻塞或失嗅[5];还有心经积热,上
熏鼻窍可致鼻衄[4]等;再加上百病之长风邪、过敏
原、气候异常、饮食改变等[8],从而引起现代医学之
过敏性鼻炎。

肺主鼻,肺脏受累,常会导致鼻病。正气虚弱是
发病的前提条件,机体的各脏腑生理功能低下,抗邪
防病和修复、再生能力不足,导致邪气入侵,邪胜正
负则发病。小儿“肺常不足”,肺为清虚之体,外合皮
毛,开窍于鼻,与天气相通,故六淫等外邪从口鼻或
皮毛而入侵袭机体,均易致肺犯病,从而影响鼻。若
肺失宣降、肺气虚弱,鼻窍失于温养,可致鼻塞,少气
不足以息[9],即《黄帝内经》之“肺气虚,则鼻塞不利,
少气”。若肺经有热,上壅于鼻,鼻可流浊涕、嗅觉下
降;以及心肺有火,心火邪热干于阳明,火化成痒发
于鼻则为嚏[10];肺在液为涕,气机失调,津液停积于
鼻则流涕,久之津亏鼻干,还可生风作痒,最后发为
小儿鼻鼽。

3 以后天为基,从心肺论治小儿鼻鼽

3.1 从心论治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有言“鼻塞治心”,指出

鼻部疾病可从心论治。一些医书中还记载了治心以
治鼻病的方药:菖蒲散治鼻塞不通,药用菖蒲、皂角
通心气以开鼻窍;芎散治鼻窒,药取细辛、川芍、木
通等通心和营利鼻窍[11]。《医理真传》叙述了病后忽
流清涕、打喷嚏不止的病机是先天真阳不足[4]。这
说明鼻鼽可由外感而发,也可由心肺阳不足致鼻失
所养,治宜调补心肺,心肺足而病自愈。江雅宜等[12]

认为鼻鼽发生的病机应为“心不部表”。心部于表与
鼻鼽密切相关,心阳部表,助阳而散邪,心阳满而嚏,
阳随嚏而泄。所以治疗当宣通心阳以恢复心部于表
的作用,采用桂枝甘草汤加减,临床可获取良好疗
效。王仁忠[13]提出宗气-心肺-鼻的整体功能结
构,认为鼻鼽是由于宗气不足,前者功能受损,则营
卫失调,气血失和,致鼻窍失于濡养,再加上外感风
邪等乘虚而入,循肺犯鼻,最后表现为鼻塞、流清涕
与打喷嚏等鼻鼽典型症状。故王仁忠认为该病的治
疗宜从心肺气血同调,气血入鼻则鼻利。田理教授
认为心肺在气血运行上互相协调[14],“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鼻鼽气虚日久可形成血瘀。因此田教
授指出在临床中可采用益气活血通窍法进行治疗,
方用玉屏风散加牡丹皮、川芎等药,此治疗还可同时
提高患者的免疫能力,降低复发性。谭克平等[15]运
用辨证取穴针刺治疗鼻鼽,对于久病耗伤心阴、鼻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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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养的患者,治疗以养心安神为主,主穴取心俞、肺
俞、脾俞、百会、足三里等局部穴,研究还认为鼻鼽的
反复发作与气血不和、神明失养相关,针刺治疗应从
调和气血、形神入手,在临床中可明显改善症状。

以上说明了鼻鼽发病涉及到心时,可考虑从心
方面进行治疗,同时小儿疾病的治疗也需以后天脾
胃为本。心主血脉,脾主统血,且心为脾之母,脾运
化功能与心密切相关,血液的生成与运行关键也在
于心脾,二者在生理上相辅相成,病理上也互相影
响。小儿“心常有余,脾常不足”,患鼻鼽时可表现为
鼻痒难忍,喷嚏不止,自汗,心烦寐差,偶有眼痒、皮
疹,日久嗅觉减退,平素纳差。病机可归结于肺脾气
虚,心火致痒,久之心血心阳不足。治疗以顾护脾胃
为主,再加上温助心阳、调和营卫,方选桂枝汤等,在
临床上可取得良好效果。
3.2 从肺论治

鼻为肺之窍,肺病多可累及鼻,鼻病多可从肺论
治。鼻鼽初发病多由于肺气失常所致,故言鼻鼽其标
在肺,其余脏腑发病影响至肺,方可为鼽。故处方多
含麻黄、桂枝、桔梗、防风等宣降肺气,并合苍耳子、细
辛、白芷、石菖蒲等通利鼻窍。许多医家在治疗小儿
鼻鼽的遣方上,也多从肺脏论治。黄敬之等[16]研究发
现,对于肺气虚型鼻鼽患儿,采用玉屏风散联合涌泉
穴敷贴,治疗效果优于单纯使用玉屏风散或西药。其
中玉屏风散内治其本,以中药(吴茱萸、细辛等)贴敷
涌泉穴外治疏通经络气血,从而改善症状。王士贞对
岭南地区鼻鼽有独到的见解,将此病分为肺脾气虚与
肺经伏热型,对于后者治疗采用清泄肺热,常选用泻
白散合辛夷清肺饮加减[17]。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
记载鼽涕与内外环境的火热之气联系密切,且小儿为
纯阳之体,邪气易从阳化热,治疗时需仔细辨别肺寒
与肺热。汪受传教授认为肺气虚寒证鼻鼽患儿的病
机关键是伏风内蕴、肺窍不利,治疗当温肺散寒、消风
宣窍[18],自拟验方消风宣窍汤,全方配伍得当,散外
风、抑伏风,标本兼治。贾六金教授治疗小儿鼻鼽经
验丰富,认为该病的基本病机是肺气失宣[19]。贾教授
从整体观划分鼻鼽类型,主张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并
采用辨病结合辨证的诊疗方式,主方以苍耳子散进行
加减,常取得显著疗效。

前面举例说明了小儿鼻鼽其标在肺,多从肺进
行论治。儿童先天禀赋不足加后天饮食不节易致脾
胃受损,鼻鼽发病则肺为标脏,脾为本源。肺脾母子
相生,肺主宣降,脾主运化,二者生理与病理息息相
关。小儿常脾失健运,水谷精微化源不足,不能上益
于肺,则肺气不足,肺失宣降,鼻窍失利而为鼻鼽[20],

主要表现为鼻塞流涕、喷嚏,遇寒加重,面色少华、口

唇色淡、纳呆消瘦,时困倦,平素易外感。病机为肺
脾不足,卫气失和。治法需肺脾协同,选用培土生金
法,既补脾气,又可从源头上补肺气,达到治病求本
之目的。

4 验案举隅

某患儿,男,9岁,2022年6月7日初诊。患儿
既往过敏性鼻炎反复发作数年,每日晨起或受凉后
可见流清涕、喷嚏频作,同时伴见鼻痒难忍,鼻塞明
显,嗅觉减退,自汗,偶还有心烦、寐差等症,予抗过
敏等西药口服和外用鼻喷激素治疗后症状有所改
善,但仍反复发作影响生活学习。刻下:流清涕、打
喷嚏,自诉受凉后明显,有鼻痒鼻塞,嗅觉也有减退,
偶有眼痒、咽痒等不适,同时伴见自汗,上臂可见散
在皮疹伴瘙痒,纳呆消瘦,面色少华,口唇色淡,鼻黏
膜充血水肿明显,舌苔薄白,脉细,平素易外感。中
医诊断:鼻鼽;病机:心肺不足,营卫不和;治则:益气
固表、温心助阳、调和营卫,拟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加
减:黄芪15g,党参15g,白术12g,防风10g,桂枝

12g,苍耳子10g,白芷6g,茯苓10g,半夏9g,陈皮

12g,薄荷6g,蝉蜕3g,五味子9g,甘草9g。5剂水煎
服,1剂/d。
2022年6月15日二诊。服药后患儿的症状有

明显改善,考虑到目前患儿纳差、嗅觉减退,调整上
方再服用3剂,症状消失。

按:此患儿平素体虚,且皮肤娇嫩,腠理疏松,外
感风邪或异气后内传于肺,肺失宣降、营卫失调致鼻
窍失养,则易诱发鼻鼽。患者病程长,肺气不足,受寒
加重。初起患者因肺失清肃,卫外不固,正邪相搏而
鼻塞不利,鼻不利则鼻痒、喷嚏、清涕连连。中气虚弱,
心阳不宣,鼻窍堵塞日久,则嗅觉减退。心肺阳不足,
后天脾胃虚弱,气血乏源,营卫失和致纳呆消瘦、面色
少华、口唇色淡以及皮疹等表现。中医讲究治病求
本,小儿病脾胃易伤,治疗时需兼顾后天不足;鼻为肺
窍,治肺可助小儿鼻的生理功能恢复;同时鼻也是心
肺的门户,鼻与肺因气相通,鼻与心因血联系,以后天
之本为基,从心肺同调治疗小儿鼻鼽有理可循。

方中玉屏风散益肺固表;桂枝、甘草温通心阳;
苍耳子、白芷、薄荷通利鼻窍;蝉蜕熄风止痒止嚏;五
味子上入肺,下走肾,敛气生津止涕;再加上六君子
汤调理脾气。全方注重心肺同调,气血调畅,营卫和
谐,则诸症可解。

5 结语

小儿鼻鼽病情缠绵难愈、易反复发作,严重者还
会对生活质量造成严重影响,该病近年来有日益增
多的趋势,在临床中应予重视。小儿鼻鼽常因外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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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或他病时诱发加重,还可伴发过敏性结膜炎、湿
疹、腺样体肥大、鼻窦炎、中耳炎等疾病。鼻鼽的发
病与五脏皆有关联,常从肺脾肾三脏治疗,可涉及
心、肝。王仁忠[13]认为心肺与鼻关系尤为密切,其一
肺主鼻,其二鼻之根部属心。小儿的生理特性为心
常有余、肺常不足。心有余,心火邪热干于阳明,火
化成痒。肺脏娇嫩,当心阳不足,难以助阳散邪,外
邪侵入上犯鼻窍,鼻窍不和,邪滞体表。皮毛合于
肺,肺失宣降,升降失司,鼻窍失于濡养,积之则鼻鼽
反复发作。医家万全还提出了小儿“脾常不足”的生
理特性,小儿脾胃娇嫩,形气未充,功能未健,而自身
又生长发育迅速,对营养物质的需求较大,则脾胃易
失健运。儿童先天禀赋不足加后天饮食不节易致脾
胃受损,则脾可为发病的本源。土生金,补脾气可从
源头上补肺气。火生土,脾运化功能与心密切相关。
临床上需辨证分治,一脏若损,母子甚或五脏可被波
及。治疗分标本缓急,急性期以驱邪为主,补虚之本
为辅;缓解期可温助心肺之阳,兼后天脾胃为基,帮
助患儿增强抗病能力。本案患儿正气不足,感外邪
诱发,病机为心肺阳不足、营卫不和,再加上脾失健
运,治疗时需标本兼顾,扶正祛邪,拟玉屏风散合桂
枝汤加减以益气固表、温心助阳、调理脾胃。全方从
心肺气血同调,同时兼顾护脾胃,获得良好疗效。实
际临证时还可辨证加减用药,如喷嚏频发、风寒诱发
加重加过敏煎;鼻涕、痰涎多时,加僵蚕、苍术等化痰
祛风;鼻衄加白茅根、小蓟、黄芩等清热凉血;鼻痒与
皮肤痒甚,或鼻鼽常年发作者,可取蝉蜕、僵蚕、地龙
等虫类药熄风止痒,且两种虫类药尽量不同时使用,
因为同时使用可能会加重过敏反应;用药过于温燥
时,需加入生地、麦冬、玉竹等顾护阴津;若遗留咽干
症状,可取桔梗、甘草片适量代茶饮宣肺润肺。临床
中有条件时还可配合灸法、耳穴贴压、穴位敷贴等中
医特色外治法以加强疗效。

综上,本研究根据“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
初步探讨从心肺论治小儿鼻鼽,希望能为临床治疗
儿童鼻病提供参考依据,拓展治疗思路,并最终改善
患儿的症状与生活质量,促进患儿早期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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