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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治疗变应性鼻炎临床用药规律的探讨 

曾  礼  孙永东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  四川  泸州  646000） 
 

摘要：目的：回顾、搜集各类文献中变应性鼻炎的方剂资料，并分析药方中组方配伍的规律，总结下药规律，为临床治疗变应性鼻炎提供

可靠依据。方法:本次研究以病例分析为主，详细记录每一例患者的病情，以及方剂资料，借助大数据分析结果对所有案例进行归类，总结

中药复方治疗应变性鼻炎组方用药的规律。结果：根据统计结果显示，本次共计搜集 215 首方剂，共涉及 206 类药材，2436 味次。通过统

计、分析发现，药方药性整体以辛温为主，主归肝、脾经，患者方面，主要以肺气虚寒型为主。结论：通过本次研究工作可以总结出治疗

应变性鼻炎的用药规律为：以解表、补虚为主，佐以疏肝、活血等药物。 
关键词：变应性鼻炎；性味归经；用药规律 

 

引言：变应性鼻炎属于鼻粘膜非感染性慢性炎症疾病的一种，

该病症的临床表现为阵发性喷嚏、清水样涕，以及鼻塞等[1,2]，根

据不完全统计的结果显示，变应性鼻炎影响世界范围内 10%～40%

的人口[3]，且该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会直

接影响到患者自身的生活质量。西医治疗中药物治疗、手术治疗和

免疫治疗是其主要的三大手段，虽能够有效控制病情，但是容易复

发，有些药物伴有不良反应，整体疗效欠佳。中医治疗方面，提出

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详相结合，按照患者临床表现定方抓药，整体

治疗效果显著。所以，对已有的病例和药方进行回顾，能够为治疗

该疾病提供更为充分的理论支持和用药思路。 

一、浅析变应性鼻炎研究现状 
1.病名认识 

中医上认为，变应性鼻炎属于鼻鼽的范畴，发病部位为面颊、

颧骨处，主要的临床表现为阵发性鼻痒，连续喷嚏，鼻塞，流涕清

稀。“鼻鼽”一名，首见于《素问•脉解》其曰：“所谓客孙脉，则

头痛、鼻鼽、腹胀者，阳明并于上，上着则其孙络太阴也”。至明

清时期，大多医家均用鼻鼽一名，如明•王肯堂《证治准绳•杂病•

鼻》列有“鼻鼽”一病，并对鼻鼽之鼻流清涕进行了解释，其曰：

“鼻鼽，谓鼻流清涕也”。 

2.病因病机认识 

2.1 正气虚衰：中医相关文献中记载到，正气虚衰是诱发变应

性鼻炎的原因。其中，肺气虚寒被认为是主要的病因，患者会出现

以打阵发性喷嚏，鼻塞，以及流清涕的为主要临床表现，兼见怕风，

气短懒言，舌淡苔薄白。此外还包含有脾气虚衰、肾虚气衰三类主

要诱因，不同的致病原因，也会表现出不同的临床表现。 

2.2 外邪致病:其中寒邪被普遍认为是导致变应性鼻炎发病的主

要诱因之一，当人体鼻部的气血津液受到寒邪的刺激之后，会在出

现相应的临床表现，最终致使人体患病。其次包括花粉、尘螨、化

学气体等现代意义上的外邪刺激，引起某些特异禀赋者发作为鼻

鼽。 

2.3 火热致病:肺热也被认为是诱发变应性鼻炎的主要病因之

一，肺经郁热，肃降失职，邪热上犯鼻窍，亦可发为鼻鼽。常在闷

热天气发作，主要表现为鼻痒、喷嚏连作，鼻塞，鼻粘膜偏红或黯

红，鼻干气热，烦热，小便黄，大便偏干，舌质红，苔黄，脉数。 

2.4 运气学说:运气学说是从人体和宇宙宏观的角度揭示变应性

鼻炎的致病机理，该学说认为人体对气候的变化是由一定承受能力

的，当环境变化的程度大于人体承受能力，会诱发人体患病。运气

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中颇有争议的内容。运气学说较为复杂,应用时

要考虑到中运、主运、客运,主气、客气、司天在泉等诸多因素,使

后学者难以掌握,而且气候变化存在南北地区差异,宋代陈无择虽撰

有《三因司天方》,但在临床中应用较为困难。但是,难掌握并不等

于运气学说理论没有价值,不能指导临床,例如民国时期江苏名医范

文圃先生曾经根据运气学说推导不同年份六气盛衰治疗瘟疫,效如

桴鼓,可见运气学说确实具有实用价值。 

3.治疗方法 

3.1 温肺散寒，益气固表：该治疗方法主要以药性温和的药物

为主，包含有细辛、白术等，主要是通过驱除患者体内的寒气实现

治疗目标的。 

3.2 益气健脾，升阳通窍：核心为补脾降阴，通过在药方中加

入补益脾气的药物进行治疗。目前主要的处方有人参汤、前胡汤，

以及甘菊花汤，三个处方中均有人参。 

3.3 温补肾阳，固肾纳气：此类治疗方法以温补肾阳类的药物

为主，医学典籍中提到，鼻炎的诱因是“非风也，乃寒也”，相应

的治疗方法则以温补肾阳为主。 

二、研究结果 
1.资料与方法：处方来源：本次医学研究工作所有处方均出自

相关文献，检索关键词为“变应性鼻炎”，在采集到处方之后，逐

例进行确认，所有处方真实有效。纳入标准：处方药物完整，每一

味药材的重量都准确标注；处方符合用药需求；处方附带有患者治

疗档案，以及治疗效果。排除标准：处方中部分中药以及剂量无法

准确辨认；处方没有提及患者的临床表现，以及一个治疗周期之后，

患者的病情是否有所缓解。 

2.统计结果 

 
图 1 药物归经统计图 

如图所示，为本次研究工作药物归经的统计结果，其中归肺的

药物最多，其次为归脾经，之后依次为胃经，肝经，心经。 

 
图 2 药性统计图 

药性方面，以温性药物为主，出现频次最多，70%以上的处方

中均给入了温性药物，其次是平性、微温性，以及微寒性药物，其

出现频次相同，通过药性分析可以直观的感受到，治疗变应性鼻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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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药处方中，以温、平性药材为主。但是在统计药材药性的时候

还有部分处方中用到了大热、大寒的药物，出现频次不高。 

 
图 3 药味统计图 

在对处方中药物的药味进行区分的时候发现，药物主要以辛、

苦味为主，其中辛味药材占比较高，是处方的核心药材。一般处方

中包含辛味药材的时候，都会佐以甘味药材（甘草），另外，根据

上图展示的统计结果还可以发现，涩味、咸味，以及淡味的药材占

比较低，出现频次均在 10%以下。 

 
图 4AR 组方规律网络图 

上图为借助大数据分析软件绘制的组方规律网络图，从图中可

以直观的观察到，处方所使用药物的核心药材有防风、甘草、细辛，

在核心药材的基础上，外围又包含有白术、升麻。以及桔梗等药材。 

三、讨论 
对所有采集得到的处方中的药物进行统计发现，甘草是出现次

数最多的一味药材，其次是防风、细辛，以上三种药物出现在了本

次搜集处方的 75%以上，其中，处方中使用甘草的目的不是为了直

接治疗鼻炎，而是对处方中其他药物进行调和，促使其他草药的药

性能够完全发挥出来，虽然如此，但甘草本身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

效，继而可以提高处方的治疗效果；人参，滋补元气，处方中加入

人参可以固本培元，能够起到补益心肾的功效，所以在处方中出现

的频次也较高；荆芥，药性偏温，微含辛，有发散中性药的作用，

加入该味药物可以帮助微寒药物以及中性药物发挥药效，所以在处

方中出现的频次较高。除了以上药物之外，出现频次较高的药物还

有炙甘草、当归等。 

药物归经结果显示，归胃经的药物一共有 20 味，其次是归肺、

脾经的药物共计有 18 味，再次是归心经和肝经的药物，分别为 16

味和 15 味。总结发现，中药临床治疗变应性鼻炎以调和肺、脾，

以及胃为主，并佐以养肾、疏肝。 

温性药物出现的次数最多，达到了 14 次，使用次数第二多的

药物性味为平性，再是微寒性味的药物，目前治疗变应性鼻炎主要

以辛温性味的药物为主，但是由于辛温走窜，所以要在处方中加入

性味苦、微寒的药物，确保辛温药物不会对患者的身体造成过大的

损伤。 

通过对所有处方药物的核心组合进行分析发现，出现次数最多

的药物组合是防风加甘草，其次是川芎和细辛，此外还有防风加荆

芥，其中，针对临床表现不同的患者而言，均开具了具有一定针对

性的处方。防风主要功效是祛风解表，搭配荆芥使用可以在治疗鼻

炎的同时，还可以兼治其他病症；甘草则是以调和为主，佐以防风

可以有效提升治疗效果。 

通过对本次研究工作的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总结出有助于提升

临床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措施主要从三个角度入手：首先，需要细化

前期诊断流程，切实提高诊断结果的准确度。一方面，医护人员需

要订制全面的诊断机制，将每一位患者的临床表现都详细的记录下

来，并汇总全部信息，准确诊断导致患者患病的根本原因。另外一

个方面，科室需要建立具有针对性的案例回顾系统，定期对诊治过

的患者进行分析，并调取该患者接受治疗期间所有处方，根据病情

分析，总结处方开具的是否合理。其次，要深入研究药材，以及不

同药材组合的临床治疗效果。科室需要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通过

讨论，总结出更具临床治疗效果的处方。此外，需要合理使用大数

据分析软件，采集大量的病例数据，并使用软件进行分析，对所采

集到的数据尽心深度的采掘、分析，确保能够在临床上更好的凸显

出针对性。 

四、典型病案分析 
朱某某，男，46 岁，成都人，农民。诉反复鼻痒、打喷嚏、鼻

塞、流清涕 10 余年，尤以夜晚时最为严重，只能以口代鼻呼吸，

晨起口腔干涸为甚，时有不辨香臭，平时偶有心悸、头晕，便稀溏，

小便清长。查见鼻黏膜苍白水肿，下鼻甲肿大已堵塞鼻道，鼻腔狭

窄，鼻中隔曲，清水样鼻涕附着，舌淡边有赤痕，苔薄白，脉弦细。

分析：患者地处川南，气候潮湿，湿阻中上焦，清阳不升，则口干，

水气凌心，则见心悸，治以调中致和，升清化浊，温肺化饮。方选

苓桂术甘汤加减：茯苓 30g、黄芪 30g、桂枝 12g、白术 10g、炙甘

草 6g、泽泻 10g、丹参 10g、厚朴 10g、紫苏 10g、蝉蜕 10g。7 剂。

服讫而鼻塞随之痊愈。嘱患者每至换季前 1 周复诊，服中药调理，

顾护正气。 

五、结论 
中医治疗应变性鼻炎的临床效果显著，病情不会出现反复的情

况，和西医治疗方式相比较，整体效果更为显著，所以值得临床普

及。为了能够切实提高中医治疗的效果，需要从处方的针对性上进

行把控，首先，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以及身体状况，确定处方中

核心药物组合。在对患者进行诊断的过程中，需要有效利用大数据

分析软件，通过现代化技术分析患者的病情。其次，对患者病情发

展进行系统的监察，并根据每一个治疗周期的临床效果，及时调整

处方。此外，还需要根据季节变化，在处方中加入一到两味补气的

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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