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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笑容教授，系广东省中医院儿科主任导师、主任医师，

出生于岭南中医世家，从事儿科临床工作 60 余年，积累了丰

富的临床经验，1993 年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省名中医称

号”，2002 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事部、卫生部及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确定为第三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指导老师

称号。笔者有幸随罗教授出诊，收益甚多。兹将罗教授治疗咳

嗽的用药经验介绍如下。
1 宣肺解表药的运用

对于咳嗽的患儿，罗教授开方第一味药必用宣肺解表药。
常用药物为麻黄、炙麻黄、苏梗及苏叶。《神农本草经》记载

麻黄主“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麻黄能解表、
又能开宣肺气，但其药力强，体弱者常不能受之，故罗教授只

在咳嗽伴有气喘的患儿时才用麻黄，而且无论寒热皆用之。如

患儿兼有恶寒、发热等卫表证，则予生麻黄；如患儿仅有气喘

而无卫表证，则予以炙麻黄。然罗教授更为常用的则是苏梗及

苏叶。《本草正义》言其：“致新推陈之宣剂，轻剂也。故主

气下者，可使之宣发，气上者，可使之宣摄。叶则偏于宣散，

茎则偏于宣通。”紫苏辛温行散，能发散风寒、宣肺止咳，但

其效力较之麻黄为轻，罗教授认为其更适合小儿形气未充之

体。苏叶以解表为强而苏梗则行气之效佳；故咳嗽而无气喘

之时，若有鼻塞、流涕等肺卫表证之时，罗教授常用苏叶，

而无卫表之证时则常用苏梗。
2 肃降肺气药的运用

咳嗽乃肺失宣肃而成，故理肺气宣肺之时，当予配合肃降

肺气之药。罗教授认为，一升一降，肺气乃通。其常用之药为

前胡、白前、北杏仁及苏子等。前胡降气化痰、散风清热，是

罗教授常用的降肺气药，常配伍苏梗、苏叶为用，用于咳嗽为

热证者。而咳嗽为寒证者，罗教授则会用白前，罗教授认为白

前性微温而不燥烈，对于小儿稚阴稚阳之体，当用药性较为温

和的药，故前胡、白前当为降气药之首选。对于有气喘的患

儿，罗教授则一般会用北杏仁，《本草求真》云：“苦杏仁，

既有发散风寒之能，复有下气除喘之力”，常配伍麻黄、炙麻

黄使用。而对于久喘不愈而痰多的患儿，罗教授则会用苏子，

取其定喘祛痰，而且有除中寒之效。
3 清肺热药的运用

清肺热药也是小儿咳嗽中常用之药，罗教授常强调肺为娇

脏，小儿又为稚嫩之体，故更加应注意用药不可过于寒凉，耗

伤肺气。其常用于清肺热的药为桑叶、桑白皮、枇杷叶、黄芩

及芦根等。罗教授用桑叶，常用于风热咳嗽。但较之桑叶，罗

教授更喜用桑白皮，认为桑白皮的功效更为轻清，其清肺热而

不伤肺气，乃祛邪不伤正之药品。枇杷叶有降气作用，罗教授

将枇杷叶作为佐使药，使整个方药力下行，加强降气止咳之

力；枇杷叶不仅清肺热，还有降逆止呕之功，故咳嗽频，咳甚

呕吐痰涎之证，罗教授更喜用枇杷叶。黄芩作为清肺热之药，

罗教授亦有使用，但用之较少，主要是其性味过于苦寒。故仅

当痰热盛于内之咳嗽，罗教授才用黄芩，取其清肺热而燥湿之

效，然用黄芩常常一、两剂而止，怕其药力过而伤及脾胃之

气。芦根也是罗教授常用的清肺药，其味甘小儿易于接受，用

芦根罗教授还看中其“通”的性质，认为其中空可通肺络，且

还有除烦之效，故对于痰热阻肺、肺气不通之咳或小儿咳且烦

躁之证，罗教授更喜用之。
4 清热化痰药的运用

对于清热化痰药，罗教授常用的有瓜蒌皮、海蛤壳、浙贝

母等。瓜蒌皮性寒味甘，罗教授认为瓜蒌皮化热痰而不伤中

气，且有宽胸利气之功，故化热痰首推瓜蒌皮。海蛤壳也是清

热化痰药，罗教授在痰热之咳嗽，咳而带喘，痰多时用之，常

有奇效。罗教授还喜用浙贝母，但因其性寒味苦，故只有痰热

之证明显且邪盛正未伤时才用，多用于早期的咳嗽，久咳一般

少用之。罗教授认为川贝母与浙贝母功效相当，但浙贝母更为

便宜，故其门诊很少见其用川贝母，足可见其医德之高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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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为患者着想。
5 温肺化痰药的运用

“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所以温肺化痰药也是治疗咳

嗽必不可少的药品。罗教授常用的温肺化痰药有橘红、陈皮、
法半夏、款冬花、紫苑。橘红与陈皮二味药常常被用来作比

较，《本经逢原》曰：“橘红专主肺寒咳嗽多痰”，而陈皮在

《本草汇言》中言其：“味辛善散，故能开气；胃苦开泄，故

能行痰；其气温平，善于通达，故能止呕、止咳，健脾和胃者

也。罗教授认为橘红功效专一而味纯，故一般 3 岁以下者多

以橘红为用，特别是 1 岁以下的患儿罗教授更喜用橘红化痰；

而陈皮其味杂，功效多而不专，罗教授一般 3 岁以上者用

之，取其化痰而又健脾和胃之功效。对于法半夏，罗教授常

常让其与陈皮或是橘红组成药对使用， 《御药院方》 言：

“法制半夏，清痰化饮，壮脾顺气”，其化痰而健脾，可见罗

教授时时顾护小儿脾胃之学术思想。款冬花与紫苑罗教授也

是将它们作为药对使用，常常两者一起开出，罗教授认为它

们皆是温肺下气化痰之品，两者相须而为用，效果更佳，对

于燥痰寒痰的患儿，罗教授皆用之。
6 敛肺止咳药的运用

对于久咳的患者，罗教授还会运用敛肺止咳药，最常用的

是五味子和诃子。五味子为止咳嗽之圣药，《唐本草》言其：

“主收敛肺虚久嗽耗散之气”，罗教授认为小儿本肺虚，加之入

咳更伤肺气，故久咳者，罗教授常用之以敛肺补气。而诃子也

是罗教授常用的敛肺药，诃子较之五味子有利咽开音之功，故

罗教授常将诃子用于久咳然仍有咽痛或声嘶等患儿。
7 消积化食药的运用

小儿脾常不足，加之不知饥饱，喂养失当，常常引起积

滞。罗教授认为小儿病脾胃最多见，常是脾胃失调在先，而后

百病由生，故如何运用消积化食药其实是儿科医生的基本功。
罗教授基本每方皆有消积化食之药品，最常用的有神曲、芒果

核、布渣叶、谷芽、麦芽、莱菔子等。神曲者，《药性论》言

其：“化水谷宿食，症结积滞”，罗教授认为其不止有消食之

功，还有解表之效，有外感症状如鼻塞流涕等患者夹滞者，罗

教授皆用神曲消食。芒果核及布渣叶皆是广东草药，罗教授尤

喜用之。其中芒果核消积行气而又可化痰，故咳嗽痰多夹滞

者，罗教授用芒果核；布渣叶消食化滞又可清热利湿，故属热

证夹滞者，罗教授喜用布渣叶。罗教授常一起运用谷芽、麦

芽，罗教授认为此二味药一则口感好，二则味轻不伤中气，故

是小儿积滞常用药，麦芽还有一定的养阴之功效，故有阴伤之

时用之效果更佳。莱菔子消积而可降气化痰，但罗教授认为其

味厚而耗气，故只有当咳而带喘、痰浊壅肺时用之方可，否则

会耗伤肺脾之气。
8 虫类药的运用

罗教授认为肺朝百脉，久咳必伤及肺络，而至肺气宣降失

调，故治疗咳嗽罗教授还喜用虫类药通络，常用地龙干和僵

蚕。地龙干有清热定惊、通络平喘之功效，故对于肺热咳喘的

患儿，罗教授喜用之。而僵蚕除了通络祛风之外，还有化痰之

功效，故对于久咳伤络而又痰多的患儿，罗教授喜用僵蚕。
9 病案举例

例 1：患儿丁某，男，1 岁 10 月，因反复咳嗽 1 月余就

诊。症见：面色黄少华，咳嗽，运动后、夜间咳甚，痰多，伴

鼻塞流涕，无呕吐腹泻，口气重，纳眠差，小便调，大便糊

状，每天 2 次。舌淡、苔白，脉浮滑，指纹浮紫于风关。罗

教授言此为风寒犯肺、痰浊内阻之咳嗽，当予宣肺化痰，温肺

止咳，处方：炙麻黄 2 g，北杏仁 5 g，甘草、橘红各 3 g，茯

苓 9 g，款冬花、紫菀、百部各 7 g，法半夏、柿蒂、神曲、
枇杷叶各 6 g。3 剂后复诊，患儿咳嗽咯痰明显好转，上方再

服 2 剂而后愈。
例 2：患儿黄某，女，5 岁，因咳嗽 1 周就诊。症见：咳

嗽痰多，色黄，流涕偶伴血丝，无发热，舌红、苔白厚，脉

滑。罗老云此痰热阻肺之咳嗽，当以清热化痰、宣肺止咳为

法，处方：苏梗、地骨皮、浙贝母、北杏仁、枇杷叶各 6 g，

葶苈子、桔梗各 5 g，瓜蒌皮、前胡各 7 g，桑白皮 8 g、芦根

9 g、甘草 3 g。3 剂后复诊，咳嗽好转，少许痰，已无流涕鼻

塞，后予二陈汤加减而愈。
按：此 2 则病案，一寒一热。例 1 为风寒犯肺，痰浊内阻

之证。治以宣肺化痰，温肺止咳为法，方拟三拗汤合二陈汤加

减。三拗汤为肃肺化痰之剂，二陈汤为温肺止咳之剂，而患儿

年不到 3 岁，故罗老喜用橘红，配伍款冬花、紫菀、百部化痰

止咳，神曲疏风而消食化痰，枇杷叶下气而引药下行。例 2 为

痰热阻肺之咳嗽，组方以苏梗宣发肺气，桑白皮、地骨皮、侧

柏叶、葶苈子、芦根清肺热，瓜蒌皮、浙贝母清化热痰；苦杏

仁、前胡降气化痰；桔梗及枇杷叶一升一降引药归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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