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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中“咽喉”一词既不是脏，也不是腑，也

不是一个解剖学概念，更不是一个孤立的器官，而是

概括了咽喉生理病理学的一个概念。咽喉依其行呼

吸、助发声的功能属肺系；又因咽喉为经络循行之要

冲，十四条经络直接循行咽喉，构成咽喉与五脏六腑

生理病理的联系，从而为治疗咽喉疾病提供了整体辨

证思路。但慢性咽炎发病久缠难愈的特点，治疗上要

以调理肾中阴阳为主，其理由如下。
1 择其归经，谈从肾论治慢性咽炎之理

咽喉为经络循行之要冲，十二经脉中除手厥阴心

包经和足太阳膀胱经外，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

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阳胆经、足太阴脾经、足阳明

胃经、足少阴肾经、手太阴肺经等均直接循行咽喉或

从咽喉旁经过。但与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联系最

为密切。如《灵枢·经脉》曰：“肾足少阴之脉……
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
《灵枢·经别》曰：“手太阴之正……入走肺，散之太

阳，上出缺盆，循喉咙，复合阳明。”中医学认为，

“经脉所过，主治所及”。在十四经腧穴主治异同表[1]

中可见，手太阴肺经、足少阴肾经本经主治作用均有

咽喉病。故足少阴肾经、手太阴肺经的经脉气血运行

及盛衰都可通过经脉影响咽喉的正常生理功能。而慢

性咽炎多因急性咽炎及其他病邪治疗不当或不及时，

病情反复发作，最终引起正气不足，久之累及先天之

本———足少阴肾经气血运行情况，导致病情加重缠绵

难愈。因此，慢性咽炎的根本病机是肾经的气血阴阳

失衡引起的。而经络又可以联络脏腑官窍、运行气血

阴阳、濡养机体内外。因此，依据经络脏腑关联，从

肾辨治慢性咽炎，切中机要，疗效显著。
2 循其脏腑，谈从肾论治慢性咽炎之法

咽喉属肺系，又与肾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

正常生理情况下，咽喉行呼吸、助发声、司吞咽等功

能需要肺气宣畅、肺阴充足。而肺与肾又是母子关

系，肾阴为一身之根本，二者相互资生。在病理上外

邪侵袭肺之门户，日久耗伤肺阴，肺阴不足累及肾

阴，故肾中精液不能上滋肺阴，亦不能上荣咽喉；或

肾阴本不足，阳失潜藏，浮越于上，熏灼咽喉，最终

发为慢性咽炎。又阴损及阳，肾阴虚极可能累及肾

阳，阴阳俱虚，阴阳无以相附，无根之火虚浮向上，

客于咽喉而发病。又肾阳虚衰，而脾阳根于肾阳，故

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脾阳，脾肾阳虚，不能温化水

液，聚而为痰，凝滞咽喉经络，日久痰瘀互阻，病情

加重。又脾肾阳气不足，脾胃运化升降失健，纳运饮

食水谷无力，积滞中焦，郁而化热，稍进辛辣刺激之

品引动郁热，郁热随胃气上攻咽喉诱发本病。另外，

肾阴虚水不涵木，或心肾不交，都会导致肝阳上亢、
心火独亢，熏灼咽喉而发病。正如《喉科心法》 所

言，喉痹为：“肾火真阴亏损故也。”[2]故慢性咽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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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外邪侵袭肺之门户，治疗不当或不及时，病邪累

及肾脏阴阳失调而发病。治疗以滋阴降火、滋阴潜

阳、温补肾阳、引火归原、补火生土、滋水涵木、水

火既济等治本之法。而清利咽喉、清利肺胃郁热、活

血化痰散结等为治标之法。因此，慢性咽炎根本病机

是肾虚，正气不足，易感外邪导致病情反复发作，顽

固难愈。故治疗时要标本兼治，或缓则治其本以冀痊

愈。
3 明辨阴阳，谈从肾论治慢性咽炎之方

慢性咽炎，症见咽干少饮、灼热、喉中有痰或异

物感，咽痒作咳或“吭喀”不适，午后症状明显，伴

五心烦热、午后潮热、耳鸣眼花、腰膝酸软，舌红、
少津或舌有裂纹，脉细或细数，乃阴虚或虚火喉痹。
治宜滋养肺肾阴液、生津润燥，常用百合固金汤加

减。慢性咽炎，症见咽喉部以干痒不适为主，或咽部

有异物梗阻感，口干不欲饮或饮量不多，伴见头面部

烘热，畏寒肢冷，腰痛酸软，小便清长，夜尿频多，

舌胖嫩、苔润，脉沉迟或无力之格阳喉痹。治宜温补

肾阳、引火归原，方选桂附八味丸加减，或左归饮去

枸杞子加减。慢性咽炎，症见咽干不适，伴时时欲咳

吐痰液，痰液清稀或泡沫痰，面色 白，纳食不化，

脘腹胀满，腰膝酸软，四肢不温，小便清长，大便溏

泻，舌胖有齿痕、苔白腻或有瘀斑，乃脾肾阳虚、痰

瘀互阻咽喉之喉痹。治宜温阳利水、升清降浊、活血

利窍，方选真武汤合四君子汤加减。对于慢性咽炎心

肾不交、水不涵木证，可选天王补心丹加减或天麻钩

藤饮加减。
4 杂合以治，谈从肾论治慢性咽炎之药

临床每遇患者辨证明确，施治有方，咽喉症状始

有减轻，但终难消失，甚至加重。原因有二：其一，

临证要做到师其法而不泥其方，即灵活化裁，加减运

用。其二，临床要以经络脏腑阴阳为依据，将病性、
患者体质、平素用药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同时更要全

面把握每一味药的药性及功效，才能做到以其偏性纠

其机体阴阳之偏盛偏衰，从而使机体恢复到阴平阳秘

的正常状态，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正如张志聪《本

草崇原·序》曰：“后人篡集药性，不明《本经》，但

言某药治某病，某病须某药，不探其原，只言其治，是

药用也，非药性也。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

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3]

因此，临证必须得病之情，全面考究，治之大体，不

可顾此失彼。具体如下：

如临床以“咽干、咽痒”为著者，临证有阴虚津

液不足或郁热伤津所致者，用药不可过于滋腻寒凉，

因补阴药物大多性苦微寒、味甘，易碍滞脾胃气机，

使津液不能上乘。同时，根据张景岳“善补阴者，必

于阳中求阴”之理，治宜佐以理气升阳之品，使阴有

所化，且理气升阳药如陈皮、黄芪等通运之力又可

制其阴药之凝滞。临证有以阳虚或长期恣用寒凉药

物或抗生素，克伐其生阳所致者，用药不可过于甘

温辛燥，易助火伤阴。治宜佐以益精血、敛阴之

品，使“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如白芍、乌梅、
五味子等。

如临证咽部“灼热感”为著者，见于阴虚虚火上

炎所致，可佐以肉桂、黄连以引火归原。若阳气虚

弱，真阳浮越，必以温阳、益气之品，佐以龙骨、牡

蛎以潜藏，或反佐以黄芩、黄连之品，使阴阳互调，

升降相宜，灼热自消。
如临床以“咽痛或异物感”为著者，疼痛皆为不

通则痛，故治以通则不痛，其通法各异。如见虚火或

郁热熏蒸，血液黏稠，痹阻脉络不通，其通法为滋阴

兼以清郁热或虚热以通之，如佐以赤芍、牡丹皮、玄

参、郁金等；或阳气虚弱，营血不行，脉络空虚，不

荣而痛，治宜益气温阳活血以通之，如佐以丹参、川

芎、香附、姜黄等；或咽痛近期加重，多见于正气不

足，外邪(过度吸烟、粉尘、饮食辛辣的刺激)侵袭，

经脉郁阻所致，故于基础方中佐以清解利咽之品而通

之，如薄荷、僵蚕、牛蒡子、射干等。
另对咽部异物感需辨清“无形”与“有形”。一

般患者自觉异物感、梗阻感部位不定，或说不清，似

有非有，随情绪波动加重，“吭喀”后稍能舒适，但

不久即恢复原状，多由气郁阻滞所致。若自觉异物

感，梗阻感部位固定不变，亦随情绪波动加重，“吭

喀”后不能缓解，多由痰、瘀有形之物所致。临床对

气郁、痰浊、瘀血不可完全分开，需结合全身症状，

分清主次，兼顾用药，药量适宜。如行气为主兼以化

痰活血、或活血化痰为主兼以行气、或健脾化痰兼以

行气活血等。常用药物有青皮、枳实、厚朴、陈皮、
姜半夏、川芎、郁金、桔梗、浙贝母、竹茹等。此

外，威灵仙值得一举。威灵仙辛散宣导通利，走而不

守。《药品化义》谓：“宣通十二经脉”[4]，《本草

正义》曰：“积湿停痰，血凝气滞，诸实宜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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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痿独取阳明”语出《素问·痿论》，云：“论

言治痿者独取阳明何也？”《局方发挥》中也有“故

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治痿之法，无

出于此”之说。《灵枢·根结》亦云：“故痿疾者，

取之阳明。”历代医家均以“治痿独取阳明”为治疗

痿证的基本治疗大法[1]。笔者通过研究痿证与肺痿的

病因病机相似之处，探究“治痿独取阳明”对肺纤维

化治疗的指导意义。
1 痿证的发病机制

《素问·痿论》详述了痿证的病因病机、病证分

类及治疗原则等，指出痿证是肢体筋脉弛缓，软弱无

力，不能随意运动，或伴有肌肉萎缩的一种病证。其

主要病机为“肺热叶焦”，肺燥不能输精于五脏，导

致五体失养，肢体痿软。金元时期，张子和《儒门事

亲·风痹痿厥近世差互说》认为，痿证的病机是“由

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烁肺金。肺金受火制，六叶

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者，则生痿躄”。除此之外，

《素问·痿论》 提出了“热伤五脏”、“思想无穷”、
“焦虑太过”、“有渐于湿”及远行劳倦、房劳太过等

均可导致痿证的发生。本病病位在筋脉、肌肉，但根

柢在于五脏虚损。肺主皮毛，脾主肌肉，肝主筋，肾

主骨，心主血脉，五脏病变，皆能致痿，上述各种致

临床每遇喉部梗阻感明显者，佐以威灵仙其效立显，

汤剂一般用量为 30 g，少则乏效。
5 结语

临床上从肾诊治慢性咽炎必须注重局部与全身整

体辨证结合，同时要密切询问年龄、病程、饮食及生

活习惯、及其患者其他全身慢性疾病等。另外除辨证

论药外，也可内外合治，以尽其功，如针刺、中药雾

化等。平素也需综合预防调理，防止复发，如心理调

适、饮食调摄、戒烟限酒、睡眠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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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痿独取阳明”被历代医家认为是治疗痿证之基本大法。痿证是因五脏虚损而致筋脉肌肉失养，

终至痿弱不用。肺纤维化属中医学肺痿的范畴，是肺脏虚损，津气耗伤而致肺叶枯萎，两者病机大有相似之

处，故认为“独取阳明”亦可用于指导肺纤维化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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