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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儿肺炎喘嗽是目前儿科常见的一种呼吸系统疾病，严重者影响儿童生命健康安全，武汉市中医医院院

内制剂——麻甘止咳合剂、消食合剂，两者合用，从“宣”“清”“消”“下”的角度治疗此类疾病，

临床上达到了良好的疗效，对改善患儿生活质量及预后收效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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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ld pneumonia is a respiratory disease common in pediatrics; even if it is serious, it 
will affect the life and health of children. There are two drugs: Magan and Xiaoshi, homemade from 
Wuhan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se two drugs are effective in treating 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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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onia when these are used together, by way of “disperse” “clear” “eliminate” “defecate”. These 
drugs are also beneficial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prognosis of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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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肺炎喘嗽病名始见于清代谢玉琼所著的《麻科活人全书·气促发喘鼻煽胸高》，现代医学病名为“小

儿肺炎”，临床以气喘、咳嗽、咯痰痰鸣、发热为特征[1]。临床研究发现，小儿肺炎喘嗽以痰热闭肺证

最为多见[2]。众医家以清热涤痰、开肺定喘为主法加以辨证论治，中医治法精彩纷呈，我院自制药麻甘

止咳合剂、消食合剂，以“宣”、“清”、“消”、“下”为法，治疗小儿肺炎喘嗽，临床收效甚好。 
麻甘麻甘止咳合剂、消食合剂均为武汉市中医医院院内制剂，均由武汉市中医医院儿科经过数十年

的临床研究与探索总结的经验方化裁而来。麻甘止咳合剂(原麻甘口服液，批准文号：鄂药制字

Z20180225)、消食合剂(原消食口服液，批准文号：鄂药制字 Z20180234)均为武汉市中医医院院内制剂。

麻甘止咳合剂主要成分：麻黄、苦杏仁、生石膏、甘草、陈皮、大黄等，消食合剂主要成分：厚朴、茯

苓、陈皮、炒麦芽、鸡内金、木香等。 

2. “宣”——宣肺气 

肺主气，司呼吸，肺气宣发肃降是肺系的基本功能，也是其独有的生理特性，肺的各项生理功能均

有赖于肺气宣发肃降。小儿肺脏娇嫩，感邪之后，邪闭于肺，肺失宣肃，则影响体内津液的正常输布，

进一步凝聚成痰，痰热胶结，壅遏于肺，发为肺炎喘嗽，同时使肺气闭阻更甚，故肺炎喘嗽与肺气宣肃

失常二者关系密切，常相互影响。 
《诸病源候论·咳嗽病诸候》云：“壅痞不能宣畅，故咳逆短气也。”肺炎喘嗽的治疗尤其强调宣

肺的重要性，宣肺既为一种治法，也是治疗的原则和目的。麻甘止咳合剂以麻杏石甘汤为原方，麻黄、

石膏为此方用药之关键，有学者研究认为，麻石的比例决定了全方宣畅气机与清热的偏向，麻黄比例增

加则功效偏于宣达气机，石膏比例增加则功效偏于清热[3]，《伤寒论》中记载麻黄、石膏用量之比是 1:2，
即石膏用量倍于麻黄，但石膏为矿物类药，主要成分不易煎出，故认为麻杏甘石汤的麻黄石膏比例相近，

宣畅肺气与清解肺热之功并重，达到“宣肺平喘而不助热，清解肺热而不凉遏”的效果。《证治准绳》

云：“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宣畅肺气使肺宣发肃降正常，津液输布正常，则痰易消。 

3. “清”——清肺热 

《素问·至真大要论》云：“热者寒之”“温者清之”。即运用寒凉之品治疗热性疾病，现代各医

家多认为肺炎喘嗽病因在于六淫之邪，尤以风热为主[4]，小儿体禀纯阳，感邪之后，不论风、寒、暑、

湿、燥、火，均易从阳而化热化火，往往表现为热象。麻甘止咳合剂在麻杏石甘汤基础上加入大黄、陈

皮、鸡内金等共 12 味中药组成。麻杏石甘汤是儿科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的经典方药，功能辛凉宣肺、清

肺平喘，方中麻黄、石膏二者相制而用共为君药，麻黄为肺经专药，可宣散肺经郁热而平喘，乃“发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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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郁之药”；石膏乃辛甘大寒之品，清泄肺胃之热以生津；杏仁为臣药，入肺经，具有宣肺化痰、止咳

化痰的作用，同时与麻黄一宣一降，相反相成；甘草为佐使之药，具有补气和中、润肺止咳的作用，同

时又能防止石膏药性寒凉伤及中焦脾胃，调和诸药。《医宗金鉴》提出该方取麻黄之专开，杏仁之降，

甘草之合，倍石膏之寒，除内蕴之实热，斯溱溱之汗出，而内外之烦热与喘悉除矣[5]。 

4. “消” 

4.1. 消痰湿 

小儿肺炎喘嗽之痰热闭肺证表现为痰多咳嗽、喉间痰鸣，责之于痰热胶结，闭阻于肺，而致肺气郁

闭。明代李中梓《证治汇补·痰证》载：“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脾失健运，则痰饮水湿内

生，上归于肺，发而为病。消食合剂是在武汉市中医医院著名儿科专家张介安先生自拟经验方消食散基

础上而研制的中成药，临床使用疗效显著。方中厚朴为君药，辛温，味苦，下气除满，燥湿消痰，善治

食积气滞、痰饮喘咳等证；茯苓利水渗湿，宁心健脾，为臣药，与厚朴合用更显健脾化湿之功效；陈皮、

木香为常用的理气药，共为佐药，二者合用共奏理气调中之功。消食合剂通过理气消痰祛湿使脾胃正常

运化水谷精微，则痰无所生，从而达到痰湿内化，咳嗽自止，诸症如常。 

4.2. 消积食 

《景岳全书·小儿则·总论》云：“盖小儿之病，非外感风寒，则内伤饮食。”并且随着物质条件

逐渐优越，小儿多恣食肥甘厚腻辛辣之品，贪食无度，肺炎喘嗽患儿多伴有伴纳呆腹胀、口气重、脘腹

疼痛等症。食郁中焦阻滞气血运行，生热生湿生痰上干于肺，影响肺的宣肃功能[6]。麻甘止咳合剂在原

方基础上加有陈皮、鸡内金等健脾消食助运之品，消食合剂辅以二芽、鸡内金、槟榔、建曲以补脾健胃、

消食化积，通过消积食，使热退痰去，达到肺之宣肃正常。 

5. “下”——下邪热 

《内经》云：“肺与大肠相表里。”肺和大肠两者一脏一腑，一表一里，一阴一阳，在生理病理上

联系密切，临床上常见肺炎喘嗽患儿兼有便秘的症状，燥屎不行，邪无出路，即“无水舟停”。大肠通

降正常才能保证肺气的宣发肃降，气机升降有序[7]。遵柯韵伯《伤寒来苏集》:“邪入于藏，必借所合之

腑为出路。”肺之受邪，痰热壅盛，通过所合之腑大肠通腑泻热，使邪有出路。麻甘止咳合剂在原方基

础上加入了大黄，大黄为攻下药的代表药物之一，作用泻下攻积，《伤寒瘟疫条辨》记载大黄“气味俱

厚，走而不守，清脏腑蓄热，夺土郁壅滞。”麻甘止咳合剂巧妙应用大黄使邪热积滞从下而解，以达到

釜底抽薪之功效，此乃“移其热由腑出，正是病的去路。” 

6. 病案举隅 

刘某，女，5 岁，因“反复咳嗽 1 周，发热 1 天”于 2021 年 11 月 20 日就诊，家长代述：1 周前因

受凉后出现反复阵发性咳嗽，偶有喘息，常晨起、睡前发作，白天剧烈活动后咳嗽甚，有痰，咯痰粘稠，

咯吐不爽，咳甚则欲呕吐，时咽痛，无发热、鼻塞、胸痛、气促、喘息等特殊不适，昨日无明显诱因出

现发热，T 38.1℃，未予特殊处理，现热退，平素纳食欠佳，挑食，喜肉食，口臭，时腹胀，未诉腹痛，

夜寐欠安，夜间入睡后汗多，大便 2 日一行，大便干结，小便调。既往史：近 1 年患肺炎 1 次，反复呼

吸道感染 2~3 次。体格检查：神清，精神可，形体偏胖，腹平软，咽充血，双侧扁桃体 I˚肿大，双肺呼

吸音稍粗，可闻及细小干湿性啰音，舌红，苔白腻，脉细数。西医诊断：支气管肺炎，中医诊断：肺炎

喘嗽–痰热闭肺证。治以清热化痰，止咳平喘。处方：予麻甘止咳合剂 × 4 盒(用法用量：每日 3 次，每

次 10 ml，口服)、消食合剂 × 4 盒(用法用量：每日 3 次，每次 10 ml，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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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7 日二诊：药后，患儿未见发热，咳嗽频率较前明显减少，痰少，睡前咳嗽明显减轻，

喘息未作，纳食较前稍增，夜寐欠安，夜间盗汗明显好转，大便偏干，小便调。体格检查：咽微红，双

肺呼吸音稍粗，未闻及明显干湿性啰音，舌红，苔薄腻，脉细数。效不更方，予前方继服 1 周，并嘱其

禁食肥甘厚腻生冷之品。一周后复诊，咳嗽愈，纳寐可，二便调，诸症皆无，嘱注意保暖，避免受凉。 

7. 结语 

《景岳全书·小儿则·总论》云：“盖小儿之病，非外感风寒，则内伤饮食。”并且随着物质条件

逐渐优越，儿童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多喜肉食，蔬菜等膳食纤维摄入过少，导致脾胃负担过重，痰热内

生。多表现为热盛体质，或外寒内热体质，在临床用药时清热、消食之品的合理辩证运用，对疾病的恢

复大有裨益，麻甘止咳合剂和消食合剂为武汉市中医医院在总结验方、从儿童体质加以辩证自制而成，

合理运用清热、消食之品，近几年临床运用收效良好，蔡建新以消食口服液治疗食积咳嗽疗效显著，能

明显改善小儿咳嗽咯痰、腹胀纳呆、喉中痰鸣、手足热、便秘、口臭、大便秘结、夜晚不宁等临床症状

[8]；徐和祥以止咳散加减联合消食口服液能明显改善儿童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症状，提高患儿的生活

质量[9]；龚晓薇基于清宣化痰法运用麻杏石甘汤化裁治疗小儿鼻渊疗效确切，能明显缓解患儿鼻塞、流

浊涕、咳嗽等症状[10]。本案以麻甘止咳合剂和消食合剂合用，以“宣”“清”“消”“下”法治疗小儿

痰热闭肺型肺炎喘嗽，使肺气宣、痰热清、痰食消、邪热下，临床能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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