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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摘要页 探讨夙根伏痰理论在儿童病毒诱发哮喘三级防治中的应用遥 从伏痰的成因尧哮喘夙根的发展等角度出发袁立足于病毒

诱发哮喘的中西医发病机制袁将中医治未病理念贯穿于病毒诱发哮喘的三级防治的始终袁探讨其一尧二尧三级防治的具体应用遥 一级

防治是指在病毒感染引起首次喘息时袁通过及时清除病邪尧调理体质和扶正气等方式袁消除高危因素袁以防止哮喘的形成袁达到未病

先防的目的遥 二级防治是在哮喘确诊后进行早期治疗袁以达到既病防变尧防微杜渐的目的遥 三级防治是针对哮喘缓解期进行的防复

措施袁以防止病情复发遥 基于夙根伏痰理论并应用治未病思想对儿童病毒诱发哮喘进行分期尧分级防治袁截断哮喘伏痰结成尧清除夙

根可以减少或防止哮喘的发生发展袁为病毒诱发哮喘防治提供思路和方法遥
也关键词页 夙根伏痰曰呼吸道病毒感染曰儿童哮喘曰病因病机曰三级防治曰治未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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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three-tier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virus-induced
asthma in children by Chinese medicine based on the root phlegm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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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The study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oot phlegm theory in the three-tiere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root phlegm for virus-induced asthma in children. It examines the causes of hidden phleg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sthma's
root factors, based on the pathogenesis of virus-induced asthma from both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perspectives.
The concept of preventative treatment in Chinese medicine is integrated throughout the three tier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for virus-induced asthma.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s of the three tires have been discussed. The first tier involves preventive
measures when the first wheezing occurs due to viral infection, timely eliminating high-risk factors to achieve revention before
illness. The second tier focuses on early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asthma to achieve preventing progression of existing
disease and preventing the disease from getting worse. The third tier addresses prevention of recurrence during the remission
phase of asthma. By establishing a phase d and graded approach based on the root phlegm theory and the concep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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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ventative treatment, this study aims to interrupt the formation of asthma's root phlegm and eliminate its underlying factors,
thereby reducing or preventing the onset and progression of asthma, and providing new insights and methods for the prevention
and management of virus-induced asthma.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root phlegm; respiratory viral infections; asthma in children; pathogenesis; three-tiered prevention and treat鄄
ment; preventive treatment

在新生儿期与婴儿期袁早期呼吸道病毒感染是

哮喘的启动因素 [1]袁病毒感染也是日后哮喘急性加

重尧反复发作的重要原因[2]遥 因此袁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将哮喘防治研究的重点放到哮喘发病的起始阶

段袁以期从起始点抑制该病的发生尧发展遥 病毒诱发

哮喘是病毒和机体本身免疫博弈的结果袁单一化学

药物难以有效治疗袁且呼吸道病毒疫苗研发充满挑

战尧抗病毒药物临床应用进展缓慢[3]遥 目前袁病毒诱

发哮喘尚缺乏干预手段袁也没有公认的防治方案[4]遥
治疗儿童呼吸道疾病是中医药的优势领域袁通

过辨证论治袁可以有效减少哮喘的发作袁在预防及控

制哮喘发作方面有独有的特色和优势遥 本文基于全

国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孟清教授多年临床尧科研耕耘

成果袁瞄准儿童哮喘早期防治这一前沿问题和迫切

的临床需求袁聚焦病毒诱发哮喘的发病机制及防治

问题袁探讨病毒诱发哮喘的中医药三级防治袁为儿童

病毒性哮喘防治工作提供新思路遥
1 婴幼儿期病毒感染与哮喘的发生发展关系

病毒感染与哮喘发生发展密切相关遥 一方面袁病
毒感染是诱发哮喘发病的起始环节曰另一方面袁病毒

感染是引起哮喘急性发作和/或哮喘症状加重的诱

发因素[5]遥 婴幼儿期病毒感染袁尤其是呼吸道合胞病

毒渊respiratory syncytial virus袁RSV冤感染袁被认为是

哮喘发生发展的决定因素[6-7]遥 多项流行病学研究提

示袁RSV 引起的毛细支气管炎是哮喘发作和发展的

主要危险因素[8]遥 研究显示袁RSV 急性感染后袁42%耀
75%的儿童可伴有阵发性喘息袁80%耀85%的儿童其

哮喘急性发作与病毒感染有关袁其中又以 RSV 感染

与儿童哮喘发病关系最为密切[9]遥 哮喘发作期 RSV
检出率达 26%耀64%[1]遥 婴幼儿期的呼吸道病毒感染

可能对免疫系统产生长期影响袁使得免疫系统对于

哮喘相关的刺激反应异常敏感遥 这可能导致免疫系

统对呼吸道病原体过度反应袁从而引起慢性的炎症

和气道高反应性遥 早期的呼吸道病毒感染可能对儿

童的气道发育产生不良影响袁导致气道发育异常或

者气道重塑袁使得气道更加易激发和受损袁增加了

儿童患哮喘的风险遥 呼吸道病毒感染可引起气道的

炎症和损伤袁导致气道的过度反应和气道高反应

性袁使得气道更容易收缩并发生哮喘[10-11]遥
课题组前期研究表明袁病毒感染引发哮喘的作

用机制与树突细胞自噬尧T 辅助性细胞免疫失衡尧神
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紊乱密切相关[12-16]遥 因此袁婴幼儿

期的呼吸道病毒感染可能通过影响免疫系统尧气道

发育以及气道炎症和损伤等途径袁增加儿童哮喘的

发生和发展风险遥因此袁尽早预防和治疗婴幼儿期的

呼吸道病毒感染对于减少儿童哮喘的发病率具有重

要意义遥
2 病毒诱发哮喘的核心病机是夙根伏痰

夙根伏痰理论是中医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

念袁它认为人体内存在夙根即疾病的根源袁可能是由

于体质虚弱尧情志失调尧饮食不节等所致遥 而伏痰指

痰湿内蕴袁是一种病理产物袁与哮喘发生发展密切相

关遥 夙根伏痰理论基础源自叶金匮要略窑痰饮咳嗽病

脉证治第十二曳院野膈上病痰袁满喘咳袁发则寒热袁背痛

腰疼袁目泣自出袁其人振振身 闰目 剧袁必有伏饮遥 冶首次

提出伏饮的症状特点遥而叶症因脉治窑哮病曳指出院野哮
病之因袁痰饮留伏袁结成窠臼袁潜伏于内袁偶有七情之

犯袁饮食之伤袁或外有时令之风寒束其肌表袁则哮喘

之症作矣遥冶明确提出哮病的病因为内外因引起的痰

饮留伏遥叶幼科发挥窑喘嗽曳载野小儿素有哮喘袁遇天雨

而发者袁发则连绵不已袁发过如常袁有时复发袁此为宿

疾袁不可除也冶袁表明本病具有反复发作尧难以根治的

特点遥
夙根伏痰形成的机制较为复杂袁感受外邪是常

见因素之一遥叶证治汇补窑哮病曳阐明了外邪触动伏痰

诱发哮喘的机制为野哮即痰喘之久而常发者袁因内

有壅塞之气袁外有非时之感袁膈有胶固之痰袁三者

相合袁闭拒气道袁搏击有声袁发为哮病冶遥 外邪诱发袁触
动伏痰袁痰随气升袁气因痰阻袁相互搏结袁阻塞气道袁
宣肃失常袁气逆而上袁出现咳嗽尧气喘哮鸣尧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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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症遥
伏痰为哮喘夙根袁其潜伏在里袁病根深藏袁病因

不外乎外感尧内伤遥 叶伏邪新书窑伏邪病名解曳中提出

野感六淫而不即病袁过后方发者总谓之曰伏邪遥 已发

者而治不得法袁病情隐伏袁亦谓之曰伏邪遥 有初感治

不得法袁正气内伤袁邪气内陷袁暂时假愈袁后仍复作者

亦谓之伏邪遥 有已发治愈袁而未能尽除病根袁遗邪内

伏后又复发亦谓之伏邪遥 冶提示六气皆能内伏为病袁
外感内伤均能使得邪气留伏遥 叶杂病源流犀烛窑痰饮

源流曳 针对痰饮致病记载院野人身非痰不能滋润也遥
而其为物袁则流动不测袁故其为害袁上至巅顶袁下至涌

泉袁随气升降袁周身内外皆到袁五脏六腑俱有遥 冶提示

痰可伏结于全身各处遥 痰由津液所化袁易随气流动袁
当痰气交阻于肺袁碍肺之宣降袁则发为哮喘遥 痰瘀同

源袁痰瘀易于互结袁阻滞肺气袁肺失宣肃袁致使哮喘反

复发作袁迁延难愈遥
3 儿童病毒诱发哮喘的中医三级防治

基于中西医对病毒诱发儿童哮喘机制的认识以

及中医治未病思想袁本文提出中医三级防治的设想遥
一级防治为未病先防袁聚焦于哮喘高危儿袁综合其病

毒诱发哮喘的高危险因素袁借助中医药调理体质与

改善生活方式袁降低发病风险遥 二级防治即既病防

变袁早期精准识别袁在发作初期尤其是急性发作期袁
轻症以中医药单独施治袁重症则采用糖皮质激素联

合中医辨证论治等中西医手段袁运用扶正化痰等方

法标本同治袁及时清除伏痰袁迅速缓解症状袁预防哮

喘反复发作尧急性加重乃至持续状态形成遥 三级防

治是瘥后防复袁哮喘缓解后袁通过内外合治调理体

质袁持续巩固疗效并注重调摄袁防止哮喘复发与并发

症出现袁夙根伏痰理论贯穿于这三个防治阶段的始

终袁全方位覆盖儿童病毒诱发哮喘发病前尧发病时与

缓解后的全程遥
3.1 一级防治院扶正气袁清伏邪袁调体质以未病先防

研究表明袁中医药治疗病毒感染引起的喘息疗

效显著袁可防止哮喘夙根伏痰的形成[17-21]遥 其中王烈

教授[22-25]提出哮喘高危儿尧野苗期冶等概念袁主张及时

干预野苗期冶体质的患儿袁可有效减少哮喘的发病率遥
针对婴幼儿期病毒感染引起的首次喘息袁临床

可按照肺炎喘嗽分急性期与恢复期辨证论治遥 急性

期尤其是在前 3 天发作窗口期及时使用麻杏石甘汤

合葶苈大枣泻肺汤治疗袁恢复期使用人参五味子汤

治疗可获得较好的临床疗效袁可明显降低喘息的发

作次数及哮喘的发生率[24]遥 在恢复期袁也可以选用王

烈教授的自拟防哮汤尧固哮汤加减巩固[24]遥 病毒诱发

喘息的病机关键在于外邪频触袁体虚渐起袁邪气留

伏袁痰饮内生遥 此期为夙根形成及邪气潜伏阶段袁如
叶临证指南医案窑哮曳言院野譬之宵小袁潜伏里袁若不行

动犯窃袁难以强执遥虽治当于病发袁投以搜逐袁而病去

必当养正遥 冶根据其病发搜逐尧病去养正的分期论治

思维袁此期治则以扶正气尧清伏邪尧调体质为主遥
既有伏邪袁必有征兆袁且伏邪致病具有单一尧重

复的特点袁外感引动伏邪袁邪正相争时宿疾发作[26]袁
根据发作时的证候表现袁可以明确伏邪的性质和部

位遥 若临床见喉核肿大暗红袁或咽喉溃疡袁口臭袁便
秘袁手足心热袁咳嗽少痰袁此时伏邪以伏毒尧伏热为

主曰若鼻塞尧流清涕袁遇冷发作则以肺经伏寒为主曰若
鼻痒袁喷嚏连连袁鼻涕不止袁色淡黄袁遇热和烟熏等刺

激加重则以肺经伏热尧伏风为主遥 除此之外袁小儿面

诊尧切诊也可帮助判断伏邪的有无袁如山根尧眼胞下

有独特的特征显现遥叶伏邪新书窑伏风曳中提到伏风的

征象院野其人面色如常袁但鼻上尧山根尧年寿微现青气

隐隐袁卧蚕尧颧际亦微青白袁爪甲青白袁白睛带青袁舌
苔浮而易去袁舌质青暗袁脉弦缓袁或有微恶风之状袁此
伏风常见之形证也遥冶而叶证治汇补窑痰证曳提出院野眼
胞目下如烟熏黑者袁痰也遥 冶另外袁对于 3 岁以上儿

童袁若身有伏痰袁其脉多见弦尧滑尧沉尧伏袁或左右脉

不一致遥 脉诊见平脉者邪气未至留伏袁病位尚浅遥
叶杂病源流犀烛窑感冒源流曳云院野风邪袭人袁不论

何处感受袁必内归于肺遥 冶风邪袭肺袁失治误治日久袁
不能驱除风邪袁渐成伏风袁潜藏肺络袁郁久化热袁正气

内耗袁内外合邪袁触动伏痰袁成为其反复发作的宿根遥
因此袁临床上多根据患儿病史尧指纹及用药反应综合

判断患儿伏邪的深浅尧偏重遥 叶温热论窑三时伏气外

感曳载院野若因外邪先受袁引起在里伏热袁必先辛凉以

解新邪袁继以苦寒以清里热遥冶即应先辛凉解表尧散透

外邪袁继而用苦寒药以清泄里热遥 伏风尧伏热则可使

用王孟清教授的自拟肺热方以及经方泻白散袁另外

可加用蝉蜕尧白僵蚕尧钩藤尧白鲜皮尧防风尧徐长卿等

祛风搜络药曰清伏痰则以调护肺脾尧健脾祛痰为主遥
由于机体特应质也是伏邪的体现袁特应质体质患儿

调养袁遵先贤治哮必使薄滋味尧脾健不在补袁贵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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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则[27]袁多采用醒脾尧运脾法及培土生金之法遥 重

视野脾健不在补贵在运冶遥 因此袁在处方中应重视醒

脾运脾袁调节脾胃运化功能袁而不是一味的使用补脾

药袁运脾即补脾袁脾的运化功能正常袁则生理功能得

到恢复袁真正达到补而不滞袁消不伤正袁补中有消袁消
中有补袁消补兼施[28-30]遥 同时特应质体质等高危儿袁
如过敏性鼻炎尧湿疹患儿的调养在此期的调护尤为

重要遥 在饮食上应当规避易过敏食物袁以及生冷瓜

果尧肥甘厚味等遥
3.2 二级防治院分期序贯疗法防治伏痰以既病防变

3.2.1 哮喘诱发期 哮喘的发作前期袁常有某些信

号症状如发热尧咳嗽尧流涕尧打喷嚏等外感症状袁多提

示病毒感染袁而病毒感染可诱发或加重哮喘症状遥
此期经感染诱发渊多为病毒感染冤后可进一步进入发

作期袁因此需要重视该期袁防止诱发哮喘遥 该期正虚

邪潜袁伏痰结成袁外邪引动伏邪渊伏痰冤袁伏痰遇邪诱

发袁痰阻气道袁气因痰阻袁肺失宣降袁肺管挛急袁则能

引发哮喘发作袁治以截伏痰尧畅气机尧祛痰除实等袁治
疗用药 3耀7 d遥 哮喘患儿在病毒性上呼吸道感染阶

段袁病机上不同于平和体质儿童感冒之邪实袁亦不同

于虚人感冒之邪实正虚并见遥 因此袁常规治疗感冒

的方法不适于此类患儿[31]遥 若风寒外袭常用华盖散袁
风热犯肺用桑菊饮袁但需适当加入平喘药物如蜜麻

黄尧紫苏子尧前胡等遥 该期使用清热宣肺化痰法可清

除哮喘激发因素袁调整机体免疫状态袁降低气道高反

应性袁改善气道通气功能袁从而能够在患儿感染病毒

后减少或减轻哮喘发作袁防微杜渐[32]遥
3.2.2 哮喘急性发作期 在哮喘急性发作期以外邪

诱发或者伏邪内发为主袁表现为邪盛尧正邪交争明

显遥主要分外寒内热证与热性哮喘两证遥发作时或温

肺化痰袁或清肺化痰袁或豁痰通腑尧定喘止咳遥 外寒

内热证哮喘乃因野内有壅塞之气袁外有非时之感袁膈
有胶固之痰冶而发遥 喘证表寒未解袁内已化热或素有

内热袁新感外寒袁热为寒包袁致肺失宣降袁上逆而喘袁
方用大青龙汤尧麻杏石甘汤等遥 叶幼幼集成窑哮喘证

治曳中将哮喘概括为野由于痰火内郁袁风寒外束冶遥 小

儿有野肺常不足冶的生理特点袁感受外邪是哮喘发作

的常见病因袁而寒邪又居六淫之首袁风与寒常相携致

病袁因此袁小儿外感多以风寒为主遥但小儿体质纯阳袁
外邪入里易于化热遥 病毒感染属于外邪袁因此袁病毒

诱发儿童哮喘以外寒内热证多见遥 临床常用定喘汤

加减治疗袁咳甚呕吐者袁加煅赭石曰夜间咳喘较重

者袁加天竺黄尧炒葶苈子曰鼻塞流鼻涕者加辛夷尧射
干曰便溏腹泻者袁加茯苓尧山楂炭遥而热性哮喘则常见

高热尧咽喉红肿疼痛尧大便干结袁舌苔黄或黄腻等症袁
常用麻杏石甘汤合苏葶丸加减袁痰多者加胆南星尧瓜
蒌皮曰咳甚者加百部尧款冬花尧紫菀曰热重者加黄芩尧
知母曰咽喉红肿者加炒牛蒡子曰便秘者加瓜蒌尧桃仁尧
大黄等遥 严重者袁可结合糖皮质激素治疗袁可迅速有

效减轻发作症状袁缓解哮喘遥
3.2.3 哮喘迁延期 该期邪气易潜伏袁治疗当以扶

助正气为主袁兼以祛邪遥 选方多以扶正化痰等为主袁
标本同治袁防止哮喘反复发作及急性加重遥寒痰伏肺

证袁予三子养亲汤合二陈汤加减曰痰热伏肺证袁予清

金化痰汤加减曰迁延日久者袁予金水六君煎加减遥伴
有气虚痰恋则治以消风化痰尧益气健脾袁予射干麻黄

汤合人参五味子汤加减曰肾虚痰恋则治以泻肺祛痰尧
补肾纳气袁偏于上实者予苏子降气汤加减曰偏于下虚

者予都气丸合射干麻黄汤加减遥
3.3 三级防治院肺脾肾三脏兼治袁除夙根以瘥后防复

由于痰饮内伏是哮喘的夙根袁故不论治标治本袁
均须治痰遥缓解期正虚痰伏是主要矛盾袁脾为生痰之

源袁肺为贮痰之器袁久病及肾袁故缓解期要培补正气袁
调其脏腑功能袁祛其生痰之因遥哮喘稳定期肺尧脾尧肾
三脏俱虚袁而小儿又以脾虚为甚袁脾虚易生痰湿袁痰
饮内伏袁遇邪诱发袁故哮喘时作遥缓解期调理脾胃袁尤
其健脾益气袁使脾健则痰湿无从内生袁则哮喘不再发

生[32-33]遥 该期治法主要根据肺尧脾尧肾不足偏重给予

治疗袁采用分阶段尧按周期间断服药法袁服药时间以

3 个月为期袁小儿体质随着年龄尧生活环境及饮食习

惯等相关因素而发生变化袁因此处方需要及时调

整遥总治法以补脾为先尧补肾为后袁而补肺贯穿始终遥
补肺脾选用人参五味子汤加减袁以益气生津尧健脾养

中曰补肺肾选用麦味地黄丸加减补肺益肾遥此期基于

治未病思想袁重视内外合治袁通过调理脏腑尧补虚培

元袁应用三伏贴尧三九贴等外治方法袁可有效改善哮

喘患儿体质袁明显减少哮喘的复发遥
4 总结

病毒诱发哮喘的中医三级防治包括从哮喘起始

阶段到发展阶段再到恢复阶段的全阶段防治袁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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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早期干预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袁能够防止伏痰

留结形成夙根袁从而预防哮喘的发生尧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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