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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常反复 中医有妙招

中医对咳嗽的认识
引起咳嗽的原因很多，如常见的感冒、支

气管炎、肺炎等。 患严重慢性咳嗽的患者，通
常还伴有呕吐、漏尿等症状，这类患者的症状
往往迁延不愈，经常反复，严重影响患者的正
常生活。

我国最早的中医典籍《黄帝内经》，就有
对咳嗽的病因、病机以及治疗方法的记载。现
代中医学认为， 咳嗽是指因外感或内伤导致
肺失宣肃、肺气上逆、冲击气道，从而使人发
出咳声或咯痰。

一、中医对咳嗽病因的认识

中医将咳嗽分为外感咳嗽与内伤咳嗽两

大类。外感病因是指因气候突变或调摄失宜，
外感六淫从口鼻或皮毛侵入，肺气被束，肺失
肃降，《河间六书·咳嗽论》 谓：“寒、 暑、 湿、
燥、风、火六气，皆令人咳嗽”，即是此意。四时
之气不同，人体所感受的致病外邪亦有区别。
风为六淫之首，其他外邪多随风邪侵袭人体，
所以外感咳嗽常以风为先导， 或挟寒、 或挟
热、或挟燥，其中以风邪挟寒者居多。 内伤病
因包括饮食、 情志及肺脏自病。 饮食引起咳
嗽，通常是因饮食不当，嗜烟好酒，内生火热，
熏灼肺胃，灼津生痰；或是生冷不节，肥甘厚
味，损伤脾胃，致痰浊内生，上迁于肺，阻塞气
道， 致肺气上逆而作咳。 情志刺激引起的咳
嗽，通常是因肝失调达、气郁化火，气火循经
上逆犯肺，致肺失肃降而作咳。 肺脏自病者，
常由肺系疾病日久，迁延不愈，耗气伤阴，肺
不能主气，肃降无权而肺气上逆作咳；或肺气
虚不能布津而成痰，肺阴虚而虚火灼津为痰，
痰浊阻滞，肺气不降而上逆作咳。

二、中医对咳嗽病位的认识

咳嗽的病位，主脏在肺，无论外感六淫还
是内伤所生的病邪，皆侵及肺而致咳嗽。这是
因为肺主气，其位最高，为五脏之华盖，肺又
开窍于鼻，外合皮毛，故肺最易受外感、内伤
之邪，而肺又为娇脏，不耐邪侵，邪侵则肺气
不清，失于肃降，迫气上逆而作咳。 正如《素
问·咳论》中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
也。 ”说明咳嗽的病变脏腑不限于肺，凡脏腑
功能失调影响及肺，皆可产生咳嗽。 《医学心
悟·咳嗽》指出：“肺体属金，譬若钟然，钟非叩
不鸣， 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 自外击之则
鸣， 劳欲情志， 饮食炙赙之火自内攻之则亦
鸣。 ”也提示咳嗽是肺脏为了祛邪外达所产生
的一种病理反应。

三、中医对咳嗽病性的认识

外感咳嗽病性为外邪犯肺， 肺气壅遏不
畅。外感咳嗽起病急、病程短，常伴肺卫表证。
内伤咳嗽病变性质为邪实与正虚并见。 内伤
咳嗽多为久病，常反复发作，病程长。 外感咳
嗽与内伤咳嗽可相互影响，两者可互为因果，
病久则邪实转为正虚。 外感咳嗽以风寒、风
热、风燥为主，均属实，而内伤咳嗽中的痰湿、
痰热、肝火多为邪实正虚，阴津亏耗咳嗽则属
虚，或虚中夹实。另外，咳声响亮者多实，咳声
低怯者多虚；脉有力者属实，脉无力者属虚。

中医如何治疗咳嗽
中医治疗咳嗽相较西医有较大优势， 长期

以来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 咳嗽的治疗应分
清邪正虚实。 外感咳嗽为邪气壅肺，多为实证，
故以祛邪利肺为治疗原则。 根据邪气风寒、风
热、风燥的不同，应分别采用疏风、散寒、清热、
润燥治疗。 内伤咳嗽，多属邪实正虚，故以祛邪
扶正、标本兼顾为治疗原则。 咳嗽的治疗，除直
接治肺外，还应从整体出发，注意治脾、治肝、治
肾等。 外感咳嗽一般忌敛涩留邪，当因势利导，
使肺气宣畅则咳嗽自止； 内伤咳嗽应防宣散伤
正，注意调理脏腑，顾护正气。 咳嗽是人体祛邪
外达的一种病理表现， 治疗决不能单纯见咳止
咳，必须按照不同的病因分别处理。

一、外感咳嗽的治疗
外感咳嗽有 3 种常见的证型：风寒袭肺证、

风热犯肺证和风燥伤肺证。
风寒咳嗽的特点为：咳声重浊，咯痰稀薄色

白，常伴鼻塞、流清涕、头痛、肢体酸楚、恶寒发
热、无汗等。 治疗应疏风散寒，宣肺止咳。 常用
的方剂为三拗汤合止嗽散， 常用的中成药为风
寒感冒颗粒、三凹片、通宣理肺丸、桂龙咳喘宁
片等。

风热咳嗽的特点为： 咳痰不爽， 痰黄或稠
黏，喉燥咽痛，常伴恶风身热、头痛肢楚、鼻流黄
涕、口渴等症状。 治疗应以疏风清热、宣肺止咳
为主。 常用的方剂为桑菊饮，常用的中成药为桑
菊感冒片、银翘解毒片、复方鲜竹沥液等。

风燥咳嗽的特点为：喉痒干咳，无痰或痰少
而粘连成丝，咳痰不爽或痰中带有血丝，咽喉干
痛，唇鼻干燥，口干，常伴鼻塞、头痛、微寒、身热
等症状。 治疗应以疏风清肺、润燥止咳为主。 常
用的方剂为桑杏汤， 常用的中成药为百合固金
口服液、养阴清肺口服液。

二、内伤咳嗽的治疗
内伤咳嗽常见的有 4 种证型：痰湿蕴肺证、

痰热郁肺证、肝火犯肺证和肺阴亏耗证。
痰湿蕴肺证咳嗽的特点为：咳嗽反复发作，

尤以晨起咳甚，咳声重浊，痰多，痰黏腻或稠厚
成块，色白或带灰色，胸闷气憋，痰出则咳缓、憋

闷减轻，常伴体倦、脘痞、腹胀、大便溏等症状。
治疗应以燥湿化痰、理气止咳为主。 常用的方剂
为二陈汤合三子养亲汤， 常用的中成药为二陈
丸、橘红痰咳颗粒、参苓白术丸等。

痰热郁肺证咳嗽的特点为：咳嗽气息急促，
喉中有痰声，痰多稠黏或为黄痰，咳吐不爽，或
痰有热腥味，或咳吐血痰，胸胁胀满，或咳引胸
痛 ，面赤 ，或有身热 、口干欲饮 、舌苔黄腻等症
状。 治疗应以清热肃肺、化痰止咳为主。 常用的
方剂为清金化痰汤， 常用的中成药为清肺化痰
丸、蛇胆川贝露、百咳静糖浆、急支糖浆等。

肝火犯肺证咳嗽的特点为：上气咳逆阵作，
咳时面赤，痰滞咽喉，咯之难出，量少质黏，或痰
如絮状，咳引胸胁胀痛，咽干口苦，咳嗽随情绪
波动而增减。 治疗应以清肝泻火、 化痰止咳为
主。 常用的方剂为黛蛤散合泻白散，常用的中成
药为清肺抑火片、黄连上清丸等。

肺阴亏耗证咳嗽的特点为： 干咳， 咳声短
促，痰少黏白，或痰中带血丝，声音嘶哑，口干咽
燥，常伴有午后潮热、手足心热、盗汗、口干等症
状。 治疗应以滋阴润肺、化痰止咳为主。 常用的
方剂为沙参麦冬汤， 常用的中成药为养阴清肺
丸、百合固金丸等。

三、其他中医疗法
中医针灸、中药穴位贴敷、穴位埋线等中医

特色疗法，对咳嗽也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其中，
对于外感咳嗽，可针刺天突、肺俞、列缺、合谷等
穴位，风寒配风池、风门；风热配大椎、曲池；风
燥配太溪、照海；咽喉痛配少商放血；发热配大
椎放血，均有较好的治疗效果。

穴位埋线具有长期且持续的穴位刺激作

用，对于内伤咳嗽，尤其是对治疗长期慢性咳嗽
尤为实用。

中药穴位贴敷治疗因药物组方的不同，无
论是对外感型的急性咳嗽， 还是对于内伤型的
长期慢性咳嗽，均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咳嗽一般预后好，尤其是外感咳嗽，其病轻
浅，及时治疗多能短时间内治愈。 内伤咳嗽多呈
慢性，反复发作，其病深，治疗难取速效，但只要
精心调治，亦多能治愈。

中医如何预防咳嗽
中医对于咳嗽的预防， 重点强调提高机体

卫外功能，增强皮毛腠理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预防。

注意起居有常，劳逸结合。 顺应四时气候变
化，及时增减衣物，防止外邪侵袭。 改善生活环
境，提倡戒烟，消除烟尘的危害。

注意饮食调护。 根据个体体质情况，注意饮
食宜忌，多吃新鲜水果，避免过食辛辣煎炸、肥
甘油腻之物。

加强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 练习
八段锦、五禽戏、太极拳、内养功等传统保健气
功，对于调节人体免疫力、调整脏腑阴阳平衡均
有较好的促进作用，适合各种急慢性咳嗽人群。
练习者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调整锻炼强度，
循序渐进，使身体微微出汗，切忌大汗当风。

平素易感冒者，可艾灸双侧足三里，有健脾
益气、补气固表的作用，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

长期慢性咳嗽患者，可以选择“冬病夏治”。
根据“春夏养阳”原则，夏季阳气旺盛，人体阳气
也达到四季高峰， 尤其是三伏天， 肌肤腠理开
泄，此时选取穴位敷贴，药物最容易由皮肤渗入
穴位经络，能通过经络气血直达病所。 如果在缓

解期服药治疗，能够鼓舞正气，增强抗病能力，
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 也可选择中药膏方
长期调护。

此外，无论何种类型的咳嗽，人们都应保持
心情舒畅及乐观的情绪，避免急躁易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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