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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运用过敏煎加味治疗过敏性疾病的经验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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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过敏性疾病是指在内外因素干扰下，人体免疫系统发生异常反应所导致的一类疾病。依据世界卫生组织（Ｗｏｒｌｄ
Ｈｅａｌ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Ｏ）的调查表明，目前全球有２２％～２５％的人患有过敏性疾病，并以每１０年２３倍的速度增加，我国
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增高。因此，对过敏和抗过敏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上个世纪，中国中医药界就此类病创制

了方剂“过敏煎”，为临床治疗过敏性疾病提供了思路和方法。本论文将结合本工作室运用“过敏煎”，对过敏性疾病的治

疗经验和体会做一个分析，同时提出病证结合，即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的结合，将２者结合有利于中医药临床的运用和疗
效的提高。通过分析以求与同道共勉共进，为中医药的临床应用和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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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敏”源于希腊语，原意指“不正常的反应”。
现代医学认为，过敏是因免疫系统把一些原本无害

的物质错认为是有害因素，反应过度所形成的。过

敏性疾病是指在内外因素干扰下，人体免疫系统发

生异常反应所导致的一类疾病。在人体的生命过程

中，正常的情况下，当外来物质进入人体后机体首先

要进行识别，并将识别出的有用或无害的物质，吸

收、利用、自然排出；将识别出的有害的物质，通过免

疫系统驱除或消灭，这就是免疫应答。因此，免疫应

答是我们人类保卫自身机体健康的重要防卫功能之

一。但是这种应答有时会超出正常范围，导致免疫

系统对无害物质进行攻击，这种现象称为变态反应；

有时偶有一些物质进入人体后也可导致其免疫系统

发生异常反应，也属于变态反应。变态反应是一种

疾病，无端的攻击会损害正常的身体组织，有时免疫

系统也会对机体本身的组织进行攻击和破坏，对人

体的健康非常不利。

临床上根据Ｃｏｏｍｂｓ和Ｇｅｌｌ于１９６３年提出的分
型原则，将变态反应分为 Ｉ型（速发型）、Ⅱ型（细胞
毒型）；Ⅲ型（免疫复合物型）、Ⅳ型（迟发型）。平时
我们所谓的过敏属于 Ι型变态反应的主要代表，在
临床诊治中又将其分为过敏反应和过敏性疾病。过

敏反应是机体对致敏原作出异常反应的全身综合

征，如起红色的风团，搔痒，片状红疹有的短时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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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退，有的持续时间相对长一些；当过敏累及某特定

器官及组织，可导致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如荨麻疹、

过敏性哮喘、过敏性鼻炎、花粉病、某些皮炎等。

１　中医对过敏与过敏性疾病的认识
中医无“过敏与过敏性疾病”之称，但对于有关

过敏与过敏性疾病的病因与病机、症状与治疗的记

载在《黄帝内经》一书中就已有之。如《灵枢·刺节

真邪第七十五》岐伯曰：“振埃者，阳气大逆，上满于

胸中，愤肩息，大气逆上，喘喝坐伏，病恶埃烟，?

不得息，请言振埃，尚疾于振埃。”?，音噎，古噎字。

形容咽部被堵塞，呼吸不利。这段经文说的是运用

“振埃”这种针刺方法，是针对阳气逆上，充满于胸

中，胸部胀满，呼吸抬肩，或胸中大气上逆而致气喘

有疾声，坐伏不能平卧，害怕尘埃与烟熏，咽部噎塞

呼吸不畅这样的疾病，治疗这类病，疗效很快，比所

讲的振落尘埃还要快。可见古代就有类似于当今所

言之过敏性哮喘，发作时来势汹汹，治疗得当很快就

能缓解。再如《素问·阴阳别论》所说：“阴争于内，

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则熏肺，使人喘

鸣。”《素问·通评虚实论》也有“乳子中风热，喘鸣

肩息……”的记载。喘，指气喘。鸣，指喉间作声。

《素问·太阴阳明论》将此称为“喘呼”，其言：“故犯

贼风虚邪者，阳受之；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

之。阳受之则入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藏。入六府则

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喘呼，也就是喘息而呼鸣有

声之义。中医“鼻鼽”的病名，最早见于《素问·脉

解篇》，其曰：“阳明并于上，上者则其孙络太阴也，

故头痛鼻鼽腹肿也”。《礼记·月令》也有“鼽嚏”之

名，刘完素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解：“鼽，出清涕

也”，临床以反复发作性鼻痒、喷嚏、流清涕、鼻塞为

特征。可见“鼻鼽”病名所指，类似于今天的过敏性

鼻炎。除此，《素问·四时刺逆从论》还记载了类似

于现今所谓的荨麻疹一类的过敏性疾病的特点，并

将其称之为“隐轸”，其言：“少阴有余，病皮痹隐

轸”。《金匮要略》称“瘾疹”，如《中风历节病脉证并

治》说：“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又《诸病源侯

论·风病诸候下》中说：“人皮肤虚，为风邪所折，则

起隐轸”“邪气客于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瘙

轸”；在《小儿杂病诸候五》中又说：“……风入肌腠，

与血气相搏，结聚起，相连起隐胗。风气止在腠理，

浮浅，其势微，故不肿不痛，但成隐胗瘙痒耳”，巢元

方在文中指出了本病形成的原因病机，不仅与风气

有关，还与“血气”和寒、湿等邪气也有关系。唐代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中专设“隐轸”一节，列治

方二十七首、灸法一种。宋金元时期诸多医家列专

篇专论，举专方专法诊治本病，朱丹溪在《丹溪心法

·斑疹》中对本病的发生提出了“瘾疹多属脾”的见

解，相较之下，此时期对该病的认识有了深化和发

展；明代医家王肯堂在张杲《医说》提出“疹子先自

肠胃中出，然后发于外，宜服葛根升麻及绵煎散之

类”后，他在《证治准绳·疡医·瘾疹》中提出“风

（瘾）疹入腹，身体重，舌强干燥”和“瘾疹入腹，亦能

杀人”，说明当时医家已经认识到瘾疹不仅可发生在

体表皮肤，也可发生在腹内肠道，看到了瘾疹的另一

个变化趋势，犹如现在的过敏性结肠炎等。到了清

代，医家们对瘾疹的认识日益深化，内容日益丰富。

如对病因病机的认识，阳气亏虚兼受风邪致病多属

于本虚标实，体质特禀。而在治疗上也有多种办法，

比如：针刺法、灸法、外洗法、穴位贴敷法、汤药口服

法等。治疗原则常以扶正固本、祛风解表为主，久病

者因易使正气亏虚、脏腑功能虚弱、经络气血不和，

须兼顾调理脏腑、调和气血等可见内经以降，医家们

对过敏与过敏性疾病的认识与治疗积累了大量的经

验，不断深化，相关的论述，从病因、病机分析，到辨

证分型和诊断治疗。

２　中医过敏煎加味在治疗过敏性疾病中的运用
２１　过敏煎的组成　过敏煎是在上一个世纪７０年
代临床应用中形成的经验方［１］，后经张伯衲教授加

减为防风、金银花、银柴胡、乌梅、五味子、生甘草６
味药各 １０ｇ组成。方中防风有祛风解表，胜湿止
痛，止痉，止痒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发现防风有抗

过敏及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的作用［２］。乌梅有敛

肺止咳，涩肠止泻，止血，生津等多种功效。现代药

理研究证明，乌梅对豚鼠的蛋白质过敏性及组胺休

克，具有对抗作用［３］。在研究中还发现防风与乌梅

配伍后在体外抑制肥大细胞分泌组胺、ＰＡＲ２表达
的作用明显增强［４］，在本方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银柴胡清虚热，除疳热，兼能凉血。近年来的研究发

现，银柴胡不仅具有清热凉血功能，还具有抗炎和治

疗过敏性疾病等作用［５］。五味子收敛固涩，益气生

津，宁心安神，药理作用有镇咳及免疫增强作用［６］。

金银花清热解毒，宣散风热，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

有抗炎、抗菌、抗病毒、抗氧化等多种药理活性［７］。

生甘草和中缓急，润肺，解毒，调和诸药。现代研究

表明甘草中含有的甘草酸及黄酮类成分有抗炎、抗

变态反应等作用［８］。大量的临床报道证明过敏煎在

治疗过敏性疾病方面有较好的疗效［９］。依据中药的

药物功效和现代药理研究可知，它的配伍应用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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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临床病证所出现的邪在外脉络气血受阻，皮肤起

红色的风团，搔痒，片状红疹等症状相关；在内肺络

气血受阻，伤及鼻窍，常见咳嗽咽痒，鼻塞、喷嚏、流

清涕等症状相关。同时也发现其药理作用有调节控

制现代生物医学所研究的人体过敏反应和过敏性疾

病。虽然这是一张病证结合所创立的临床经验用

方，但其功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以提升其应

用价值。

２２　过敏煎加味临床验案举隅　病例１：过敏煎加
减治疗哮病（过敏性哮喘）。

患者，女，７１岁，初诊时间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日。
主诉：咳嗽喘憋７ｄ，加重２ｄ。现病史：７ｄ前择荠菜
后出现咳嗽，伴喘憋，喉中有哮鸣音，皮肤瘙痒。２ｄ
前喘憋加重，咽喉部有痰，质粘色白，能咯出。咳喘

夜间加重，影响睡眠，甚者每晚只能睡２ｈ，无发热。
２～３次／ｄ，小便不黄。舌暗红，苔薄白，脉沉弦。既
往史：有冠心病、高脂血症、高血压病史，但能规律服

药病情稳定，偶有胸闷心悸的症状。询问得知其有

过敏性哮喘病史，并对牛奶、花粉、鱼类、尘螨等过

敏。依据刻下所见临床表现中医诊断为哮病；为外

邪入络，循经犯肺之证，治以祛邪通络，养血补气，清

肺止咳之法，方用过敏煎加减治疗如下：

金银花１０ｇ、银柴胡１０ｇ、乌梅１０ｇ、五味子１０
ｇ、防风１０ｇ、生甘草１０ｇ、当归１０ｇ、川芎１０ｇ、赤芍
１０ｇ、白芍１０ｇ、生地黄１０ｇ、熟地黄１０ｇ、地龙２５ｇ、
丹参３０ｇ、桔梗１５ｇ、苏子１５ｇ、炒栀子１０ｇ、炙黄芪
２０ｇ、党参２０ｇ、麦冬１０ｇ、黄芩１０ｇ。共７剂，水煎
服，１剂／ｄ，分３次服。

该患者服药１周后复诊，诉咳嗽喘憋明显好转，
已无哮鸣音，无瘙痒，偶有咳嗽，痰较前减少，病情趋

于缓解。继用上方去炒栀子 １０ｇ、黄芩 １０ｇ，共 ７
剂，依据患者晚间咳喘容易加重的特点，改为每晚睡

前服食１次，２ｄ服用１剂药，以善其后。
分析：该患者为老年女性，有过敏性哮喘病史，

又对多种物品过敏。本次发病是因择荠菜后引起，

起病急，发展较快，符合外邪中风邪侵袭人体而发病

的特点。风性浮越，为阳邪，具有轻扬、开泄的特性，

轻扬则易上浮，开泄则易外越，从外入内，易伤肺络。

患者咳嗽、喘憋及皮肤瘙痒等症状明显，依据临床对

该病的认识，结合中医辨证我们采纳了以过敏煎为

主方加减治疗。依据中医基础理论，遵循“治风先治

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加用四物汤、丹参、地龙加

强养血活血通络的功效。又量其患者年事已高，曾

有过敏性哮喘病史，肺主气而司呼吸，故配以益气清

肺之品，增强身体抵抗外邪的能力，收到了较好的疗

效。

病例２：过敏煎加减治鼻鼽（相当现在的过敏性
鼻炎）。

患者，女，３６岁，初诊时间 ２０１６年 ２月 ２３日。
主诉：打喷嚏、流清涕１ｄ。现病史：患者当日外出去
植物园游玩，期间突发鼻痒、连续打喷嚏和鼻流清

涕，鼻塞，无咳嗽、咽痛、皮疹。近期大便１次／ｄ，小
便正常。舌淡暗，苔白，脉沉。既往有过敏性鼻炎病

史，依据刻下所见临床表现中医诊断为鼻鼽；为外邪

袭表，鼻络不通之证，治以祛邪通络，以利鼻窍之法，

依据病症特点符合过敏性反应特点，故方仍选过敏

煎加减治疗：

金银花１５ｇ、银柴胡１０ｇ、乌梅１０ｇ、五味子１０
ｇ、防风１０ｇ、生甘草１０ｇ、辛夷花１０ｇ、川芎１０ｇ、白
芷１０ｇ、生黄芪１０ｇ、当归１０ｇ、赤芍１０ｇ、白芍１０ｇ、
炙黄芪２０ｇ、炒白术１０ｇ、炒神曲１０ｇ。共７剂，水
煎服，１剂／ｄ，分３次服。

患者于３月１５日再次前来就诊，自诉服７剂汤
药后鼻炎症状明显好转，故未再服药，此次因近日在

外跑步后再次出现鼻痒、鼻塞、流清涕前来就诊，沿

用原方，炙黄芪用量改为３０ｇ、另加茯苓１０ｇ，以加
大补气卫表能力；加用辛夷花１０ｇ、川芎１０ｇ、白芷
１０ｇ以增强鼻窍的通利，继服７剂，每晚睡前服食１
次，２ｄ服用１剂药，以善其后。

分析：该患者为青年女性，有过敏性鼻炎病史，

本次发病诱因与冷空气及花粉有关，正如隋代巢元

方《诸病源候论·卷二十九》所说：“夫津液涕唾，得

热即干燥，得冷则流溢不能自收，肺气通于鼻，其脏

有冷，冷随气入乘于鼻，故使津液不能自收。”患者常

在外出后出现鼻痒、打喷嚏、流清涕等症状，观其舌

淡暗苔白，脉沉，结合辨证我们认为该患者发病与脾

肾不足相关，肺开窍于鼻，有赖于脾气的充养，李杲

在《脾胃论·肺之脾胃虚论》中就指出“为脾胃虚则

肺最受病”可致肺气宣降不利。可见，本病病位在

肺，其本与脾胃相关。所以我们在治疗中应用过敏

煎祛邪通络，利鼻窍的同时，也加用了补气健脾之

品，做到了内外、标本兼治，病情缓解较快。

３　病证结合，继承发展，增强疗效
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表明，目前全球有

２２％～２５％的人患有过敏性疾病，并以每１０年２３倍
的速度增加，我国的发生率也在不断增高［１０］。根据

我国北京地区的统计，在一般人群中过敏的发病率

约为１５％。太平洋有些地区的过敏性疾病甚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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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５０％。进入２１世纪以来，该病已成为最常见的全
球性疾病之一。因此，对过敏和抗过敏的问题，日益

受到人们的关注。查阅中医文献和临床相关医案，

分析中医临床对此类病症的治疗，发现中医学虽然

没有过敏反应或过敏性疾病的称谓，但是自古已有

与其相关的记载，常见的病名有“鼻鼽”“咳嗽”“哮

病”“瘾疹”“紫斑”等等。依据症状记载“哮病”是一

种突然发作，以呼吸喘促、喉间哮鸣有声为临床特征

的呼吸道疾病，相当于现代医学的过敏性哮喘；“瘾

疹”是皮肤出现红赤色或白色的疹块，以突然发作，

痒而不痛，成团连片，发无定处，时隐时现，疹退后不

留痕迹为特征的一种疾病，类似于现代医学的过敏

性皮炎等等。针对凡此种种过敏性病变，中医在治

疗方面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如《黄帝内经》中针灸用

的“振埃”疗法，历代还总结出了不少有效的经验

方，尤其是当今常用的“过敏煎”，药方简单，疗效显

著。在临证治疗中，我们结合辨病，针对过敏反应或

过敏性疾病采用以“过敏煎”为基础，结合辨证加减

配伍疗效很好，值得推广应用。在运用中我们查阅

和分析中医临床治疗相关文献，也体会到辨病与辩

证在临证治疗中２者具有互补作用，２者结合有利
于中医药在临床治疗中的运用。

３１　病、证、症３者的区别与联系　病，从词义上说
指生物体发生不健康的现象。病，中医学认为即疾

病，它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人体正气与之抗争而

引起的机体阴阳失调、脏腑组织损伤或生理功能障

碍的一个完整的病变过程。它包含和反映了疾病全

过程的总体属性、特征与根本矛盾。症，即症状和体

征的总称，是疾病过程中表现出的个别、孤立的现

象，是患者异常的主观感觉、行为表现或是医生检查

患者时发现的异常征象。证，即证候，是疾病过程中

某一阶段或某一类型的病理概括。一般由一组相对

固定的、有内在联系的、能揭示疾病某一阶段或某一

类型病变本质的症状和体征构成。

由此可见，病与证，虽然都是对疾病本质的认

识，但病的重点是全过程，而证的重点在现阶段。症

状和体征是病和证的基本要素，疾病和证候都由症

状和体征构成。由于“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

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

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能够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

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能更

全面、更深刻、更准确地揭示出疾病的发展过程和本

质，所以中医学在临床治疗中强调辨证论治。辨证

论治就成为中医学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

则，也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

３２　辨病与辨证的联系　疾病是机体在一定情况
下对于外界有害因素作用的一种反应，其特点是机

体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受到限制而降低，体能下

降，处于不健康的状态。而证候则是人体疾病过程

中典型的反应状态，因为致病因素不管多么复杂，总

是作用于特定的人体，并通过人体的反应状态而表

现出来。“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所收集

的资料、症状和体征，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

因、性质、部位，以及邪正之间的关系，从而概括、判

断为某种性质证候的过程。临床上中医就是运用自

己的感官直接从这些反应状态中获得病理信息，并

通过医生的分析、综合，而最后辨析和判定为某种

“证”，这就是辨证的实质。所以，中医学的辨证，是

从机体反应性的角度来认识疾病，是从分析疾病当

时所表现的症状和体征，来认识这些反应状态的内

在联系，并以此来反映疾病本质的临床思维过程。

所以中医学对病的认识是很早就有的，比如中国有

记载的最早的文字，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要２０多
种病名的记载；《山海经》中记载的病名，如瘿瘤、

痔、痈、疽、痹直到目前仍在应用；中医学现存的最早

的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了针对专病的方剂，比如

生铁落饮治狂，兰草汤治脾瘅，鸡矢醴治鼓胀等；《诸

病源候论》《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等还采用以疾病为

纲，分析病因病机，辨病用方，辨病用药，一病一主方

的治疗思想。如宋代《类证活人书》所言“因名识

病，因病识证，如暗得明，胸中晓然，而处病不瘥矣”；

也有医家认为，欲治病者，必识病之名，一病必一方

等等诸多论述。可以说中医临床认识和治疗疾病，

是既辨病又辨证，并通过辨证而进一步认识疾病。

辨病和辨证是从不同角度认识疾病的思维方法，２
者最终目的一致，都是为临床治疗提供准确的依据。

从用“过敏煎”治疗过敏反应或过敏性疾病有很好

疗效的临床实践中，我们认为，辨病与辩证相结合，

对继承发展提升中医药的临床应用有重要的研究与

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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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养心杯”有奖征文通知

　　为了更好的交流养心氏片临床使用经验，为临床
医生提供一个交流学术平台，《世界中医药》编辑委员

会与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决定

自２０１６年５月１日起，共同举办“国风养心杯”有奖
征文活动，征文具体要求如下：

征文内容：１．养心氏片临床疗效观察：
例如：养心氏片在改善稳定性冠心病及 ＰＣＩ术

后心功能不全体征及症状，心律失常、糖尿病等相关

并发症，围绝经期综合征，躯体症状障碍等临床疗效

观察。

２．同类产品比较应用的研究总结。
征文要求：１．论文具有创新性和科学性，论点鲜

明、论证充分、逻辑严谨、结果真实可靠，５０００字以
内为宜，未公开发表及未在全国性会议上交流过。

２．论文请按“题目、姓名、作者单位、邮编、摘
要、关键词（以上中英文），正文、参考文献”的顺序

排列。如多名作者，请在姓名右上角标明第一作者、

第二作者及第三作者的数字序号，每篇论文作者一

般不超过５人。
３．论文摘要为３００～４００字，包括“研究目的、方

法、结果、结论”四部分简要内容。

４．论文后可附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如：
①（书）作者姓名、书名、出版社名、出版年月、

页码；

②（期刊）作者姓名、文章名、期刊名、年份、卷
（期）、页码。

５．论文标题下请注明作者姓名、职称、工作单
位、联系方式、邮箱及邮编。参选者请保留底稿。

稿件评审：本次活动的所有征文均由《世界中

医药》杂志编辑部组织专家进行审阅并评选出优秀

论文，获奖者均可获得一定的奖励。获奖文章将在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世界中医药》杂志正式发表，刊发前
将专函通知获奖论文的第一作者，如有其他发表需

求请电函。上海医药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将保留上述活动的解释权利，并拥有对来稿的处

理权和各种媒体的使用权。

投稿方式：所有论文请以ＭｉｃｒｏｓｏｆｔＷｏｒｄ电子文
件形式，发至ｇｒｏｗｆｕｌｍｋｔ＠１６３．ｃｏｍ，并注明“养心氏
片有奖征文”字样；或致电：０５３２－８６０５８９７２，
１８６６０２２２８５８。

联系人：刘先生。

截至时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以电子邮箱收
到日期为准）；所有征文恕不退稿，请自留底稿。

凡参加本项活动的第一作者均可获得上海医药

集团青岛国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赠送的精美纪念品。

欢迎广大临床医生踊跃参加本项活动！

·５４０３·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第１２卷第１２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