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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瑞教授治疗过敏性鼻炎经验 
李壮花  梁建平  董  瑞 

(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医院  北京  101400) 

摘要： 董瑞教授认为过敏性鼻炎应归属于中医“鼻鼽”范畴，为本虚标实之证。本为正气不足，脾肾阳虚，标为感受风寒之邪侵袭。一般

多见于气虚质，阳虚质，特禀质等体质。提出从体质学说调理过敏性鼻炎的新思路。采用穴位贴敷、穴位拔罐、督脉艾灸配合中药的综合

疗法治疗过敏性鼻炎稳定期患者，远期临床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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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瑞，男，首都名中医，全国政协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主任中医师，博士生导师，北京康益德中西医结合肺科

医院院长，北京肺纤维化研究所所长，国医大师晁恩祥教授传承工

作分站站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中医师，北京市首届

复合型中医药学术带头人，北京董瑞基层老中医传承工作室负责

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建设项目肺病科学科带

头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膏方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中西

医结合学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

开发协会副会长兼中国民间中医医药研究开发协会中医冬病夏治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防治呼吸系统疾病。 

过敏性鼻炎（AR）是特应性个体暴露于过敏原（变应原）后

主要由免疫球蛋白 E 介导的鼻黏膜非感染性慢性炎性疾病[1]。临床

以鼻痒，打喷嚏，大量水样鼻涕，鼻粘膜肿胀，鼻塞为主要症状。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AR 是临床常见的慢性鼻病，影响着全世界

10%-20%的人口[2]。40%的 AR 患者可合并支气管哮喘，在有鼻部

症状的同时，还可伴喘鸣、咳嗽、气急、胸闷等肺部症状[3]。按过

敏原（变应原）种类分为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和季节性过敏性鼻炎。

常年性 AR，症状发作呈常年性。给患者带来较大的身心痛苦。现

已成为全社会普遍关心的健康问题。常规西医治疗，往往很难彻底

治愈。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常年性过敏性鼻炎方面显现出一定的

优势，尤其对过敏性鼻炎的远期疗效确切。董瑞教授长期从事中医

肺系病的研究，对过敏性鼻炎中医治疗有独特见解，现将经验介绍

如下： 

1  病名及病因病机 

过敏性鼻炎属于中医学“鼻鼽”范畴，早在《黄帝内经》中就

有关于该病的记载。《素问·玉机真脏论》曰：“脾为孤脏，其不及

则令人九窍不通。《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金不及，民病肩背

瞀重，鼽嚏”。可见鼻鼽的发生与脾肺的关系密切。《素问·脉解篇》

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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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鼻鼽的成因及

临床表现。《礼记·月令》中指出：“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

藏殃败，民多鼽嚏”，指出了气候变化与鼻鼽的形成有关。中医认

为“肺主鼻，鼻为肺之窍”，“鼻准属脾土”，“五气所病……肾为欠，

为嚏”，认为“鼻鼽”的形成与肺、脾、肾三脏有关[4]。鼻鼽的发生

有很多机制：“因于虚，因于风，因于寒，因于痰湿，因于瘀滞，

因于伏热，责之于肺脾肾三脏[5-7]。”《素问·五脏别论》：故五气入

鼻，藏于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8]。董瑞教授认为鼻鼽

的发生，内因多与脏腑功能失调，个人的禀赋体质特异性有关。主

要为卫阳不固，肾阳虚为主，多见于阳虚质，气虚质患者。其病位

在于肺，与脾肾密切相关。外因多为风寒等邪气侵袭鼻窍所致。本

病常暴发骤停，反复为患。肺合皮毛，宣发卫气，肺气虚弱，则腠

理疏松，卫外不固，风冷异气（如花粉、粉尘、油烟等过敏源）乘

虚侵袭，上乘于鼻，则鼻痒作嚏，清涕连连而发病。卫气的充盛，

根于肾阳的蒸腾气化，有赖脾气之输布上充，肺气的宣发肃降。《素

问·阴阳应象大论》云：“（肾）气大衰，九窍不利，上虚下实，涕

泣俱出矣。”“肾阳不足，命门火衰，失于摄纳，则肺失温煦，失于

宣降，气浮于上，气不归元，上越鼻窍耗散于外，故致喷嚏不止。

肾阳不足，肺气虚寒，寒水上泛，则致鼻流清涕不止。” 

2  辨证论治 

鼻鼽的常见证型为肺气虚寒证、脾气虚弱证、肾阳不足证和肺

经伏热证[9]。过敏性鼻炎由脏腑虚损，正气不足，腠理疏松，卫表

不固，风邪、寒邪或异气侵袭而发。发作期应祛除诱因，控制症状，

以治标为主，常选用的方剂为辛夷散、苍耳散、香苏饮等。缓解期

以益气固表，以治本为要。调理全身脏腑机能，多选用玉屏风散、

补中益气汤、金匮肾气丸等补肺、脾、肾之方剂。在补肺健脾温肾

的基础上，根据鼻粘膜变异辨证用药。发病早期鼻粘膜苍白及淡白

色、水肿者，宣祛风散寒，调和营卫，选用黄芪、防风、白术、桂

枝、辛夷、苍耳子、白芷等药物，鼻粘膜淡红及粉红色者，多属肺

肾阳虚，选用桂枝、仙灵脾、附子、黄芪、白术、菟丝子，肉苁蓉

等；鼻粘膜灰暗者，多属肺脾肾俱虚，风寒内侵，在补肺脾肾基础

上，加活血散寒药，如附子、川芎、路路通、细辛等，兼有郁热者，

选用黄芩、蒲公英、桑白皮、徐长卿等。 

3  中医综合疗法 

董瑞教授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从调理患者体质方面入

手，创立了一套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综合疗法。研发了穴位拔罐专用

罐具和专用穴位贴敷膏。综合疗法包括穴位拔罐、穴位贴敷、督脉

艾灸等中医外治法，配合院内制剂仙芪扶阳固本丸口服。意在激发

人体的正气，调节体质偏颇，改善脏腑功能状态，达到阴平阳秘的

正态平衡。尤其对改善过敏性鼻炎患者的远期预后效果明显。 

具体治疗方法：（1）穴位拔罐：采用康益德医院穴位拔罐专用

药罐（专利号 ZL200620003770.2），将中药方加味玉屏风（黄芪 30g，

白术 10g，防风 10g，白介子 10g，白胡椒 10g，细辛 6g）煎成中药

汤剂，置于专用罐具中约 2/3 量，选用 20ml 注射器，采用负压吸引

的方法，吸附在任督二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等经络的前

胸后背穴位处，在皮肤留置约 10 分钟，取下消毒备用。每 3 天穴

位拔罐一次，1 个月为 1 疗程。（2）穴位贴敷：采用本院监制的咳

喘贴贴敷治疗（咳喘贴注册证书：赣械注准 20162090096）主穴取

大椎、双肺俞、天突、膻中；每次贴 8 小时，每 3 天贴敷 1 次，1

个月为 1 疗程。（3）口服院内制剂仙芪扶阳固本丸（批准文号：京

药制字 Z20100001，北京勃然制药有限公司），30 粒/次，1 天 3 次，

连续服用 3 个月。（4）督脉艾灸：一次 30 分钟，3 天一次。10 次

为一疗程。 

4  病案举例 

薛某，女，32 岁，2021 年 7 月 1 日首诊。主诉反复鼻塞，流

涕 3 年，再发 1 个月。现病史：3 年前受凉后出现鼻塞、流涕。自

认为感冒，未重视，未系统治疗，症状持续 1 个月，遂去当地医院

诊断为过敏性鼻炎，给予抗过敏药依巴斯汀口服，曲安奈德鼻喷雾

剂使用，症状逐渐缓解。次年春秋季节再次发作，持续时间延长，

患者十分痛苦。此次鼻塞流涕已发作 1 个月，使用抗过敏药及香菊

胶囊后症状改善。为求中医诊治来诊。刻下症见：神清语明，鼻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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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嚏、流清涕，鼻塞，鼻黏膜苍白，少气懒言，气短，乏力，纳呆，

怕冷，大便溏薄，舌质淡，舌体胖，边有齿痕，脉细弱。辨病：鼻

鼽。辨证：脾肾阳虚型。辨体质：阳虚质合气虚质。治法：补肾健

脾，益气固表。治疗方案：仙芪扶阳固本丸+穴位贴敷+穴位拔罐+

督脉灸，疗程 3 个月。患者严格遵医嘱执行，症状明显改善。随访

至今，症状无再发。偶有感冒，口服感冒清热颗粒等药物，症状均

可缓解。 

按语：过敏性鼻炎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指肺脾肾三

脏虚损，“标实”指风邪、寒邪或异气侵袭。过敏性鼻炎发作期以

祛除诱因，缓解临床症状，以治标为主。缓解期应以全身整体调理，

以固本为要。本患者来院时处于过敏性鼻炎的缓解期。董瑞教授根

据患者舌苔，脉象，体质等综合因素分析，采用三因治宜的方法，

选择以内服院内制剂仙芪扶阳固本丸治其本，恢复脏腑功能。采用

穴位拔罐，穴位贴敷的中医外治法直达病所，以治其标，督脉艾灸

调节阳虚、气虚体质。三者联用起到了一定协同作用，对减少过敏

性鼻炎的发作次数，减轻发作程度，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效预

防负面情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远期疗效显著。达到标本同治的目

的。 

穴位拔罐、穴位贴敷治疗原理主要来源于中医学整体观。药物

气味入于皮腠腧穴，通过孙脉络脉，随气血运行，内达脏腑，散布

周身。从而发挥药物的治疗作用。大椎、肺俞及背部多处拔罐有宣

肺散寒解表、疏通经脉作用，故肺窍通[10]。穴位拔罐兼能增强穴位

贴敷疗法温阳散寒的作用，且拔罐后穴位局部血管扩张，毛孔开放，

有利于药物的吸收[11]。穴位用药属于中医内病外治范畴，是通过对

皮肤有较强刺激的中药贴敷于穴位，使药物通过体表与五脏六腑元

真相贯通，通过对与肺相关任督二脉俞穴及膀胱经背俞穴的刺激，

激发机体阳气，调理气血，平衡阴阳，达到提高呼吸系统免疫力，

扶正祛邪，益气固本之功效[12]。 

仙芪扶阳固本丸是康益德医院的院内制剂，主要通过补肺健

脾，温阳补肾，协调肺、脾、肾三脏的功能，达到扶阳固本的目的。

此药以玉屏风散为基础方加减。玉屏风散是足太阳和手、足太阴之

药，方中黄芪大补脾肺之气，实卫固表，白术健脾益气，助黄芪以

加强益气固表之功，二药合用，使气旺表实，邪不易侵犯。更配以

防风走表祛风并御寒，且黄芪得防风，固表而不留邪；防风得黄芪，

祛邪而不伤正。此谓补中有散，散中有补也[13]。方中茯苓、白扁豆、

陈皮加强补脾益气之功。人参大补元气为君，淫羊藿和蛤蚧温补肾

阳。诸药合用，起到了补肺健脾温肾的作用。 

《医学入门》载：“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寒者

灸之，使其气之复温也。”督脉为阳脉之海，在督脉辅灸，借助艾

火的热力，通过经络的传导，可充分激发督脉自身的经气，温经通

阳，扶正祛邪，有效的鼓舞机体的阳气，抑制，驱散寒湿之邪。督

脉与施灸部位接触面广，温通力强，作用时间持久，疗效确切[14]。

督脉行于背部，主导一身阳气功能活动，在督脉行辛温大热的督脉

灸治疗，使阳气在体内积聚，从而起到大补阳气的作用。该疗法将

经络、腧穴、药物、艾灸的作用融为一体，具有通督止痛，温阳散

寒，调补脾肾、调和气血，平衡阴阳的优势[15]。 

此患者过敏性鼻炎西医诊断明确。鼻痒、喷嚏、流清涕，鼻塞，

鼻黏膜苍白，符合中医“鼻鼽”范畴。少气懒言，气短，乏力，纳

呆，怕冷，大便溏薄，符合脾肾阳虚证型特点。采用仙芪扶阳固本

丸+穴位贴敷+穴位拔罐+督脉灸的综合疗法治疗，从改善患者偏颇

体质入手，取得了满意效果。 

5  讨论 

过敏性鼻炎是目前呼吸系统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主要表现有鼻

痒、鼻塞、喷嚏、鼻粘膜肿胀等症状。尤其是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发病特点为常年反复发作，时轻时重，需要长期使用药物维持，而

且易耐药，病情呈逐年加重。严重者可并发支气管哮喘，出现呼吸

困难等症状，大大降低了患者的工作和生活质量。目前西医没有特

效药物。 

现代研究认为人体免疫功能的低下与肺、脾、肾三脏虚损关系

密切。目前尚无彻底根治的方法。董瑞教授通过大量的临床经验积

累，创立了通过穴位拔罐、穴位贴敷、督脉艾灸配合口服仙芪扶阳

固本丸为一体的综合疗法。通过内病外治的方法，激发人体的阳气，

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改善患者偏颇体质，以达到“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的“和平质”状态。能有效控制过敏性鼻炎稳定期的临床症

状，预防复发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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