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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性感冒的治疗与调摄

马 翔1 赵力学1 于跃1 马家宝2

(1中国人民解放军260医院，石家庄市胜利北街346号，050041；2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学院中西医I临床专业)

关键词经常性感冒／中医药疗法

感冒是多发病，常人每年可数次感冒，但若因生活

调摄稍有不慎即易患感冒，也就是经常性感冒，则须中

医调治。今将长期以来治疗经常性感冒的临床感悟，

以病因病机、兼症、治法、用药、生活调摄等为要点整理

如下。

l 卫表气虚

卫气由脾胃运化的水谷精气所化生，其分布不受

血脉约束，运行于皮肤、分肉之间，散于体腔之内。

“清阳发腠理”即指卫气敷布于肌表腠理。卫气“傈疾

滑利”，活动力强而流动迅速，当肌表某部位受外邪侵

袭时，卫气迅速而有力地与外邪抗争，护卫肌表，防御

外邪入侵。当卫气虚弱时，保卫机体能力减弱，易受风

邪侵袭而罹患感冒。导致卫气虚弱的常见病因，或为

脾胃气虚，水谷精气生成不足，卫气化生减少；或是大

病、久病，耗伤正气明显；或因劳倦内伤、生活调摄失

宜；或先天禀赋不足、正气不充等。

临床表现除经常感冒外，尚可见卫气虚弱脉症，如

自汗、乏力、畏冷、脉弱等。又因其发病原因不同，可兼

见相应临床表现，如因于脾胃气虚者，兼见食欲欠佳、

食后脘腹胀满、便溏、体瘦、面色萎黄、倦怠、舌质淡红、

舌体或有齿痕、苔薄白或白稍腻，脉虚弱或濡弱等；因

于大病、久病者，兼相应病变表现；因于劳倦内伤、生活

调摄失宜者，必有劳逸失调、不良生活方式史可询。

治疗以玉屏风散为主方，加不同兼症的用药。若

除“经常性感冒”主症外，其他兼症不明显，则玉屏风

散泡水喝即可：黄芪309，白术209，防风lOg，少许茶

叶，泡水饮，日不拘饮次，随意即可，饮至没味换新，共

20～30包即愈。若兼脾胃气虚，贝If用玉屏风散加六君

子汤调治：黄芪309，白术209，防风lOg，党参309，茯

苓309，炙甘草lOg，陈皮159，半夏159，山药309，薏苡

仁309，水煎服，日1剂，约需15—20剂。因于大病久

病、劳倦内伤所致者，玉屏风散加相应虚损的用药。因

于生活方式不良所致者，则用玉屏风散茶饮的同时，调

整生活方式至最佳状态。

病案举例：患者某，男，45岁，1992年秋就诊。经

常性感冒多年，每个月至少2次，常常感冒初愈数日又

新感，月月如此，曾注射丙种球蛋白而无效，前来求治。

血、尿、便、心电图、胸透等常规检查均未见明显异常，

饮食、二便、睡眠等无异常，遂开玉屏风散(黄芪309，

白术209，防风lOg)30包，泡水饮，日不拘饮次，随意

即可，饮至没味换新，并嘱其注意生活调摄，如每日适

量运动、饮食营养均衡全面、减轻工作负荷、定时起居、

保证睡眠的时间与质量等，结果服药当月仅感冒1次，

患者喜悦，药尽后仍注重生活调摄，而后多月感冒1

次，1年2～3次，属常人状态。经多年随访知，经常性

感冒顽疾，未再复发。

2营卫不和

营气和卫气均由水谷精气所化生。营气运行于血

脉中，对周身的脏腑组织器官有营养作用，同时又是血

液的组成部分。营行脉中，主内守巾i属于阴；卫行脉

外，主外卫而属于阳，二者运行必须和谐协调，才能维

持正常的腠理开合、正常的体温、正常的防御外邪入侵

的能力。反之，营卫不和，即叮出现卫外功能低下而易

于感冒的病症。

营卫不和既可由风寒(风邪为主)袭表所致，也可

因于营卫本身不协调。而营卫本身不协调多因于卫气

不和，所谓“荣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

故尔。”营卫不和的临床表现除易于感冒外，尚可见恶

风、发热、自汗、“昼不精而夜不寐”等症状。治疗用桂

枝汤调和营卫，使营卫谐和则愈。须注意，非风寒所致

的营卫不和，服桂枝汤时不必啜粥；若营卫不和伴自汗

日久、四肢稍冷且无内热者，改用桂枝加附子汤更佳；

若营卫不和兼表虚明显者，则桂枝汤加黄芪、白术

更宜。

病案举例：患者某，女，52岁，2007年03月诊治。

经常性感冒伴时常自汗、发热、恶风1年余，身因汗常

有黏腻感，在石家庄市某医院吃药数月，疗效不显，所

用中药不全详，但知曾有三仁汤、平胃散、五苓散等，目

前除上述主兼症外，尚觉胃脘堵塞、食后甚，腰酸软，睡

眠欠佳，舌淡红、苔白稍腻，脉细缓。今辨证为营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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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主，兼湿阻胃脘、肾精不足，用桂枝汤加味调治，桂

枝159，白芍159，生姜5片，大枣12枚，炙甘草109，厚

朴109，陈皮109，苍术109，茯苓159，薏苡仁159，巴戟

天109，熟地黄lOg，山茱萸109，7剂，水煎服。复诊

时，自汗、发热、恶风有所缓解，又以上方加减调治前后

共20剂左右，后停药观察数月，仅患感冒1次，且数日

愈，而胃脘堵塞、腰酸软等症状亦告愈。

3素有实热

火热之邪炎上升散，易使腠理疏松开泄，风寒外邪

易通过疏松开泄的腠理而侵人人体，故有言日：“有内

热则易招致外感。”形成内热的常见原因可归纳为：1)

情志性：情：占不畅，气机郁滞日久化热；2)食物性：嗜

酒、过食肥什厚味(肥肉、牛羊肉、油炸食物、奶酪、奶

油巧克力等高热最食品)易困脾牛湿、生痰、生痈、化

热；嗜烟、过食葱姜蒜辣椒韭菜苘香羊肉串等辛温之

品、易生内热；3)外感性：感受外邪，未能及时表散，入

里化热；4)病理产物性：如食积于胃肠、使胃肠之气郁

滞日久而化热，小儿乳食不知自节，故食积化热者，小

儿居多；痰饮、瘀血等在阳气亢盛状态下也会化热；5)

误用温补之药：非阳气虚损证，误用且过用温阳益气

药；非寒证，误用且过用热药；均会蕴积内热。

素有实热之人感冒后易现高热，平时多有以下共

性表现：心烦、性情急躁、口苦、喜凉饮、汗出、尿黄、便

干、或觉身热、或面红、舌质红或偏红、苔黄或薄白黄、

脉滑数等。由于热邪所在部位不同，而又兼不同表现，

如心火内盛，町兼心悸、失眠、舌面生疮等；肝胆湿热，

可兼耳聋耳鸣、目赤痛、胁肋热痛、妇女白带发黄、阴痒

等；胃有积热，可兼牙痛、牙龈l叶l血等；食积化热，可兼

脘腹胀满、嗳腐酸臭、不思饮食；中焦湿热，可兼低热、

胸闷脘痞、纳差身倦、便溏或排便黏滞不爽；膀胱湿热，

可兼小便频急涩痛等。

治疗素体实热的方剂较多，如黄连卜清丸、黄连解

毒汤、凉膈散、龙胆泻肝汤、清胃散、保和丸、甘露消毒

丹、八正散等，应依据热邪性质和所在部位而选用相应

方剂。如内有实热而没有明确部位，则可选黄连解毒

汤清泄上中下三焦之热。

4素有虚热

阴液不足，制约阳气无力，阳气相对过盛而产生虚

热。此虚热亦有蒸迫津液外泄，疏松腠理的作用，但虚

热之热力远逊于实热，不能日间疏松腠理、迫津外泄；

当夜晚入睡时卫气入里，不能固密肌表，虚热方能疏腠

理蒸津外泄致盗汗，如夜眠时门窗未关，且后半夜温

低，此时风寒易乘虚袭表。阴虚常见口咽干燥、五心烦

热、眩晕、午后或夜晚潮热、盗汗、颧红等表现，肺阴虚

兼见干咳，或喀少量黏痰，心阴虚可兼见心悸、失眠等，

肝阴虚可兼见胁肋隐痛、两目干涩等，肾阴虚兼见腰腿

酸疫软、耳鸣等症。素有虚热的治疗应滋阴清热，即

“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方药在知柏地黄丸的基础上

加减即可。

5生活调摄适宜

当气候变化时，及时适当增减衣服，季节变换要注

意防寒保暖、或避暑乘凉。时行感冒流行期，慎接触感

冒患者，减少在公共场所的停留时间。饮食结构以蔬

菜、水果、五谷杂粮、肉蛋奶等为主。依据体质适当调

整其比例，卫气虚者增加肉蛋奶的数量；营卫不和者饮

食结构均衡全面即可；阴虚内热者，适当多食蔬菜、瓜

果梨桃等；素有实热者，可酌加凉性饮食物，如黄瓜、丝

瓜、苦瓜、西瓜、冬瓜、芹菜、菠菜、油菜、黄花菜、竹笋、

番茄、茄子、莲藕、香蕉、梨、甘蔗等，减少或避免热性饮

食物，如葱、姜、蒜、辣椒、花椒、韭菜、小茴香、枣、牛奶、

牛羊肉、川菜、麻辣串、烟酒等。

加强身体锻炼，增强身体适应气候变化的调节能

力，对预防感冒十分必要。此外，有固定的作息规律，

勿轻易打乱，减少不必要的劳心费神，心态平和稳静

等，这些均有利于人体内分泌功能稳定、有利于免疫功

能正常，也会对感冒有间接预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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