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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老中医治疗肺系疾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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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医的肺系疾病，包括感冒、咳嗽、哮证等，相当于现代医学的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在肺系疾病的治疗方面，发

挥着充分的优势。名老中医是中医学术造诣最深、临床水平最高的群体，是中医界的中流砥柱；名老中医学术思想是在继

承和发展中医经典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融汇了前人的智慧和自己独特的见解通过对

名老中医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的辨识和治疗肺病的经验总结，能够带来防治肺病的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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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 in the treatment of lung diseases by famous old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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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lmonary diseases in Chinese medicine, including colds, coughs, wheezing, etc., are equivalent to respiratory diseases in 
modern medicin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lays a full advantage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s. Famous ol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are the group with the deepest attainment and the highest clinical lev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are 
the mainstay of the field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ummarizing the academic thinking and clinical experience of famous and 
old Chinese medicine practitioners in the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s can bring new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pulmonary dise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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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肺系疾病的概念
中医的肺病，包括感冒、咳嗽、哮证、喘证、肺胀、肺痈、

肺瘘、肺痈、咯血等，相当于现代西医的呼吸系统疾病，

如：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

肺源性心脏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脓肿、

肺结核、肺纤维化、肺癌等，中医认为，肺系疾病时临床

上常见的多发病，已成为一种重大的影响人体健康的疾病
[1]。

二、肺的生理功能
肺的生理功能：主气，司呼吸。主呼吸之气：人体通

过肺的呼吸作用，进行内外的气体交换，以呼浊吸清，吐

故纳新。《医宗必读》：“肺叶白莹，谓之‘华盖’，以

覆诸脏，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一

呼一吸，消息自然，司清浊之运化。”[2] 说明肺本身具有

呼吸之功能。肺既主呼吸之气，亦主一身之气，尤其是宗

气的生成。宗气是由肺吸入之清气与水谷化生之精气结合

而成。它渗润于血脉之中而宣发输布于全身，以维持各脏

腑组织的正常活动，这是肺主一身之气的一个主要方面。

故《素问·五脏生成篇》说：“诸气者，皆属于肺。”[3]

通过肺的气化，及时排出体内浊气。因肺气推动，能收津液，

水谷精微，运行散布于全身各处，内而脏腑经脉，外而肌

肉皮毛。故《灵枢·决气篇》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

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4] 宣发卫气，

调节腠理之开合。肃降，即清肃下降之意，是肺气向下的

功能。肺的宣发和肃降，是相辅相成的，宣肃结合，肺气

通畅。肺能通调水道，通过宣发，使水液布散到全身，特

别是皮肤，经由汗孔排出为汗。通过肃降，收津液内灌五

脏六腑、筋骨经脉，并使多余的水液，下归于肾，经过肺

肾的气化作用，使水液下输膀胱，成为尿液，排出体外。

通调水道功能失常，就可发生水液停聚病变。肺朝百脉、

主治节，将吸入之清气，渗润于血脉之中，输送于全身。

血脉是心所主，血液的运行，赖于气的推动。肺朝百脉，

既是心肺的关系，也是气血的关系。故《素问·经脉别论》说：

“食气入胃，浊气归心，淫精于脉；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

肺朝百脉，输精于皮毛。”。

三、肺系疾病的历史源流
《黄帝内经》对肺的生理、病因、病机、证候表现、诊断、

预防转归、运气节律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5]，对肺系

统疾病的防治有了较好的理论依据和认识。《医学心悟》：“肺

体属金，若钟然，钟非叩而不鸣，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

邪，自外击之则鸣，劳欲情志饮食炙而火，自内攻之则亦

鸣”[6]  。近年来肺系病发病逐年升高，中医在肺系病证病

名、分类、治疗、实验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进展 [7]。病名

及分类方面的进展集中在咳嗽、哮喘和肺纤维化上。咳嗽

病名，始见于《内经》，讨论咳嗽的专篇其名为《素问·

咳论》，详细论述了五脏咳及六腑咳的症状，为后世医家

咳嗽以脏腑进行分类辨治奠定了基础；元代的王好古在《此

事难知》对各类咳证 [8]，提出了具体的处方 , 故弥补了其不

足之处，有较多还为后世医家沿用。金元时期的刘完素在

《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咳嗽论》中说“咳谓无痰而有声，



临床医学研究 : 2023 年 5 卷 2 期 
ISSN: 2705-0939(Print); 2705-0475 (Online)

5

肺气伤而不清也。嗽谓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

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咳而为嗽也”[9]。

明代李中梓《医学入门·咳嗽》有“外因四气随时令”、

“内伤火郁劳食情”，首次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两类 [10]。

明代张景岳的《景岳全书·杂证漠·咳嗽》曰“咳嗽一证 ,

窥见诸家之论太繁……以余观之，则咳嗽之要，止为二证，

合为二证一日外感，一日内伤而尽知矣。”[11] 张仲景在《金

匮要略》治饮方剂中，如泽泻汤、葶苈大枣泻肺汤、小青

龙汤等 [12]，《金匮要略》中的射干麻黄汤、甘五味姜辛汤、

麦门冬汤等，皆成为后世治咳颇有疗效的方剂。叶天士治

疗肺系疾病的三大法则，即宣肺、养肺、清肺 [13]。

四、近现代医家治疗肺系疾病情况
曹颖甫诊治肺系疾病以脏腑辨证为依据，以肺脏为主

线，治感冒、咳嗽等以调气机为主，恢复肺气的宣发肃降

功能；肺痈、肺痨、肺痿等病变，以复其形质、调节脏腑

功能为主，参考五行生克、脏腑传变规律，以补土生金、

健脾益肾等为法 [14]。曾国强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总结 出

“肺中冷”的三大治疗原则为 : 补虚、解表、化痰 [15]。薛

汉荣常喜用药对治疗肺病 [16]；老中医周济安先生运用宣、清、

泻、降、温、滋、益、敛、止等九法治疗肺系疾病 [17]。黄

吉赓教授提出依据脉率、药物功效以及患者病情来确定药

物的剂量 [18]。新安王氏在治疗肺系疾病中注重辨证重脏腑、

审证重求因、立法重温补、用药倡轻灵的特点 [19]。门九章

治肺时组方常以重视胃气、培土生金立法 [20]。国医大师洪

广祥教授主张从温宣、温化、温散、温通、温补五方面治

以治肺 [21]。沈宗国治肺六法 : 借金健土、宣肃肺气、豁饮通络、

祛痰止咳、纳肾平喘、护卫三佟 [22] 。王诚喜教授临床 [23] 常

用于治疗肺系病证的四组“角药”：当归、橘络、露蜂房；

桂枝、吴茱萸、干姜；太子参、黄芪、当归；黄芩、桑白

皮、苦杏仁。肺系疾病临床辨证分虚实两端，虚在于气阴

不足，实在于气机郁滞、痰浊 ( 饮 ) 阻滞、血脉闭塞等。张

怀亮教授治疗肺系疾病擅从少阳入手，自拟宣达饮，有宣

畅气机 , 化痰活血功效 , 对肺系疾病疗效较好 [24]。陈宪海教

授秉承中医理论，以药物四气五味、升降浮沉及归经为依据，

结合中医学临证理论与体质辨识遣方用药，“随证治之”，

擅用对药治疗多种肺系疾病 [25]。弓雪峰 [26] 认为“寒包火”

是咳嗽、哮病、喘 证、肺胀、肺痹等肺系疾病常见证型之一，

从“寒包火”角度论治肺系疾病是十分有必要的，提出应

顾全虚实两端，重视实火相挟、虚火 为病的病机特点，治

疗遵循 “火郁发之”、“透邪外达”。李慧教授 [27] 善用药

对“木蝴蝶—岗梅根”清热治喉痹、“蜜麻黄—杏仁”宣

肺降气治咳喘等，对药物优化配对使用 , 可达到相须相使，

增强作用靶点，提高临床疗效的目的。孙增涛教授亦认为

治疗肺系疾病时，以治痰为要，调气为先，用药讲究“清、

轻、宣、透”，组方不乏宣肺、清肺、润肺、养肺之法，

寒温并用，辛开苦降，着眼肺脏气机升降，重视中焦脾胃，

兼顾五脏六腑 [28]。解开红提倡治肺病从脾论治 [29]，根植于

《内经》，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肺脾相关是中医

脏象学说的重要内容，脾肺之间除了五行相生的关系外，

还存在着相克相用的联系，尤其体现在气的生成和运行、

津液的输布和水液的代谢等方面，对于治疗肺病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陈宪海教授认为，“病、脉、证、治”在分

析、处理临床肺系疾病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构建“分

层次辨治”、“截断疗法”、“扶助正气”等临床思路 [30]，

以指导疾病的临床治疗，在改善症状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为肺系疾病的防治带来了新的思考。名老中医邵长荣教授

巧立通法 [31]，从开鼻通窍、利咽润喉；祛风解表、宣通肺

气；健脾化痰、肃清气道；解郁疏肝、疏理气机；实则泄腑、

肃通大便；通利水道、消肿平喘六个方面入手，灵活运用

于肺系疾病的诊疗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 究其根本 , 乃源于

肺为清虚之体 , 凡肺系见症多由气机不通而起，可用“通法”

治之。名老中医赵继福教授自拟参术止咳汤治疗咳嗽变异

性哮喘 ( 肺阴亏虚型 )，可显著改善症状。龙祖宏教授运用

痰湿致病学说治疗肺系疾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

之器”等观点 [32]，认为脾虚生痰，痰湿蕴肺易致肺疾，宣

肺止咳、健脾化痰是临床上常用来治疗肺病的方法。国医

大师张磊善用涤浊法治疗肺系疾病 [33]，“涤浊法”为张老

临证八法之一，在治疗肺系疾病中应用最广泛。外感六淫，

内伤七情，饮食劳顿，都会导致脏腑功能紊乱，产生浊气，

使脏腑进一步受阻，脏腑气化功能受到影响，浊气阻滞的

病证很多，于是就有了涤浊法的确立。根据浊邪所在部位

不同，分浊阻上、中、下三焦，也有浊邪阻滞的脏腑，而

随证加减。浊郁上焦之证，张老常用苇茎汤为主方，加以

轻清之品，如紫苏子、麻黄、桔梗等。陆旭之用培土生金，

祛邪散痰；开郁散结，调补脾肾，通络化瘀等具体治法治

疗支气管炎取得良好的效果 [34]。张念志教授认为治疗特发

性肺纤维化需分期论治 , 以益气养阴、活血通络为要 , 创参

七虫草胶囊 [35]。晁恩祥教授治疗肺系疾病重视风、痰、瘀

等病理因素 , 治疗以益气养阴、调补肺肾、活血化瘀为基

本方法 , 间以疏风、化痰、祛瘀等 [36]。国医大师熊继柏教

授治疗肺癌予清热化痰散瘀治疗方法 [37]。

五、中医药治疗小儿肺系疾病
小儿因体质尚未壮实，尤易患呼吸系统疾病，中医在

治疗小儿呼吸系统疾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宋代钱乙结

合《内经》及总结前人经验，认为肺为娇脏，既恶寒亦恶热。

钱乙常用养阴补肺法治疗小儿肺阴虚病嗽咯血。如谓“肺

脏怯，唇白色，当补肺，阿胶散主之”[37]。钱乙注重运用

五脏辨证气候与脏腑关系的学说，阐明咳嗽的病因、病理

与治法，并为《黄帝内经》“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

肺也”的理论作了实践上的验证。陶红 [38] 为上海嘉定陈氏

儿科传人，其善用“桔梗－生甘草”、“木蝴蝶－玄参”、

“金银花－赤芍”、“桑白皮－黄芩”、“蝉蜕－防风”、

“莪术－路路通”、“牡丹皮－白茅根”治疗儿童肺系病症。

治疗小儿肺病，廖濬泉多从“痰”、“气”论治，肺脾同治，

顾小儿脾胃，常用的核心中药有：半夏、茯苓、陈皮、麻

黄、杏仁等。张士卿教授认为对药系用相互依赖、相互制

约以增强疗效 , 喜用“荆芥穗 - 防风”治疗外感发热、“苍

耳子 - 辛夷”配合治疗鼻渊 [39]。

六、总结
中医药对中华民族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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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的繁衍生息、兴旺发达功不可没。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

长河中，历代中医药工作者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和临床

经验积累，不断丰富中医药内涵，尤其名老中医的学术经

验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医理论造诣深厚，学术成

就卓著，作为中医药领域的杰出代表人物，为中医药事业

的发展立下卓越功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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