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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过敏性鼻炎是耳鼻喉科门诊常见且多发的疾病，以鼻塞、鼻痒、流涕、喷嚏等表现症状，反复发作、

病程缠绵，十分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西药治疗过敏性鼻炎停药后易反复，我国中医治疗过敏性鼻

炎历史悠久，且中医治疗鼻炎方法众多，不易复发，疗效较好。本文整理近年来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的

文献，将从中药、外用药物、其他疗法进行归纳总结，以期能对临床工作者提供参考，提高治疗效果，

更好为患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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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allergic rhinitis is a common and frequent disease in otorhinolaryngology clinics, cha-
racterized by symptoms such as nasal congestion, itching, runny nose, and sneezing. It recurs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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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tedly and has a lingering course, which greatly affects people’s daily work and learning. West-
ern medicine treatment for allergic rhinitis is prone to recurrence after discontinuatio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for allergic rhinitis, and there are many 
methods for treating rhinitis, which are not easy to relapse and have good therapeutic effec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literature on the treatment of allergic rhinit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opical drugs, and other thera-
pie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linical workers, improve treatment effectiveness, and bet-
ter serve pat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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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敏性鼻炎(allergic rhinitis, AR)又名变应性鼻炎，是易感人群接触到过敏原之后，机体特异性免疫球

蛋白 E (immunoglobin E, IgE)介导的 Th2 类型鼻黏膜及鼻粘膜下层病变产生了慢性非感染性炎症反应，非

IgE 介导的机制及神经免疫失调也参与其中[1]，临床表现为鼻痒、喷嚏、流大量清水涕和鼻塞等。相关

研究证明，现代认为过敏性鼻炎的病因公认为遗传因素[2] [3]，环境因素，过敏原，尤其是吸入性过敏为

主，其在粉尘螨、屋尘螨等是主要的过敏原[4] [5]。过敏性鼻炎在全球发病率日益上升，在我国的发病率

为 13.5%~19.1% [6]，因其反复性、难治性，成为了临床难治疗的疾病之一。 
过敏性鼻炎在中医属“鼻鼽”的范畴。我国对鼻鼽病进行了明确的定义：“鼻鼽，疾病。出自《素

问·脉解篇》，又名鼽嚏。”近年来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中根据辩证选方结合中药外用药物塞鼻或滴

鼻法及针刺、艾灸、穴位埋线等多种方法，使得治疗效果更安全、更长远，取得了有效进展。 

2. 病因 

2.1. 外因 

鼻鼽通常是正虚邪盛，机体卫外不固，感受风寒之邪以束表，肺气失宣，肺开窍于鼻，邪阻鼻窍，

出现鼻窍壅塞，肺宣发肃降失调，津液停聚，出现了鼻流清涕，喷嚏频作，鼻黏膜水肿等现象。在治疗

上，基本原则是温肺散寒，宣通鼻窍。马丽珍[7]采用通宣理肺丸合玉屏风散治疗风寒诱发的过敏性鼻炎

35 例经 3 个月随访总有效率 91.43%，李晓清[8]采用针刺结合天灸治疗肺虚风寒型过敏性鼻炎与西药组

对照，能有效减轻症状，且复发率明显低于西药组。皇甫中[9]《明医指掌·卷八·鼻证》曰：“肺热，

鼻塞流清水。”孔嗣伯先生认为脾胃受损，湿热蕴于中焦，阻于鼻窍，可发为鼻鼽[10]，小儿为纯阳之体，

易于化热，病久郁而化热，故而罗光文自拟清热通窍散治疗小儿肺经风热型过敏性鼻炎，总有效率达

87.14%。远期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2.2. 内因 

中医学上认为，本病多责之肺脾肾，肺气虚弱，脾气虚弱，肾阳不足。王书臣教授[11]认为该病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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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肾失职，肾为先天之本，发病的关键在于先天禀赋不足，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肾不足往往导致

肺脾两虚，故王老认为本虚标实，本为肺肾不足，标为风邪外袭，内外相因发病。肖相如[12]教授采用麻

黄附子细辛合肾四味汤加味治疗肺肾阳虚，以达宣通鼻窍、温肾固本。王士贞[13]教授认为本病根本在于

脾虚，《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清阳出上窍”，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常以四君子汤和玉屏

风散加减治疗。干祖望教授[14]基于“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研究顺时应天壮脾能使人不受邪。严道南善

从脾论治[15]三法，健脾为主，祛湿，温阳，甘温来治疗过敏性鼻炎取得疗效。李媛媛[16]认为从肺肝生

理功能失调导致过敏性鼻炎春季易感。除此之外，近年来也有许多其他理论，如湿邪理论[17]，经络[18]
病机等不断扩充补足。 

历代医家的临床实践证实本病本虚标实，可分为寒证热证，从肺脾肾虚寒等方面进行辩证选方治疗

疾病。 

3. 中医药 

陈国栋[19]研究表明用苍辛术甘汤结合布地奈德鼻喷剂治疗肺气虚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疗效能够达

到标本兼治，比单纯使用西药能更好的提高临床疗效。邹连琦与牛其云[20]等人进行 52 例气虚性型过敏

性鼻炎随机分为观察组给予脱敏通窍胶囊(药用：人参皂苷、桔梗、大枣、苍耳子、辛荑、黄芪)，对照组

给予曲安奈德鼻喷雾剂晨起喷鼻，中西药治疗均显著降低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主要症状体征，且观察组疗

效更显著，中药全方走大补元气，宣通鼻窍，调理体质，有效减少复发率。陈心明等人[21]予以布地奈德

喷鼻剂、依巴斯汀片治疗为对照组，观察组在此基础上使用加味玉屏风汤，七天一疗程，经过两个疗程，

明显发现观察组能缓解肺脾气虚型过敏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症状，抑制患者炎症反应，且有效提高免疫功

能，疗效显著。朱镇华[22]教授认为桂枝具有温通经脉，和解表里，能够达到卫外以益肺健脾、宣通鼻窍

的功效，临床上常使用温肺止流丹加减治疗，常常取得不错疗效。万礼霞[23]采用麻黄细辛附子汤加减治

疗过敏性鼻炎 30 例为治疗组，对照组使用曲安奈德喷雾剂治疗，治疗组治疗有效率 93.33%显著高于对

照组 73.33%，且治疗组治疗后 3、6 个月后复发率 16.66%显著低于对照组 40.00%，结果表明使用麻黄细

辛附子汤比使用单纯使用西医治疗更能减少复发率，提高长远疗效。黄建军[24]加味玉屏风汤联合常规治

疗可安全有效地调节肺脾气虚型过敏性鼻炎患者免疫功能，减轻炎症反应，改善临床症状，提高临床治

疗疗效，这其中黄芪补益肺脾，固表止汗，促进肺脾之气生成，为君药；炒白术燥湿健脾，与黄芪合用

共奏固表功效。彭万年[25]治疗过敏性鼻炎从肾阳不足而驱邪用麻黄细辛附子汤，以温补脾肾，祛寒除邪

达到缓解表现在局部的喷嚏、流清涕等症状。何月燕[26]苍耳子散合玉屏风散加减治疗肺虚感寒型过敏性

鼻炎，能够降低 EOS 对于鼻部粘膜的浸润从而改善鼻纤毛的功能，而增强抗过敏的能力。 

4. 中药外用药物 

临床上对于过敏性鼻炎的治疗，不管从中医还是西医角度来看，均提倡局部使用药物，因为鼻粘膜

娇嫩，且布满丰富血管，能更好吸收药物有效性[27]，提高疗效。 
陈文伯教授[28]运用临床经验总结的鼻炎擦剂中以细辛、辛夷为主等药物达到疏风散寒，通鼻窍，以

缓解鼻塞等症状，对比布地奈德鼻喷雾剂，长远疗效比激素类稳定，且不易复发。辛国爱[29]等将白芷、

薄荷、辛夷、苍耳子、红花、莪术等中药材研粉制备成鼻通泰药膜，并纳入 286 位鼻炎患者进行临床疗

效观察，将鼻通泰药膜直接贴于鼻甲上，20 天为 1 个疗程，总有效率可达 89.95%，且药膜贴于鼻甲更利

于药物的药效稳定缓慢释放。冯光[30]将辛夷、白芷、防风、乌梅、五味子、甘草等药物研磨成细粉后，

通过棉球沾取药物粉末塞鼻法治疗肺气虚寒型过敏性鼻炎，其疗效能达到 93.5%，对其中 48 例随访，2
年内未曾复发。李敏[31]将肺气虚型持续性过敏性鼻炎患者分为两组，两组均予以口服氯雷他定片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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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组加用参甘鼻喷剂(以人参、甘草、白芷、柴胡、乌梅等药物有效成分)治疗，总有效率实验组(86.96%)
明显优于对照组(70.83%)，表明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患者通过使用参甘鼻喷剂疗效显著，且患者生活质量

明显改善。胡伟鹏、张勇等人[32]制作的山茶油、苍耳子、黄芪组成的复方茶油涂鼻膏涂鼻治疗过敏性鼻

炎患者 120 例，结果显示涂鼻膏中山茶油具有抗炎抑菌联合中药苍耳子发挥出更强抗过敏作用。由于中

药外用药物作用于局部鼻粘膜，药物吸收率较高，直达病灶，且对比西药鼻喷剂停药后易复发，中药外

用药物使用能够降低其复发率，长远疗效较西药鼻喷剂更有稳定性[33] [34]。 

5. 其他疗法 

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方法众多，也采用针刺、穴位贴敷、耳穴压豆、自血疗法、推拿手法等辅助疗

法提高疾病的治疗效果。 
董氏奇穴[35]采用温阳针法治疗 60 例患者，有效率为 95%；比普通针刺组有效率为高了约 25%，由

此可观，董氏奇穴温阳针法与常规针刺法比较疗效更佳。黎玉宣[36]等人研究针刺刺蝶腭神经节结合节气

穴位贴敷作为观察组治疗 50 例，总有效率为 88.00%，而对照组取常规针刺为 72.00%，针刺蝶腭神经节，

可兴奋交感神经，释放乙酰胆碱和肾上腺素递质，血液中该递质的双向改变，使鼻黏膜血管收缩，腺体

分泌物减少，从而改善患者鼻塞、流涕等症状。孔亚明[37]采用天灸法使用白芥子、细辛、甘遂、延胡索、

麝香等药物按比例制作，三伏天进行贴敷，疗效高于使用盐酸西替利嗪片。李金平[38]观察耳穴压豆显效

28 例(77.78%)，总有效 36 例(94.74%)。证明耳穴压豆有良好的临床疗效。曾会燕[39]采用中医组予以参

苓白术散结合耳穴压丸法综合治疗，西医组予盐酸西替利嗪治疗，观察疗效发现中医组治疗总有效率高

于西医组 12.00%，且不良反应总发生率远低于西医组。李霞、王卫强[40]应用穴位埋线联合自血疗法探

讨治疗肺脾气虚型变应性鼻炎，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达 88.57%超过对照组的 71.43%，通过穴位疗效

加上自血增加了穴位疗效，获得了增效减副的优势。荆丽娟[41]进行 60 例小儿推拿观察组，对照组采用

孟鲁司特钠 + 氯雷他定片口服，研究发现小儿推拿治疗的观察组能更明显地降低 AR 患儿症状的发作次

数，副作用低，安全性高，对于儿童治疗来讲绿色安全，家长心理负担小。 

6. 小结 

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重点突出，病证结合，方证相符，能够极大提高治疗效果，且中医治疗不单使

用中药，同时结合中药外用药物塞鼻、滴鼻、喷鼻方法及针刺、穴位埋线、艾灸等多种方式，更全面、

更安全、更有效的提高了机体免疫力，增强抵御力，减少疾病复发可能。该疾病同时也需要患者坚持用

药，加强自身调养，有良好心态共同面对疾病。但目前我们对于过敏性鼻炎的认识机制不够全面，新的

发现已经出现，期待未来更多研究学者一起填补空白，其次中医的外治法的研究较少，望未来能更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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