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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儿童支气管哮喘中医辨证舌脉象信息特征及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５
月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收治的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不同病情发展阶段将其分为
发作期组和缓解期组，每组５６例，另选择医院同期健康体检患儿５０例作为对照组。采用 ＺＢＯＸⅠ型舌脉象数字化分析
仪采集患儿舌象、脉象特征，并同时对患儿肺功能进行检测，分析患儿舌、脉象信息特征及其与肺功能的相关性。结果：

１１２例支气管哮喘患儿舌色以红舌、淡红舌、淡白舌、淡紫舌为主，占９６４３％；苔色以白苔、黄苔、浅黄苔为主，占９８２１％；
舌形舌质以齿痕、胖嫩、裂纹舌为主，占９６４３％；苔质以薄苔、厚苔、腻苔为主，占９８２１％；脉象以弦脉、滑脉、滑弦脉以及
沉滑脉为主，占６８７５％；发作期组患儿舌色指数、苔色指数均低于缓解期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
作期组、缓解期组ｈ３、ｈ３／ｈ１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组ｗ、ｗ／ｔ均高于缓解期组及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组者第一秒钟用力呼气量预测值（ＦＥＶ１０％）低于缓解期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缓解期组 ＦＥＶ１０％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缓解期组肺活量预测值
（ＦＶＣ％）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相关性分析结果：舌色、苔色与 ＦＥＶ１０％、ＦＶＣ％正相关（Ｐ＜
００５），脉象ｗ／ｔ与ＦＥＶ１０％、ＦＶＣ％负相关（Ｐ＜００５）。结论：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医辨证舌脉象信息特征是患者病
情状况的有效反映，舌色、舌苔参数与肺功能正相关，脉象ｗ／ｔ与肺功能负相关，舌、脉象信息特征可为儿童支气管哮喘的
中医临床诊疗提供一定的指导依据。

关键词　儿童支气管哮喘；中医要素；舌象信息；脉象信息；肺功能；第一秒钟用力呼气量；肺活量；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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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以慢性气道炎性反应为
特征的异质性疾病，具有喘息、气促、胸闷和咳嗽等

呼吸道症状特征，并伴有可变的呼气气流受限，呼吸

道症状和强度可随时间而变化，为临床儿科常见疾

病类型之一［１］。近年来，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临床发

病率呈不断上升趋势。虽然该病已在临床预防以及

治疗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仍然缺乏具有中医特

色的客观辨证诊断指标［２３］。舌脉象是人体生理、病

理信息的一种客观反映，舌脉诊是临床一种简便宜

行的物理诊断方法，在指导临床用药治疗以及改善

预后方面有重要的作用［４］。本研究通过对收治的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医舌脉象特征进行了
分析，进一步探讨舌脉象与患者病情症状的辨证关

系，以及其与肺功能的关系，为临床辨证治疗提供指

导依据，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５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
武汉科技大学附属普仁医院收治的儿童支气管哮喘

患者１１２例作为研究对象。根据纳入的１１２例支气
管哮喘患儿病情不同进展程度将其分为发作期组和

缓解期组，每组５６例。发作期组中男３１例，女２５
例；平均年龄 （６７８±１１１）岁。缓解期组中男
２９例，女２７例；平均年龄 （６５６±１１３）岁。同
时选择同期健康体检儿童５０例作为对照组，其中
男２６例，女２４例；平均年龄 （６７３±１２１）岁。
３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符合中华医学会呼吸科分会制定
的支气管哮喘诊断标准［５］；中医证候辨证分型参照

《中医内科学》［６］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７］

以及 《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中医证候部分》［８］进行。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患者经临床诊断确诊，符合以上
支气管哮喘诊断及中医证候分型标准；２）年龄 ＜１４
岁；３）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审批号：

ＷＨＨ２０１７０１１８），所有患儿家属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危重度支气管哮喘及心源性哮
喘患儿；２）合并肺结核、支气管扩张、肺炎以及其他
肺部疾病患儿；３）合并心脑肾及造血系统疾病患儿；
４）精神疾病患儿。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中医证候辨证分型结果
不明确；２）临床资料不完整。
１６　检测方法　舌象、脉象采集均由具由临床经验
丰富的研究人员或者高年资医师指导下进行。采用

ＺＢＯＸⅠ型舌脉象数字化分析仪（由上海亚泰计算
机软件公司与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提供）分别对３
组患儿舌象、脉象特征进行采集；肺功能采用 ＲＳ
ＦＪ８００肺功能仪（成都日升电气有限公司）进行
检测。

１７　观察指标　１）舌、脉象特征指标：应用舌脉象
数字化分析仪对舌象特征：舌色、苔色、舌裂纹、舌体

胖瘦、厚薄、腐腻等；脉象特征：沉脉、弦脉、滑脉、浮

脉、细脉等进行描述和统计，同时通过舌脉象数字化

计算机自动分析系统对舌色指数、苔色指数、厚苔指

数及胖瘦指数等舌象参数，主波幅度（ｈ１）、前波幅
度（ｈ３）、前波幅度与主波幅度比值（ｈ３／ｈ１）、主波１／
３高度处宽度值（ｗ）、主波１／３高度处宽度值与脉动
周期比值（ｗ／ｔ）等脉象参数进行结果评价。２）肺功
能指标：应用肺功能仪对患者第一秒钟用力呼气量

预测值（ＦＥＶ１０％）和肺活量预测值（ＦＶＣ％）进行
检测。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不
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ｔ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或百分
率表示，采用 χ２检验，舌脉象与肺功能的相关性采
用Ｓｐｅａｒｍａｎ进行分析。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舌象特征分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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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舌色以红舌、淡红
舌、淡白舌、淡紫舌为主，共 计 １０８例，占
９６４３％；紫暗舌仅４例，占３５７％。苔色以白苔、
黄苔、浅黄苔为主，共计１１０例，占９８２１％；无
苔仅为２例，占１７９％。舌形舌质以齿痕、胖嫩、
裂纹舌为主，共计１０８例，占９６４３％；瘀斑舌仅
４例，占３５７％。苔质以薄苔、厚苔、腻苔为主，
共计１１０例，占９８２１％；少或剥苔仅为２例，占
１７９％。见表１。
２２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脉象特征分布情
况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脉象以弦脉、滑脉、
滑弦脉以及沉滑脉为主，共计７７例，占总脉象分布
的６８７５％；浮弦脉、弦细脉、弦数脉、沉脉、沉弦脉、
浮滑脉、滑数脉等共计 ３５例，占总脉象分布的
３１２５％。见表２。

２３　３组患儿舌象参数比较　发作期组患儿舌色
指数、苔色指数均低于缓解期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３组患儿厚苔指数、胖瘦指数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３组患儿脉象参数比较　３组患儿 ｈ１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组、缓解期组
ｈ３、ｈ３／ｈ１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发作期组 ｗ、ｗ／ｔ均高于缓解期组及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２５　３组患儿肺功能指标比较 　 发作期组
ＦＥＶ１０％明显低于缓解期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缓解期组 ＦＥＶ１０％明显低于对照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缓解期
组 ＦＶＣ％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５。

表１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舌象特征分布情况

舌色

舌象特征 ［例（％）］
苔色

舌苔特征 ［例（％）］
舌形舌质

舌象特征 ［例（％）］
苔质

舌苔特征 ［例（％）］

红舌 ３４（３０３６） 白苔 ５９（５２６８） 齿痕 １８（１６０７） 薄苔 ５４（４８２１）
淡红舌 ３０（２６７９） 黄苔 ３３（２９４６） 胖嫩 ５５（４９１１） 厚苔 ３６（３２１４）
淡白舌 ２５（２２３２） 浅黄苔 １８（１６０７） 裂纹 ３５（３１２５） 腻苔 ２０（１７８６）
淡紫舌 １９（１６９６） 无苔 ２（１７９） 瘀斑 ４（３５７） 少或剥苔 ２（１７９）
紫暗舌 ４（３５７） － － － － － －

表２　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脉象特征分布情况

脉象 例数（例） 百分比（％） 脉象 例数（例） 百分比（％）

弦脉 ３０ ２６７９ 沉脉 ４ ３５７
滑脉 ２２ １９６４ 沉弦脉 ２ １７９
滑弦脉 １５ １３３９ 浮滑脉 ２ １７９
沉滑脉 １０ ８９３ 滑数脉 ２ １７９
浮弦脉 ８ ７１４ 弦细滑脉 １ ０８９
弦数脉 ８ ７１４ 弦细数脉 １ ０８９
弦细脉 ７ ６２５ － － －

表３　３组患儿舌象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舌色指数 苔色指数 厚苔指数 胖瘦指数

发作期组（ｎ＝５６） ２１３３±６１３ ４５５±１４６ ０４６±０３３ ０８１±０１９
缓解期组（ｎ＝５６） ２６７６±６３５ ６６１±２０３ ０４１±０２５ ０７９±０１３
对照组（ｎ＝５０） ２９８６±５７９ ７１４±１４１ ０４０±０２３ ０８６±０１３

　　注：与发作期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３组患儿脉象参数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ｈ１ ｈ３ ｈ３／ｈ１ ｗ ｗ／ｔ

发作期组（ｎ＝５６） １６７３±６１１ ８５６±２４４ ０５１±０２３ ０１７±００５ ０１８±００６
缓解期组（ｎ＝５６） １６１６±５４５ ７２１±２１３ ０４８±０２５ ０１１±００３ ０１３±００５

对照组（ｎ＝５０） １６８９±５７４ ５６４±１６７ ０３４±０１８ ０１０±００３ ０１２±００４

　　注：与发作期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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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３组患儿肺功能指标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ＦＥＶ１０％ ＦＶＣ％

发作期组（ｎ＝５６） ６４３３±７４３ ７４５５±１４６△

缓解期组（ｎ＝５６） ７６４５±８３４△ ７５４５±６４３△

对照组（ｎ＝５０） ８７７９±７７３ ８３３２±６８８

　　注：与发作期组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６　舌脉象参数与肺功能的相关性　采用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对患儿舌色参数、苔色参数，脉象ｗ／ｔ参数
与ＦＥＶ１０％、ＦＶＣ％等肺功能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舌色、苔色与 ＦＥＶ１０％、ＦＶＣ％正相关
（Ｐ＜００５），脉象 ｗ／ｔ与 ＦＥＶ１０％、ＦＶＣ％负相性
（Ｐ＜００５）。见表６。

表６　Ｓｐｅａｒｍａｎ相关性分析结果

项目 舌色 苔色 脉象ｗ／ｔ

ＦＥＶ１０％
　（ｒ／Ｐ值） ０３３５／０００６ ０４５７／００１３ －０４７９／００１９
ＦＶＣ％
　（ｒ／Ｐ值） ０４４２／００１１ ０３８９／０００８ －０２７７／０００３

３　讨论
支气管哮喘是临床上常见的慢性呼吸道疾病类

型之一。据相关统计显示，全球范围内支气管哮喘

的患病人数高达３亿以上，且还以每年约１％的速
度递增，其中，我国患病人数有２０００万至３０００万，
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占其中的５０％左右［９１０］。支气

管哮喘称谓在古代中医书中并无相应记载，古医书

中多以“哮吼”“鼾喘”对其进行描述。现代中医学

认为，支气管哮喘属中医“哮证”范畴，是一种以呼

吸喘促、喉间哮鸣有声以及咳喘而是患者不能平卧

的一组临床病证，临床上较为难治，且易反复发作等

为特征。《类证治裁》有云：“肾为气之根，肺为气之

主，肾主纳气，肺主出气，两者阴阳相交，呼吸乃和，

如若升降出纳失常，则斯喘作焉”。其清楚阐明了

哮喘与肺及肾的相关性。

舌脉象信息是人体生理、病理信息的一种客观反

映，对于临床上中医辨证施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

值［１１］。传统中医诊治中，医生由于通过目测的方式

对患者舌象及脉象特征进行观察、描述及感受，诊断

结果多数是依靠医师的临床经验进行，易受到诸如知

识水平、临床检验、思维能力等医师自身能力影响，同

时，又受到光线、温度、湿度等外界条件影响，因此，其

诊断结果的准确性往往较差，且缺乏稳定性［１２１３］。随

着现代医学技术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中医在

舌诊、面诊、脉诊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临床上通过

现代医疗设备、计算机图像识别及处理技术等，能够

对不同疾病类型患者舌色、苔色、脉象等中医辨证特

征进行自动识别和分析，在消化系统，心、脑血管系统

等多种疾病临床舌脉象的诊断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而在呼吸道系统方面的应用则相对较少［１４１５］。

本研究中，１１２例儿童支气管哮喘患儿舌色以
红舌、淡红舌、淡白舌、淡紫舌为主；苔色以白苔、黄

苔、浅黄苔为主；舌形舌质以齿痕、胖嫩、裂纹舌为

主；苔质以薄苔、厚苔、腻苔为主；脉象以弦脉、滑脉、

滑弦脉以及沉滑脉为主，占总脉象分布的６８７５％。
这与以往临床相关研究较为相近［１６］。结果显示，儿

童支气管哮喘舌色、苔色、舌形舌质以及脉象均由多

种不同类型组成，这是由于该病病机较为复杂，即有

正气损耗，又有湿邪蕴阻，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有关。

在发作期、缓解期以及正常对照组的比较中，发作期

组患儿舌色指数、苔色指数与缓解期组及对照组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发作期、缓解期
脉象ｈ３、ｈ３／ｈ１与对照组比较；发作期脉象ｗ、ｗ／ｔ与
缓解期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结果表明，相较于缓解期及正常儿童，发作期患儿舌

色均较暗淡；这是由于处于发作期患儿因外邪触动

痰阻气道，导致血行不畅，脉络瘀阻，故造成舌色及

苔色偏暗；而苔色偏黄白与邪气所致气虚有关［１７］。

ＦＥＶ１０％、ＦＶＣ％是肺功能重要指标，可反映
哮喘患者气道高反应及慢性炎性反应状况。本研究

中，发作期患儿 ＦＥＶ１０％低于缓解期及正常患儿，
发作期及缓解期患儿 ＦＶＣ％低于正常患儿（Ｐ＜
００５）。虽然缓解期患儿肺通气功能有所好转，但
由于气道重构的原因，因此，缓解期患儿仍存在不同

程度上的肺功能损害［１８］。此外，通过对患儿肺功能

指标与舌色、苔色及脉象参数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患儿舌色、苔色与肺功能正相关，脉象与肺功

能负相关。结果提示，患儿舌色越浅、苔色越白、脉

象ｗ／ｔ参数越强，患儿肺通气功能越差。
综上所述，儿童支气管哮喘患者中医辨证舌脉

象信息特征可有效反映出患者病情程度，舌、脉象特

征与肺功能密切相关，临床通过对患者舌、脉象信息

特征的分析，可为儿童支气管哮喘的中医临床诊治

提供一定的指导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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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能通肾气，强志不忘，乃交通心肾之要药。菖蒲辛

散温通，通九窍，明耳目，辟浊化湿，理气化痰，活血

止痛。二者伍用，名曰远志汤，出自《圣济总录》，可

治久心痛。

二诊患者以失眠为主，汗出少，因此，改变“快捷

键”思路，考虑十味温胆汤，同时用芩连四物汤兼顾

汗出。续服１４剂，诸症悉减。
６　讨论

根据对祝老快捷方式用药的总结，以及对临床

问诊过程的还原，我们不难发现，祝老在临床过程中

已形成了一套自身的“快捷键”临床思维体系，就更

年期综合征而言，先通过年龄及月经情况初步划分

患者疾病的可能性，随后根据本病常见的主要症状

进行快捷分类，如双腿不适、烘热汗出主要考虑为阴

虚血热之芩连四物类型，劳心劳力所致失眠伴力不

从心、嗜甘者主要考虑为归脾汤之类型，再通过次要

兼症的情况配以相关药物的加减，同时鉴别排除其

他使用其他方证的可能。因此，当方与症状的快捷

方式展现于学生眼前时，其内涵是老师多年经验的

总结与升华。这种“快捷键”的建立不单有利于学

生的学习掌握，还可以让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临床症

状中抓取到疾病的关键点，从而达到易懂，易学，易

用的目的。但祝老亦指出，“快捷键”的使用，是对

学生“知其然”阶段的要求，但在学生后期的临床学

习和使用中仍应努力学习，掌握其背后的道理，从而

达到“知其所以然”的最终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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