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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染 后 咳 嗽 （ post-infectious cough ， PIC） ， 又 称 为 “ 感 冒 后

咳 嗽 ” ， 是 指 当 呼 吸 道 感 染 的 急 性 期 症 状 消 失 后 ， 咳 嗽 仍 然 迁

延 不 愈 ， 可 持 续 3耀8 周 ， 甚 至 更 长 时 间 。 PIC 是 亚 急 性 咳 嗽 最 常

见 的 原 因 [1]。 感 染 后 咳 嗽 以 干 咳 无 痰 或 咳 少 量 白 黏 痰 为 主 要

临 床 表 现 ， 属 于 中 医 学 “ 咳 嗽 病 ” 的 范 畴 。 从 古 至 今 ， 咳 嗽 因 其

病 因 难 辨 、 病 机 多 变 不 仅 为 众 多 医 家 的 治 疗 造 成 困 境 ， 还 严

重 影 响 患 者 的 生 活 质 量 。 岭 南 地 区 地 处 我 国 南 端 ， 属 亚 热 带

海 洋 性 气 候 ， 气 候 炎 热 多 雨 ， 空 气 湿 度 大 ， 世 人 常 以 “ 湿 热 咳

嗽 ” 先 入 为 主 来 定 义 就 诊 患 者 的 咳 嗽 。 然 而 近 年 来 ， 随 着 生 活

习 惯 的 改 变 ， 虚 寒 致 感 染 后 咳 嗽 迁 延 不 愈 越 来 越 多 见 。 西 医 常

规 治 疗 中 第 一 代 抗 组 胺 H1 受 体 拮 抗 剂 和 中 枢 性 镇 咳 药 物 可

缓 解 症 状 ； 咳 嗽 剧 烈 者 还 可 使 用 溴 化 异 丙 托 品 吸 入 治 疗 ； 对

少 数 顽 固 性 重 症 感 染 后 咳 嗽 者 ， 在 一 般 治 疗 无 效 的 情 况 下 ，

可 短 期 试 用 吸 入 或 口 服 糖 皮 质 激 素 ， 以 降 低 咳 嗽 敏 感 性 ， 改

善 气 道 高 反 应 性 。 最 常 见 的 不 良 反 应 中 嗜 睡 比 较 突 出 ， 其 他

的 还 有 亢 奋 、 眩 晕 ， 耳 鸣 ， 运 动 失 调 ， 视 物 模 糊 等 ， 且 长 期 服 用

糖 皮 质 激 素 还 会 削 弱 机 体 的 抗 感 染 能 力 ， 引 起 代 谢 紊 乱 。 中 医

药 在 治 疗 呼 吸 系 统 疾 病 方 面 具 有 疗 效 确 切 、 不 易 产 生 耐 药 性 、

安 全 性 高 等 优 势 ， 更 易 被 患 者 接 受 和 采 用 。

温 敏 勇 教 授 ， 师 从 著 名 岭 南 伤 寒 医 家 张 横 柳 教 授 ， 从 事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中 西 医 临 床 工 作 二 十 余 载 ， 临 证 擅 用 经 方 辨 治

危 重 疑 难 疾 病 ， 在 治 疗 感 染 后 咳 嗽 方 面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

温 敏 勇 教 授 认 为 ， 生 活 习 惯 等 因 素 导 致 岭 南 地 区 患 者 感 染 后

“ 虚 寒 咳 嗽 ” 屡 见 不 鲜 ， 故 在 “ 天 人 合 一 ” 思 想 的 指 导 下 ， 根 据

患 者 个 人 体 质 和 致 病 因 素 来 遣 方 用 药 显 得 尤 为 关 键 [2]。 其 提

倡 急 性 期 应 急 则 治 标 、 不 忘 助 阳 解 表 ； 中 后 期 宜 治 病 求 本 、 不

忘 引 火 归 原 ； 平 素 未 病 时 勿 忘 法 于 阴 阳 、 和 于 术 数 以 防 罹 病 。

临 证 时 不 可 多 投 寒 凉 之 品 而 误 伤 脾 胃 之 阳 ， 于 病 情 无 益 且 会

损 伤 人 体 正 气 。 温 敏 勇 教 授 主 张 多 以 温 阳 法 治 之 ， 疗 效 满 意 。

笔 者 有 幸 随 诊 多 年 ， 多 有 心 得 ， 现 将 温 敏 勇 教 授 基 于 温 阳 法

治 疗 岭 南 地 区 感 染 后 咳 嗽 的 经 验 梳 理 和 总 结 如 下 ， 以 飨 同 道 。

1 岭南地区湿热证候理论源流

“ 岭 南 既 号 炎 方 ， 而 又 濒 海 ， 地 卑 而 土 薄 。 炎 方 土 薄 ， 故 阳

燠 之 气 常 泄 ;濒 海 地 卑 ， 故 阴 湿 之 气 常 盛 ” 。 这 是 南 游 岭 南 的 元

代 僧 人 释 继 洪 于 岭 南 地 区 现 存 最 完 整 的 古 代 方 书 《 岭 南 卫 生

方 》 中 对 岭 南 地 区 湿 热 证 候 病 因 的 描 述 。 清 代 医 家 叶 天 士 亦

指 出 湿 热 产 生 的 病 因 — —— “ 久 寓 南 土 ， 粤 地 潮 湿 ， 江 南 湿 热 之

乡 ” ， “ 粤 地 潮 湿 ， 长 夏 涉 水 ， 外 受 之 湿 下 起 ” 。 清 朝 广 东 南 海 名

医 何 梦 瑶 仔 细 观 察 研 究 岭 南 地 理 气 候 条 件 下 人 体 病 变 的 规

律 之 后 ， 提 出 “ 凡 病 多 火 ” “ 多 湿 ” 的 观 点 [3]。 诸 如 此 类 论 述 基 于

“ 天 人 合 一 ” 思 想 ， 为 后 世 岭 南 地 区 医 家 辨 证 提 供 了 思 路 ， 为

治 疗 病 证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 ， 然 随 着 社 会 的 变 迁 、 时 代 的 进

步 ， 虚 寒 病 证 的 出 现 亦 不 容 忽 视 。

2 岭南地区虚寒咳嗽产生的病因病机

2.1 生活方式 熬 夜 为 现 代 人 生 活 的 常 态 。 《 灵 枢 · 邪 客 》 云 ：

“ 卫 气 独 卫 其 外 ， 行 于 阳 ， 不 得 入 于 阴 。 … … 故 目 不 瞑 。 ” [4]《 素

问 · 生 气 通 天 论 篇 》 言 ： “ 阳 气 者 ， 烦 劳 则 张 。 ” [5] 故 熬 夜 可 致 阳

不 入 阴 ， 长 期 熬 夜 则 阳 气 大 量 消 耗 ， 虚 寒 由 生 。 春 夏 气 候 温

暖 ， 岭 南 地 区 地 处 我 国 南 端 ， 更 为 春 夏 之 季 增 添 炎 热 潮 湿 之

感 。 掀 衣 曝 冷 凉 身 成 为 人 类 生 活 常 态 ， 露 背 、 露 脐 者 数 见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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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 背 者 ， 督 脉 所 行 之 处 也 ； 督 脉 者 ， 为 阳 脉 之 海 ， 统 摄 一 身 阳

气 ； 脐 者 ， 神 阙 穴 也 ， 亦 为 任 脉 气 血 汇 合 之 处 、 五 脏 六 腑 之 根 。

露 背 、 露 脐 不 但 可 使 阴 阳 失 调 、 脏 腑 功 能 失 司 ， 同 时 也 为 虚 寒

咳 嗽 的 产 生 埋 下 隐 患 。 同 时 ， 夏 季 气 候 温 热 ， 人 们 肌 腠 开 泄 ，

流 连 于 空 调 房 内 ， 过 度 乘 凉 、 冲 冒 阴 寒 ， 伤 及 阳 气 致 其 过 度 发

散 。 《 素 问 · 阴 阳 应 象 大 论 篇 》 言 ： “ 阴 在 内 ， 阳 之 守 也 ； 阳 在 外 ，

阴 之 使 也 。 ” [5] 阳 气 过 度 发 散 ， 则 使 真 阳 飘 无 所 依 、 虚 火 上 炎 ，

更 有 甚 者 阴 阳 离 决 。 《 素 问 · 四 气 调 神 大 论 篇 》 云 ：“ 圣 人 春 夏 养

阳 ， 秋 冬 养 阴 ， 以 从 其 根 ， 故 与 万 物 浮 沉 于 生 长 之 门 。 逆 其 根 ，

则 伐 其 本 ， 坏 其 真 矣 。 ” [5]

2.2 饮食习惯 对 于 现 代 人 而 言 ， 夏 日 恣 餐 冰 鲜 腥 脍 、 乘 饥

饮 水 食 寒 已 不 足 为 奇 。 加 之 岭 南 地 区 人 们 喜 饮 凉 茶 ， 更 易 引

发 脾 脏 虚 寒 ， 寒 凝 阻 运 ， 枢 机 不 利 ， 气 机 失 调 ， 脾 失 健 运 。 长 此

以 往 ， 阳 不 得 充 而 损 不 止 ， 虚 寒 则 甚 。 饮 冷 食 ， 寒 入 注 胃 ， 从 肺

脉 上 气 ， 外 感 后 外 邪 引 动 内 邪 ， 内 外 合 邪 导 致 肺 失 宣 降 ， 发 为

咳 嗽 。 较 多 中 医 家 认 为 感 染 后 咳 嗽 是 由 于 外 感 引 动 内 邪 ， 经

治 疗 后 外 感 急 性 期 症 状 消 失 ， 但 余 邪 未 尽 ， 与 脏 腑 功 能 失 调

共 同 影 响 肺 的 宣 发 肃 降 ， 从 而 出 现 咳 嗽 迁 延 难 愈 [6]。

2.3 抗生素的滥用 一 直 以 来 ， 过 度 使 用 抗 生 素 的 状 况 非 常

严 重 [7]。 数 次 应 用 抗 生 素 治 疗 感 染 后 咳 嗽 ， 使 耐 药 性 问 题 日 益

严 峻 [8]， 同 时 抗 生 素 的 滥 用 还 产 生 了 许 多 不 良 反 应 、 二 重 感 染

等 [9]。 运 用 抗 生 素 在 抑 制 炎 症 反 应 的 同 时 也 消 耗 了 人 体 的 阳

气 ， 使 真 阳 暗 耗 、 阴 盛 阳 衰 ， 为 虚 寒 咳 嗽 的 萌 发 埋 下 了 种 子 。

3 岭南地区感染后咳嗽的辨治

陈 雪 梅 等 [10] 在 追 踪 分 析 1 049 例 岭 南 地 区 感 染 后 咳 嗽 的

患 者 后 发 现 ， 风 证 占 比 最 高 达 80.4% ， 位 居 第 二 者 为 寒 证

（ 40.5%） ， 结 论 得 出 其 中 医 证 候 特 点 以 风 邪 犯 肺 为 主 ， 多 兼 夹

寒 邪 、 湿 邪 为 患 ， 符 合 岭 南 地 区 感 染 后 咳 嗽 患 者 的 现 状 ， 故 辨

证 论 治 当 多 以 祛 风 散 邪 为 主 ， 兼 以 温 阳 治 法 ， 而 非 多 兼 清 热

祛 湿 之 用 。 温 敏 勇 教 授 主 张 重 视 温 阳 法 在 咳 嗽 治 疗 中 的 应

用 ， 同 时 在 原 有 辨 证 基 础 上 多 加 投 温 药 ， 多 获 良 效 。

3.1 急则治标，不忘助阳解表 感 染 后 咳 嗽 常 因 外 感 风 寒 实

邪 后 肺 卫 失 于 温 养 ， 脾 阳 无 以 助 肺 ， 使 得 邪 气 屡 犯 ， 咳 嗽 缠 绵

难 瘥 。 喻 强 强 等 [11] 研 究 表 明 ， 风 寒 袭 肺 致 咳 嗽 当 重 视 宣 散 风

邪 ， 同 时 不 忘 温 散 寒 邪 。 《 灵 枢 · 病 本 》 载 ： “ 病 发 而 有 余 ， 本 而

标 之 ， 先 治 其 本 ， 后 治 其 标 ； 病 发 而 不 足 ， 标 而 本 之 ， 先 治 其

标 ， 后 治 其 本 。 ” [4]咳 嗽 初 起 “ 急 则 解 表 祛 邪 ” ， 久 咳 则 损 伤 人 体

正 气 ， 阳 虚 无 以 鼓 邪 外 出 ， 故 急 之 同 时 无 忘 配 以 温 阳 法 温 经

散 寒 。 温 敏 勇 教 授 常 于 解 表 祛 风 止 咳 剂 中 加 干 姜 、 附 子 、 桂 枝 、

细 辛 等 药 以 助 阳 解 表 ， 效 如 桴 鼓 。

3.2 治病求本，不忘引火归原 《 素 问 · 生 气 通 天 论 篇 》 云 ：

“ 阳 气 者 若 天 与 日 ， 失 其 所 则 折 寿 而 不 彰 ， 故 天 运 当 以 日 光 明 ，

是 故 阳 因 而 上 ， 卫 外 者 也 。 ” [5] 感 染 后 咳 嗽 日 久 ， 阳 气 内 耗 ， 阳

虚 阴 盛 ， 真 阳 失 其 位 ， 则 卫 外 功 能 失 司 。 《 素 问 · 咳 论 篇 》 载 :“ 五

脏 六 腑 皆 令 人 咳 。 非 独 肺 也 。 ” [5]阳 虚 可 导 致 虚 火 即 上 炎 之 火 ，

其 病 机 是 阳 虚 导 致 下 真 寒 ， 下 真 寒 逼 迫 肾 阳 （ 元 阳 ） 上 浮 ， 出

现 虚 火 上 炎 致 咳 。 这 类 咳 嗽 切 不 可 滋 阴 ， 更 不 可 清 热 泻 火 ， 唯

有 温 阳 法 可 止 咳 ， 否 则 误 伤 人 之 正 气 ， 病 将 坏 矣 。 故 温 敏 勇 教

授 数 次 应 用 潜 阳 封 髓 丹 治 疗 感 染 后 咳 嗽 外 邪 已 去 大 半 、 余 邪

未 尽 ， 因 肾 阳 虚 致 虚 火 上 灼 咽 喉 致 咽 痛 咳 嗽 者 。

3.3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治 疗 虚 寒 咳 嗽 ， 勿 忘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处 。 《 素 问 · 上 古 天 真 论 篇 》 言 ： “ 上 古 之 人 ， 其 知 道 者 ， 法 于

阴 阳 ， 和 于 术 数 … … 故 能 形 与 神 俱 ， 而 尽 终 其 天 年 ， 度 百 岁 乃

去 。 ” [5]人 们 应 顺 应 自 然 界 的 变 化 规 律 而 起 居 生 活 ， 如 “ 日 出 而

作 ， 日 落 而 息 ” ， 适 当 地 感 受 自 然 界 赋 予 我 们 的 四 时 之 气 ， 同

时 精 神 情 志 也 要 顺 应 四 时 等 。 黄 智 斌 等 [12] 在 对 岭 南 湿 病 核 心

病 机 进 行 探 讨 后 ， 得 出 “ 阳 气 不 能 生 长 ” 是 岭 南 湿 病 核 心 病 机

的 结 论 。 因 此 ， 岭 南 地 区 人 们 尤 应 注 重 夏 日 阳 气 的 保 持 ， 既 有

助 于 虚 寒 咳 嗽 的 痊 愈 ， 又 可 促 进 湿 气 的 祛 除 。 脾 胃 为 后 天 之

本 、 气 血 生 化 之 源 ， 脾 胃 之 阳 在 “ 治 未 病 ” 中 发 挥 了 重 要 作 用 [13]。

一 方 面 ， 世 人 应 控 制 自 己 的 口 腹 之 欲 ， 夏 日 更 应 注 重 节 饮 食 、

适 寒 温 ， 如 此 则 脾 阳 得 护 、 未 病 得 防 ； 另 一 方 面 ， 饮 食 习 惯 上

应 多 进 食 顺 应 当 季 阴 阳 气 候 生 长 的 应 季 果 蔬 ， 这 也 有 利 于 身

体 阴 阳 平 衡 [14]。 同 时 ， 也 应 注 意 “ 脏 气 法 时 ” ， 即 春 夏 季 节 顾 护

六 腑 ， 秋 冬 季 节 保 养 调 补 五 脏 来 达 到 阴 阳 调 和 的 目 的 [15]。 医 者

用 药 也 宜 春 夏 用 凉 、 秋 冬 用 温 来 顺 应 “ 春 夏 养 阳 、 秋 冬 养 阴 ”

的 指 导 思 想 [16]。

3.4 岭南地区虚寒咳嗽的治疗方药 为 进 一 步 介 绍 岭 南 地

区 使 用 温 阳 法 治 疗 虚 寒 咳 嗽 的 独 特 性 ， 本 文 将 通 过 两 个 常 用

方 药 具 体 解 析 。 两 者 共 同 之 处 在 于 抓 住 疾 病 的 阳 虚 本 质 ， 以

温 阳 法 来 治 疗 虚 寒 咳 嗽 ， 主 要 区 别 为 潜 阳 封 髓 丹 偏 温 补 肾 阳 、

益 火 之 源 以 消 阴 翳 ， 通 过 潜 降 纳 气 来 止 咳 ；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偏 表 里 兼 顾 ， 通 过 散 外 寒 、 温 里 寒 来 止 咳 。

3.4.1 潜 阳 封 髓 丹 潜 阳 封 髓 丹 由 潜 阳 丹 和 封 髓 丹 组 成 ， 其

主 治 因 肾 阳 虚 而 出 现 虚 火 上 浮 的 上 热 下 寒 、 真 寒 假 热 证 ， 故

可 用 于 治 疗 感 染 后 虚 寒 咳 嗽 。 《 医 理 真 传 》 云 ： “ 潜 阳 丹 一 方 ，

乃 纳 气 归 肾 之 法 也 。 ” [17]方 中 砂 仁 辛 温 ， 能 宣 中 焦 阴 邪 ， 又 能 纳

气 归 肾 ； 附 子 辛 热 ， 能 补 真 火 壮 君 火 ； 龟 甲 咸 寒 坚 硬 ， 可 通 阳

助 阴 ； 甘 草 补 中 ， 可 伏 火 互 根 ， 增 强 潜 阳 之 效 。 封 髓 丹 中 黄 柏

味 苦 入 心 、 肾 、 脾 ， 一 味 三 才 之 义 ； 砂 仁 辛 温 ， 能 纳 五 脏 之 气 而

归 肾 ； 甘 草 调 和 上 下 ， 常 与 附 子 配 伍 即 “ 补 土 伏 火 法 ” ； 此 外 甘

草 合 黄 柏 ， 苦 甘 化 阴 ， 合 砂 仁 辛 甘 化 阳 ， 阴 阳 合 化 ， 调 和 水 火 。

故 两 方 相 合 而 成 潜 阳 封 髓 丹 可 温 肾 助 阳 ， 纳 气 归 肾 ， 交 通 阴

阳 。 郑 钦 安 常 用 此 方 治 疗 一 些 虚 火 上 冲 之 牙 痛 、 咳 嗽 、 咳 喘 、

面 肿 等 疾 病 ， 潜 阳 封 髓 丹 也 成 为 后 世 火 神 派 的 代 表 方 。 潜 阳

封 髓 丹 现 代 应 用 也 十 分 广 泛 ， 如 王 梅 [18]研 究 发 现 对 虚 火 上 冲 证

的 慢 性 咳 嗽 ， 潜 阳 封 髓 丹 加 减 治 疗 效 果 明 显 优 于 常 规 西 药 治 疗 。

3.4.2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 伤 寒 论 》 曰 ： “ 少 阴 病 ， 始 得 之 ， 反

发 热 ， 脉 沉 者 ，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主 之 。 ” [19] 此 方 仅 由 三 味 药 组

成 ， 用 于 治 疗 太 阳 少 阴 两 感 之 正 虚 邪 实 证 ， 主 要 功 效 为 助 阳

解 表 、 扶 正 祛 邪 ， 故 可 用 此 方 治 疗 阳 虚 外 感 之 咳 嗽 。 方 中 麻 黄

发 汗 散 寒 ， 宣 肺 平 喘 ， 散 太 阳 之 实 邪 ； 附 子 补 火 助 阳 ， 散 少 阴

之 虚 寒 ； 细 辛 祛 风 散 寒 ， 通 窍 止 痛 ， 入 少 阴 经 ， 既 能 附 子 温 里

虚 寒 又 助 麻 黄 解 表 实 寒 。 此 方 表 里 虚 实 兼 顾 ， 临 床 多 结 合 患

者 情 况 加 减 运 用 。 张 蕙 瑛 [20]在 研 究 扶 阳 派 医 案 中 发 现 四 逆 汤

常 与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或 小 青 龙 汤 合 方 治 疗 咳 嗽 ， 说 明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在 治 疗 虚 寒 咳 嗽 中 疗 效 显 著 。

4 验案举隅

4.1 病案1 患者，女，40岁，2022年2月8日初诊。主诉：咳嗽

咽痛1个月余。患者1个月余前因外感后出现咳嗽咽痛，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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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西药及中药疗效欠佳(具体不详），后症状反复。刻下症

见：咳嗽无痰，咽痛咽痒，鼻塞，流清涕，头痛头晕，全身酸痛，

腹泻，未见明显汗出，纳眠可，二便调。舌质红，苔薄白，脉浮。

专科检查：双肺听诊（-），扁桃体域度肿大。西医诊断：感染后

咳嗽。中医诊断：咳嗽；辨证：阳虚外感。治法：助阳解表。方选

麻黄附子细辛汤合封髓丹加减，处方：麻黄6 g，淡附片（先煎）

15 g，细辛5 g，炙甘草10 g，桔梗10 g，白前10 g，紫菀15 g，麸炒

白术10 g，白芷10 g，砂仁（后下）6 g，关黄柏10 g，紫苏叶10 g。

4剂，1剂/d，水煎服，早晚饭后温服。嘱患者注意保暖，清淡饮

食，忌进冷食。

2诊：2022年2月15日，诉咳嗽咽痛明显好转，但仍咳嗽咽

痒，头晕，畏寒怕冷。舌淡红，苔薄白，脉细。予上方去麻黄、白

芷、紫苏叶、白前、紫菀，加龟甲10 g，龙骨20 g，牡蛎20 g，骨碎

补15 g，杜仲10 g，党参20 g。7剂，煎服法同前。

3诊：2022年3月1日，诉咳嗽症状消失，仍畏寒乏力，但较

前稍有减轻，无头痛头晕，无汗，纳眠可，二便调。舌淡红，苔

薄白，脉细滑。予2诊方去细辛，继服7剂，巩固疗效，煎服法同前。

2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诉诸症已愈，未再复发。

按 语 ： 本 案 患 者 平 素 畏 寒 、 喜 热 饮 ， 为 偏 阳 虚 体 质 ， 加 之

外 感 寒 邪 侵 袭 ， 出 现 咳 嗽 咽 痛 、 鼻 塞 流 涕 ， 舌 质 红 ， 苔 薄 白 ， 脉

浮 ， 辨 证 为 阳 虚 外 感 证 。 考 虑 病 机 为 素 体 阳 虚 加 之 外 感 风 寒 ，

致 外 邪 引 动 内 虚 ， 肺 气 上 逆 ， 咳 嗽 由 生 。 故 予 麻 黄 附 子 细 辛 汤

合 封 髓 丹 加 减 以 温 阳 散 寒 解 表 ， 降 心 火 滋 肾 水 。 麻 黄 为 君 药 ，

散 寒 解 表 ； 附 子 、 细 辛 通 彻 表 里 ， 助 阳 散 寒 ； 黄 柏 固 肾 滋 阴 ， 则

寒 能 清 肃 ， 龙 火 不 致 奋 扬 ； 同 时 合 宣 肺 之 桔 梗 、 紫 苏 叶 ， 降 气

之 白 前 、 紫 菀 宣 肃 肺 气 ， 升 降 配 伍 ， 恢 复 肺 的 生 理 功 能 以 止

咳 ； 配 以 辛 温 之 白 芷 宣 通 鼻 窍 ， 苦 甘 温 之 炒 白 术 健 脾 益 气 、 燥

湿 止 泻 。 2 诊 时 患 者 诉 咳 嗽 咽 痛 症 状 已 去 大 半 ， 但 畏 寒 怕 冷 症

状 仍 显 ， 结 合 舌 脉 分 析 得 出 患 者 外 寒 已 去 ， 然 阳 虚 症 状 仍 在 ，

故 需 加 强 温 阳 ， 方 选 潜 阳 封 髓 丹 加 减 ， 合 龟 甲 通 阳 助 阴 ， 调 阴

阳 平 衡 ； 龙 骨 、 牡 蛎 重 镇 潜 阳 安 神 ； 骨 碎 补 、 盐 杜 仲 温 补 肾 阳 ，

党 参 补 气 健 脾 以 助 鼓 邪 外 出 。 3 诊 时 患 者 已 无 咳 嗽 、 头 痛 头 晕 ，

稍 咽 痛 ， 畏 寒 乏 力 较 前 减 轻 ， 阳 虚 体 质 也 逐 渐 改 善 。 故 守 方 不

变 ， 继 续 巩 固 治 疗 。 本 案 患 者 体 质 为 阳 虚 体 质 加 之 外 感 风 寒 ，

即 内 外 合 邪 而 发 病 ， 故 治 疗 时 要 兼 顾 内 外 ， 更 不 可 “ 见 咳 止

咳 ” 、 一 昧 驱 邪 ， 需 把 握 疾 病 的 本 质 ， 擅 于 运 用 温 阳 法 来 治 疗

咳 嗽 ， 这 也 体 现 了 温 敏 勇 教 授 的 辨 治 思 路 。

4.2 医案2 患者，女，45岁，2022年2月8日初诊。主诉：反复

咳嗽咳痰6年，加重1个月。患者于6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咳嗽、

咳白痰等症状，每因受凉后加重，曾于外院多次就诊，服用中

西药后症状仍反复，未予重视。因1个月前再次受凉后觉咳嗽

明显加重，前来就诊。专科查体：双肺听诊：（-）。刻下症见：阵

发性咳嗽，咳较多白痰，口干口苦，素畏寒，进食稍凉或较热

食物后便溏。舌质淡红，苔白夹黄腻，脉细滑。西医诊断：感染

后咳嗽。中医诊断：咳嗽；辨证：脾虚痰湿。治法：和解少阳，温

化水饮。方选柴胡桂枝干姜汤加味，处方：北柴胡10 g，黄芩15 g，

干姜10 g，桂枝10 g，牡蛎（先煎）30 g，天花粉15 g，白术10 g，薏

苡仁20 g，茯苓15 g，法半夏10 g，姜厚朴10 g，陈皮6 g，炙甘草

6 g。6剂，1剂/d，水煎服，早晚饭后温服。

2诊：2022年2月15日，患者诉咳嗽频次较前减少，少阳枢

机已解，表现为言语及夜间眠时咽痒欲咳，痰少色白易咳，仍

口干，进一步询问病史得知患者平素肢凉、易上火及腰酸腰

痛。舌质淡暗，苔白夹黄腻，脉细滑。辨证：虚火上炎。治以潜

阳之法。拟方潜阳封髓丹加减，处方：淡附片（先煎）15 g，醋龟

甲（先煎）10 g，关黄柏10 g，砂仁（后下）10 g，盐杜仲10 g，党参

20 g，麸炒白术10 g，干姜5 g，龙骨（先煎）20 g，牡蛎（先煎）

20 g，骨碎补15 g，细辛5 g，蜜麻黄5 g，炙甘草10 g。7剂，煎服法

同前。

3诊：2022年2月24日，患者诉咳嗽明显减轻，无咳嗽痰，仍

口干、畏寒肢凉、易上火、腰酸腰痛。舌质淡，苔白微黄，脉细

滑。予2诊方去蜜麻黄、干姜，加当归10 g。7剂，煎服法同前。

4诊：2022年3月3日，患者诉已无咳嗽咳痰，舌淡红，苔薄

白，脉细。继服3诊方7剂，巩固疗效，煎服法同前。

3个月后电话随访，咳嗽未再复发。

按 语 ： 本 案 患 者 长 期 咳 嗽 ， 属 中 医 “ 久 咳 ” 范 畴 ， 经 反 复 治

疗 症 状 时 重 时 轻 ， 迁 延 不 愈 。 近 1 个 月 再 次 出 现 阵 发 性 咳 嗽 、

咳 较 多 白 痰 ， 伴 口 干 口 苦 、 饮 食 不 耐 寒 热 ， 结 合 考 虑 为 “ 胆 热

脾 寒 ” 证 ， 故 予 柴 胡 桂 枝 干 姜 汤 和 解 少 阳 ， 温 化 水 饮 。 一 则 口

干 口 苦 、 苔 黄 提 示 少 阳 枢 机 不 利 ， 胆 热 郁 结 于 上 所 致 ； 二 则 脾

阳 不 足 ， 津 液 转 输 不 及 ， 致 痰 饮 上 泛 于 舌 表 现 为 苔 腻 ， 症 状 外

显 则 为 咳 白 痰 、 便 溏 。 初 诊 中 柴 胡 、 黄 芩 清 利 肝 胆 ， 以 干 姜 、 炙

甘 草 温 补 脾 阳 ， 桂 枝 以 交 通 寒 热 阴 阳 。 脾 胃 功 能 失 调 也 是 导

致 咳 嗽 的 关 键 [21]， 故 配 以 茯 苓 、 陈 皮 、 法 半 夏 ， 取 “ 二 陈 汤 ” 之 意

以 化 痰 健 脾 益 气 ， 薏 苡 仁 利 水 渗 湿 健 脾 ， 白 术 、 厚 朴 燥 湿 化

痰 ， 牡 蛎 化 痰 开 结 ， 天 花 粉 清 热 生 津 以 解 热 邪 。 上 下 同 治 、 寒

热 并 举 、 阴 阳 协 调 体 现 了 本 方 的 精 髓 ， 以 及 对 病 机 的 精 确

把 握 。 2 诊 时 患 者 湿 浊 已 去 大 半 ， 本 虚 症 状 显 露 于 外 。 畏 寒 易

腰 酸 腰 痛 、 易 上 火 均 提 示 为 阴 寒 格 真 阳 于 上 致 虚 火 上 炎 ， 治

当 潜 阳 ， 故 处 方 潜 阳 封 髓 丹 以 温 肾 助 阳 ， 引 相 火 归 位 ， 并 加 杜

仲 、 骨 碎 补 补 益 肝 肾 ， 细 辛 、 麻 黄 宣 肺 散 残 存 表 邪 ， 温 肺 化 饮 。

3 诊 时 患 者 咳 嗽 症 状 已 基 本 消 失 ， 增 当 归 以 补 血 滋 阴 ， 取 阴 中

求 阳 之 意 。 4 诊 时 患 者 已 几 近 痊 愈 。 纵 观 本 案 治 疗 全 程 ， 内 外 、

表 里 合 邪 病 机 之 复 杂 ， 对 医 者 辨 证 要 求 极 高 。 前 期 祛 邪 为 主

兼 以 扶 正 ， 不 忘 上 下 调 节 ， 后 期 专 以 补 虚 兼 以 祛 邪 ， 不 忘 平 衡

阴 阳 ， 全 程 重 视 温 阳 法 的 应 用 是 本 次 医 案 的 精 髓 ， 也 是 临 床

疗 效 保 证 的 关 键 ， 也 以 此 提 示 临 床 病 机 善 变 ， 唯 有 通 晓 八 纲 ，

方 得 其 道 。

5 结 语

温 敏 勇 教 授 认 为 感 染 后 咳 嗽 作 为 临 床 常 见 病 之 一 ， 若 对

疾 病 病 机 把 握 不 当 致 失 治 误 治 ， 则 成 为 所 谓 的 “ 疑 难 杂 症 ” 。

人 们 常 觉 南 方 地 区 地 势 低 下 ， 居 处 卑 湿 ， 多 雨 、 露 、 雾 ， 病 邪 以

风 、 热 、 暑 、 湿 之 邪 居 多 ， 而 岭 南 地 区 更 是 暑 、 热 、 湿 之 盛 者 ， 故

处 方 用 药 多 投 苦 寒 败 胃 之 类 。 然 生 活 习 惯 、 甚 至 是 社 会 - 心 理

因 素 仍 有 可 能 影 响 病 机 的 转 化 。 温 敏 勇 教 授 主 张 运 用 温 阳 法

论 治 岭 南 地 区 感 染 后 咳 嗽 ， 效 果 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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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语

慢 性 肾 衰 竭 患 者 均 存 在 不 同 程 度 的 水 液 代 谢 障 碍 [16]。 《 景

岳 全 书 · 肿 胀 》 曰 ： “ 盖 水 为 至 阴 ， 故 其 本 在 肾 ； 水 化 于 气 ， 故 其

标 在 肺 ； 水 惟 畏 土 ， 故 其 制 在 脾 。 ” 从 脾 肾 论 治 慢 性 肾 衰 竭 的

医 家 数 见 不 鲜 ， 而 常 常 未 能 兼 顾 补 益 肺 阴 、 宣 降 肺 气 。 何 泽 云

教 授 临 证 时 主 张 “ 提 壶 揭 盖 ” 、 从 肺 治 肾 ， 多 法 合 用 ， 自 拟 二 冬

汤 屡 获 良 效 ， 在 补 益 脾 肾 的 基 础 之 上 通 过 天 冬 、 麦 冬 、 熟 地 黄

等 滋 养 肺 肾 之 阴 ， 两 脏 同 补 。 另 外 ， 杏 仁 、 蜜 枇 杷 叶 、 桑 叶 可 调

节 肺 的 宣 发 肃 降 功 能 从 而 推 动 水 液 的 输 布 和 排 泄 ， 统 筹 兼 顾 ，

故 临 床 效 果 显 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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