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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支气管炎(简称“慢支”)是常见病，具有发病慢、病史长、病情易反复等典型特点。中医药疗法是

治疗该病的理想方法，尤其适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广，在近年来广受关注。文章综述了慢支的中药内

治法和外治法，发现传统验方仍是中药内治的主要方法，在此基础上继续强化机制性探索并推广分型辨

治疗法，取得了理想疗效。内治法中，穴位敷贴法和热敏法由于患者易接受、经济成本低，较西医方法

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治疗效果和保证安全性，且特别适宜于经济落后地区推广应用。最后，提出了慢支中

医药疗法的主要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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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bronchitis is a common disease with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low onset, long history of 
disease, and easy recurrenc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rapy is an ideal metho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promotion in 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 
and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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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found that the traditional 
prescription was still the main method of internal treatment. On this basis, it continued to streng-
then the mechanism exploration and promote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different types, 
and achieved ideal results. Among the internal treatment methods, the acupoint application me-
thod and thermo-sensitive method can often obtain higher therapeutic effect and ensure safety 
than the western medicine method due to their easy acceptance by patients and low economic cost, 
and are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in economically backward areas. Finally, 
the mai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bronchiti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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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慢支是一种西医的概述，通常将其解释为因感染或非感染因素引起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及其周围组

织的慢性非特异性炎症。中医方面则将其归属于“喘症”“咳嗽”等症范畴[1]。从发病诱因上看，吸烟、

空气污染(如雾霾、二氧化硫等)等均与慢支的发生有关，主要临床表现为喘息、咯痰、咳嗽等。慢支患者

的症状往往在早期较轻，且通常在冬季症状加重，而进入春秋气温回升后症状得以缓解。由于“咳嗽”

是慢支最普遍的临床症状，具有非特异性的特点，往往不被患者重视而导致延误治疗或诊治失当，从而

引发慢性炎症的发生，甚至合并肺动脉高压、慢性阻塞性肺病、肺心病等，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严重者甚至引发呼吸衰竭[2]。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慢支是老年人(特别是)群体中的多发病[3]；受限于呼

吸道防御功能降低，易发感染，慢支对老年人身体机能受的威胁尤其严重。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 50 岁

以上人群慢支的发病率高达 15%左右，远高于一般人群的 4%。特别是针对医护条件相对不发达的乡村社

区，慢支是常见慢性病，往往得不到人们足够重视，使得人们生活质量无法有效提升[4]。 
目前，针对慢支的治疗方法包括中医疗法、西医疗法和中西医结合疗法等。其中，西医以抗生素控

制感染为主要手段，如通过雾化吸入孟鲁斯特或氨溴索以控制慢支[5]。但是从治疗效果上看，西药的持

续性效果有限且存在抗药性问题。中医认为，慢支的病位在肺，早期多因肺失宣发肃降，内生疲湿而致

咳痰、咳嗽、喘息，病程日久累及他脏，出现本虚标实证，本虚多为肺、脾、肾三脏亏虚，标实多为疲

浊阻肺[6]，方药上以扶正祛邪、补脾益气为主，针对寒症患者需以温热化痰为主要治则；外寒内热者应

当清内热、驱外寒，同时针对不同临床表现配伍不同药物加以强化，如咳嗽重者配伍化痰止咳药物；脾

虚者配伍健脾补气药物等[7] [8]。已有研究表明，中医药可由有效控制慢支症状，有望在慢支治疗中发挥

重要作用[7] [8]。本文立足于中医对慢支病因病机的认识，综述了几种针对慢支的中医药治疗方法研究进

展，以期为乡村地区慢支治疗提供借鉴。 

2. 慢支的中药内治法 

中药内治法是中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最常见方法，也是最为重要的方法。张仲景在《金匮要略·痰

饮咳嗽病脉证并治》中抓住疾病本质，运用“温肺化饮”的治法治疗慢支，并创制了很多简洁实用的“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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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化饮”的代表方，如小青龙汤、苓甘五味姜辛汤、射干麻黄汤等。现代医家在探索传统配方的作用机

制基础上多有创制，各具特色。例如，孙庆生等[9]基于生物信息学方法分析发现，小青龙汤可能通过调

控 PI3K-AKT 信号通路及其相关靶点发挥治疗肺系疾病的作用。郑瑜泓等[10]通过大鼠毒性试验探索了苓

甘五味姜辛汤对慢性支气管炎的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汤要可通过降低大鼠体内白细胞介素 2、白细胞介

素 4 含量和提高肺内水通道蛋白 1 的表达，起到平衡调节炎症因子和气道液体的作用，达到治疗慢性支

气管炎的目的。表 1 列举了几例研究者传统验方的改进及其效果，可见在传统验方基础上继续强化机制

性探索及推广分型辨治疗法，是推广祖国医学，解决慢支疑难杂症的有效方法。 
值得一提到是，中医认为慢性气管炎以寒邪致病为主要外因，以患者体质的阳气不足为其主要内因，

患者机体总的情况是阴盛阳衰[16]。由此，提出了“冬病夏治”疗法，也暗含“治未病”的预防之意。蒋

文化报道了根据冬病夏治原理采用中医疗法治疗慢支的疗效，采用三伏天在背部穴位针刺及贴白芥子泥

膏结合中药内服方法治疗，20 例三年以上慢支患者的总有效率为 85%，有 9 例被治愈，8 例症状明显好

转[17]。 
 

Table 1. Several improved methods and therapeutic effects of empirical prescription for targeted bronchitis 
表 1. 针对慢支验方的几种改进方法及其治疗效果 

方剂成分 治疗效果 来源 

小青龙汤 
(喘息者加杏仁、厚朴) 明显缩短康复时间，炎症因子水平明显降低，超氧化物歧化酶水平显著升高 王松慧等[11] 

分型辨治疗法 

风寒袭肺型–小青龙汤；风热犯肺型–清肺类汤药；痰热蕴肺型–二陈汤；

针对胸闷舌苔厚重者、咳大量黄痰者、手脚冰冷者、脾虚表现者等分别配伍

不同中药。中医治疗的临床总有效率(95.94%)明显高于常规西医治疗组

(73.78%)；且中医药组的症状缓解时间和在院治疗时间被明显缩短，慢支复

发时间延长。 

吴英[12] 

脾肾阳虚者给予六君子丸、肾气丸加减；痰热蕴肺证者给予桑白皮汤加减；

痰湿壅肺证者给予三子养清汤、二陈汤加减；风热犯肺证者给予桑菊饮加减。

与西药治疗对照组总要有效率 80.43%相比，中药组有效率显著提高至 95.65%
且中药组白介素-6、白介素-8 及肿瘤坏死因子-α等炎症因子水平明显低于对

照组；且不良反应发生率为 4.35%，明显低于对照组的 21.74%。 

刘文静[13] 

味苓桂术甘汤 与西药治疗对照组采用；观察组治疗 2 周后，治疗组总有效率明显为 90.0%，

高于对照组的 76.7%。 刘丽杰等[14] 

芪冬润肺方 芪冬润肺方是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有效方药，可改善患者的症状，对增强患

者机体防御功能，延缓病情进展，防止病情加重迁延转化。 李聪敏等[15] 

3. 慢支的外治法 

3.1. 穴位敷贴法 

“治病求本、标本兼治”和“辩证治疗”是中医的典型特色。穴位敷贴由于副作用小、患者易接受、

经济成本低、疗效明显等优点，成为广受慢支患者接受的治疗方法。近千病例统计结果显示，以《张氏

医通》的白芥子涂法为基础，通过其他配药符合治疗最为常见。李红霞报道了一种主要成分为生白芥子、

延胡索、生甘遂、麻黄、等中药粉末的“三伏贴”疗法，该疗法通过“伏天”施贴的冬病夏治疗法，对

62 名患者三年的治疗总有效率可达 98.31%，认为该法具有可有效减少发病频次，疗效显著，患者经济负

担低，副作用微弱等优点[17]。穴位敷贴法中常用腧穴为督脉的大椎穴和背俞穴，结合辨病辨证选取天突、

大椎等配穴[18]。虽然穴位敷贴法已广为接受，但该法临床研究样本量仍偏少且缺乏统一标准，兼之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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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取穴、用药处方，使得该法的进一步推广应用受到限制，亟需补充完善。 

3.2. 热敏法 

咳嗽咳痰是慢性支气管炎患者最典型的症状。“热敏灸”是指采用较大直径的绒艾条、清艾条，利

用其燃烧产生热感进行悬灸，从而热敏化相应穴位，激发非热感觉、体表不热里部热、近部不热远部热、

传热、扩热、透热 6 种热敏灸感，并根据个体化饱和灸量的一种外治法。吴舒康等总结发现，艾灸法由

于具有可改善咳嗽、咳痰症状，提高机体免疫球蛋白水平，改善肺功能和提高免疫力，舒张气管平滑肌，

抗氧化、增强自由基清除能力等优点，有望成为治疗慢支的理想方法[19]。 

3.3. 其他外治方法 

慢支属中医学“内伤咳嗽”范畴，治疗可通过经络予以宣肺、补肾、运脾从而达到标本同治的目的。

针灸法、穴位埋线法、耳针法、穴位注射法等均是基于对特定穴位的刺激达到缓解慢支症状的效果。但

是，这些方法一是操作难度大；二是患者接受度偏低，特别是透皮疼痛不可避免增加了推广难度；三是

往往需要与内治法配合使用，因此这些方法除缺乏权威的慢支防治诊疗规范外，也往往不适用于偏远地

区患者选用。 

4. 结论及建议 

近年来，随着对中医关注度的升高，尤其是面对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洗礼，中医定会赢得越来越多

人的信任。几年来，慢支的中医疗法也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关注，不断有中医药治疗慢支的病例报告

被报道。中医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方法众多，可大致分为以宣肺止咳、清热解表等中药方内治和穴位敷贴

法、热敏法、针灸法、穴位埋线法等外治方法。内治法中，以小青龙汤为代表的传统验方为主，外治法

中，穴位敷贴法和热敏法由于患者易接受、经济成本低，较西医方法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治疗效果和保证

安全性，且特别适宜于经济落后地区推广应用。如何组织资深专家和学者，协同攻关并因病制宜地制定

慢支辨证分型和疗效判定标准，筛选出若干相对客观的、权威的、疗效显著的、易为基层医疗人员所接

受的中医药防治慢支的适宜技术是未来工作的重点。其次，有必要借鉴现代科学手段，对中医疗法的作

用机制进行深入的研究，为中医疗法的推广应用提供坚定的药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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