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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帝内经》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探讨小儿反复呼吸道

感染（虚证）的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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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医药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四川成都　610075

摘　要：中医学认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主要与小儿生理病理中“正气虚弱”的特点相关，与肺、脾、肾三脏的

关系最为密切。《黄帝内经》中“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理论思想指导着许多临床疾病的辨证论治，针对小儿反复呼吸

道感染（虚证），应用此理论，临床以“固正守本，祛邪扶正”为治则，以健脾补肺、益气固表为治法，采取内治与外治

相结合，在疾病的多个阶段进行综合治疗，可以取得更好疗效。笔者基于“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理论思想，探索“正气”

的内涵与外延，以下主要讨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的发病机制、治疗治则及调理防护，并附医案一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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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是中医学理论的基础，总结了先人对人体

科学的最高探索，其超前的医学思想至今仍指导着现代疾病

的诊治、预防。纵观本书，“正气”在本书中总共出现 13 次 [1]，

其中《素问 ▪ 刺法论》言：“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阐述

了正气在疾病抵御方面的重要意义，将正气的内涵外延至疾

病的诊治，针对现代疾病，尤其在儿科治疗反复呼吸道感染

（虚证）中，可以减少疾病的发病次数，提高其生活质量。

书中所释正气的内涵，一如《灵枢 ▪ 刺节真邪》言“正气者，

正风也”，指正常的四季时令节气，二指正面积极的、对身

体有益的能量与物质。将正气外延至疾病的诊疗，现代学术

界则普遍认为正气是人体内部所固有的一类生理之气，具有

祛邪、修复的作用 [2]。所以“正气”可以理解为对内外环境

变化的自我调节适应能力，是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康复的

能力的总和 [3]。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一病中，应

用“扶正补虚”的治则，进行综合治疗，可以改善患儿体质，

提高生活质量，减轻患儿痛苦以及家长的经济负担。

1.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的发病机制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是指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一般为

1 年），小儿反复多次（次数在 5-7 次及以上）发生上、下

呼吸道感染 [4]，本病具有病因复杂、反复发作的特点。现代

医学研究中，本病的发病机制尚不确切，目前多认为与呼吸

道屏障的破坏、免疫功能低下以及微量元素的缺乏有关。中

医学中，虽未有本病病名的直接记载，但结合其咳嗽、鼻塞、

流涕、发热等症状，多将本病归属于“咳嗽”、“喘证”、“体

虚感冒”的范畴，本病的病机存在虚实两端，本篇主要讨论

虚证。小儿本为“稚阴稚阳之体”，正气尚未充盈肌肤腠理，

加之肺常不足，御邪能力欠缺，故易发病，即“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基于“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治则，治疗以

补虚兼扶正为要。

2. 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的治疗调护

现代医学尚无特异性治法，临床中多在急性期以抗感

染对症治疗、免疫调节治疗和补充维生素的综合治疗 [5] 为主，

但反复使用抗生素存在耐药与不良反应的弊端，且一般不能

减少疾病的反复发作。中医学方面，基于“正气内存，邪不

可干”的指导思想，认为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的发病与

先天禀赋不足、体质稚弱、环境失宜、饮食不节等有关，应

以“固正守本，祛邪扶正”为主要治则。治法为健脾补肺、

益气固表，采取内治法和外治法结合行综合治疗，且在疾病

的不同阶段加以调护，以达到治疗以及未病先防、病愈防复

的目标。

1）内治法

小儿生长发育迅速，但脾气不足，气血生成乏源，无

法充养形体，抵抗外邪侵袭能力低；加之小儿机体发育不完

善，适应寒温、自我调节的能力弱，所以在外邪侵袭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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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卫外不固而导致发病 [6,7]。在治疗时采取补肺健脾的治

则，注重脏腑机体整体调理，使脏腑之气渐充，正气复，则

邪不可干，疾病不再反复。临床治疗多予玉屏风散、参苓白

术散等，同时注重固护胃气，防止闭门留寇。临床可予“培

土生金”的治法，通过调补脾胃，进而补益肺气，增益正气，

鼓邪外出，加强肺卫的防御功能，在治疗的同时预防其反复

发病 [8]。另外，对于兼有他病，病后邪去正伤、卫表不固的

患儿，治疗上以益气固表为主，多予生脉饮加减。临床治疗

中，膏方因具有补中有治、治中寓补、补治结合的特点，加

之服用方便、口感好，在小儿中接受度高，应用逐渐增多，

但予以膏方治疗本病时应处在病情相对稳定的非急性感染

期，最佳时机是冬令三九时节，治疗以清补、平补、通补为主，

注重肺、脾、肾三脏同调 [9]。

2） 外治法

临床中由于小儿多服药困难、依从性差，在治疗本病时，

多采取内、外治法结合行综合治疗。目前临床常用且认可度

高、疗效确切的中医外治法主要包括穴位敷贴、推拿治疗、

耳穴贴压疗法、香佩疗法、推拿疗法等 [10]。治疗本病以穴

位敷贴疗法中的三伏、三九敷贴疗法较为常用。三伏 / 三九

贴疗法是基于中医学“天人相应”的理论，在三伏（夏季阳

气旺盛季节）/ 三九（冬季阳气内收季节）应用针对性治疗

的药物敷贴与疾病治疗要穴上，起到激发 / 收敛阳气、提升

正气、提高免疫力的作用。王桂玲等 [11] 使用蜜麻黄、细辛、

白芥子、肉桂、延胡索打粉调膏，选取双侧肺俞、定喘、天突、

膻中几个穴位行贴敷治疗，结合以四君子汤为基础制成的膏

方口服，研究发现本方案对改善患儿症状、提高免疫力以及

预防反复呼吸道感染有一定疗效。此外，使用外治法加中成

药治疗本病，在减少复感儿呼吸道感染次数、缩短呼吸道感

染病程、增强患儿免疫功能方面也得到现代医学界的普遍认

可 [12]。

3） 多阶段调护

在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的不同阶段，都应采取治疗、

防护为一体的处理措施，以减少疾病发生，提高其生活质量。

未病阶段：小儿因具有形气未充、腠理疏松、脏腑未坚、表

卫不固的生理特点，任何生活起居的改变或内外环境的刺激

均可导致发病。故应注重日常调护，即未病先防，病愈防复。

正气的强弱是发病的先决条件 [13]，故以固护正气为目标，

使“正气内存”。日常生活方面，应遵循自然之道，适应气

候，饮食有度，起居规律，避免过劳。此外，在病后阶段，

也应该注意防护，避免正气尚虚，邪气再侵，导致疾病反复，

迁延不愈，并发咳喘、水肿、心悸、痹症的疾病。所以在非

急性期，应继续调补，固正气，结合三伏、三九敷贴治疗、

口服膏方调治等。

3. 医案一则

患儿王某，男，7 岁，2022 年 1 月至 6 月期间反复呼

吸道感染 6 次。2022 年 6 月初诊，咳嗽，有痰，偶咳出白

色泡沫痰，夜间及晨起咳嗽较多，为阵发性串咳，伴鼻塞不

适，咽痒不舒，伴多汗，纳一般，二便正常，舌红，苔薄

白，脉浮数。患儿为早产儿，体格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予以

苏葶麻杏石甘汤加减 3 剂治疗，咳嗽病愈。1 周后复诊，予

以玉屏风散加减 8 剂治疗，同时对患儿、患儿家长进行生活

教育，建议患儿行三伏、三九敷贴治疗。后追踪随访患儿，

2022 年 11 月复感 1 次，予苏葶麻杏石甘汤 4 剂治疗后病愈。

12 月复诊，予以玉屏风散加减 8 剂治疗。继续追踪，患儿

于 2023 年 1 月至 6 月，呼吸道感染 2 次，较前明显减少。

按：中医学认为小儿反复呼吸道感染（虚证）的病因

在于小儿正气的不足，中医治疗本病时，以“固正守本，祛

邪扶正”为治则，以健脾补肺、益气固表为治法，采取多种

药物、不同手段的综合治疗，治疗疗效确切，具有方法简便、

副作用小，可长期应用的特点，对于本病的防治有一定优势。

但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使用中医“扶正治则”指导治疗儿童

反复呼吸道感染，需要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采用，同时也应

尽量明确发生反复感染的现代医学原因，如存在免疫缺陷、

免疫抑制方面的问题，采取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措施，以

期在临床中取得更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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