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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

效益飞速增长的同时，人类的生活环境也遭到了破坏。近几年

雾霾渐渐地进入人们视线，因为它已经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

活，在临床上可以看到不少患者因雾霾而加重和导致的呼吸系

统疾病。陶凯教授是国家名老中医药专家，现任山东中医药大

学附属医院肺病科主任医师，山东中医药大学内科教研室教

授。陶教授擅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肺间质纤维化、支

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癌、肺结节

病、气胸、肺囊肿、支气管扩张及其他呼吸系统疑难杂症等疾

病，疗效显著，在全国有较高知名度。本文根据雾霾的致病特

点，初步探讨霾毒咳嗽和其特点，并总结陶教授的临床经验。
1 雾霾的起因

2013 年 1 月 28 日上午 10 时中央气象台首次针对霾发布

蓝色预警。此前，中央气象台经常发布雾霾预警，但实际上，

“雾”与“霾”有严格区分。雾由水汽组成，是近地面层空气

中悬浮大量水滴或冰晶微粒，是水平能见度降至 1 公里以下

的天气现象。雾是湿性的；霾，又称烟霞，是因为城市扩散条

件不好，冷空气不强，风速不大，城市中的各种污染物无法得

到及时扩散，并在近地面积聚，若又加上天旱少雨，日照强

烈，湿度较小，污染物如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

及空气中大量的灰尘颗粒悬浮集聚而形成的浑浊现象，形成

霾，霾是干性的[1]。霾这种颗粒物它的总体面积很大，聚集的

活性也很强，而且携带一些有毒、有害物质，如：重金属和微

生物等。
2 中医对雾霾的认识

目前，中医对雾霾没有明确的定义，各医家对雾霾有不同

的见解。焦扬等认为雾霾存在于外界环境中，由口鼻吸入于

肺，属于外来之邪，雾霾与外感六淫之邪同属外邪，但不同于

风、寒、暑、湿、燥、火等六淫邪气，因雾霾不具有明显的寒

热之性，四季均可发生，可与当季的六淫邪气兼夹而致病[2]。
程丑夫认为雾霾是因环境污染而出现的致病因子，归属中医湿

邪范畴，其生于空中，笼罩大地，人之周身皆处其包裹之中，

故耳鼻、肌肤、遍体皆可受侵，雾霾致病，主要是困遏阳气，

先困遏肌表阳气，致经络肢节不畅，久则影响气血，内舍脏

腑[3]。马重阳等认为雾霾是一种特殊的外邪，这种邪气兼毒、
燥、湿等性质，其邪气性质较弱，一般不单独为病，但日夜

熏袭于人，难以趋避，故雾霾袭人，不易察觉，其发病与正

气是否充足及气血是否充盛关系密切[4]。
陶教授则认为中国古代虽有“雾霾”之名，但并非现代意

义上的雾霾，雾霾多发于秋冬季节，是一种自然现象。《素

问·六元正纪大论》称为“寒雾”，《内经难字音义》一卷释

“寒雾”为“白气也，状如雾而不流。”秋季为燥气当令，时秋

收冬藏之际，随着全球天气变暖，然浊气不能敛降，悬浮于空

中与污染物相结合形成燥浊毒邪。《丹溪心法》中载有“浊主

湿热，有痰、有虚”，“浊”最初包括两层含义：浊气、浊阴。
浊气相对于清气而言，指呼出的废气和排出的矢气等；浊阴则

指体内消化、代谢的产物，如二便等。至汉代许多医家认为浊

邪即湿邪。《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曰：“清邪居

上，浊邪居下。”后来又有浊症之说，分为便浊与精浊，取其

重浊黏腻之意[5]。霾浊，不清也。《内经》云：“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避其毒气。”这里的“毒气”即病因之毒。中医学

将某些致病力强，引起疾病并有相互传染而造成流行的致病之

邪称之为“毒” [6]。人与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密不可

分，人体的生理活动必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产生相应的变化。
人类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是有限的，当霾的严重程度超越了人

体的适应能力，或机体自身的调节机能失常，人体不能对自然

环境变化作出适应性调节时，就会导致或加重疾病的发生。因

此陶教授认为可将燥、浊、毒并具的霾称之为霾毒。
3 治疗经验

咳嗽是临床上的一种常见病症，霾毒导致的咳嗽属急性咳

嗽范畴。《咳嗽的诊断与治疗指南》指出急性咳嗽时间小于 3
周。现代医学认为急性咳嗽的病因相对简单，普通感冒、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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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管—支气管炎是急性咳嗽最常见的疾病[7]。雾霾中的微小颗

粒上可以黏附致病微生物，雾霾的扩散，除了增加呼吸道感染

的机会外，单纯的微小颗粒的物理作用同样可以引起剧烈咳

嗽[8]。人们的呼吸系统长期浸润在雾霾中，微小颗粒在呼吸道

黏膜上累积，可以激发呼吸道的排异反应，这些微小颗粒也可

能引起呼吸道黏膜上多种细胞如肥大细胞、粒细胞和多种炎症

介质聚集和浸润，最终引起气道的高反应和痉挛，产生临床上

的剧烈咳嗽[9]。陶教授认为霾毒咳嗽属中医外感咳嗽。 《素

问·咳论》指出咳嗽是“皮毛先受邪气”，外邪袭肺，一般指六

淫从口鼻而入，或从皮毛而受，导致肺气壅遏，失于宣降，肺

气上逆作咳，但也包括烟尘及刺激性气味等。霾毒是除六淫之

外的毒邪，易侵袭肺系，致肺失宣降，肺气上逆，冲击气道，

发出咳声或伴有咳嗽为主要表现的一种病症。肺为娇脏，肺叶

娇嫩，不耐外邪，上通鼻窍，外合皮毛，与自然界息息相通，

易受外邪侵袭，肺喜润恶燥，燥浊毒邪易袭肺脏。霾毒咳嗽是

因霾毒侵袭导致的咳嗽，临床症状主要以干咳、咽痒、咽干、
黏痰难咯为主，伴有咽喉中有异物感，或渴，或不渴，鼻干，

或呼吸不畅等症状。
陶教授认为霾毒的致病因素是燥、浊、毒三者合而为邪，

导致霾毒伤肺，肺失清润。治疗上当以润肺化浊、清热解毒为

治疗原则。自拟清霾止咳汤，方中重用桑叶质轻性寒，轻宣肺

燥，透霾毒外出；金银花、连翘气味芳香，既能疏散外邪，清

热解毒，又可辟秽化浊，在透散外邪的同时，兼顾了霾浊易化

热夹毒的特点，三者共为君药。麦冬味甘，性微寒，阳中微

阴，治肺中伏火热毒，保肺强阴益精，又补肺中元气不足，麦

冬虽滋润，但用量不及桑叶之半，为臣药。君臣相伍，宣中有

清，清中有润。桔梗、苦杏仁为肺经之气分药，苦杏仁苦降，

肃降肺气；桔梗辛散，开宣肺气，二药相须为用，一宣一降，

以复肺脏宣降功能而止咳，为佐助之治；百部、紫菀两药味

苦，皆入肺经，其性温而不热，润而不腻，均可润肺化痰止

咳，相须为用，共为佐药；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为佐使。
全方宣、清、润三法并用，宣散不耗气，清热不伤中，滋润不

腻膈，是本方配伍特点。若痰多者加川贝母、瓜蒌以润燥化

痰；肺热明显者加黄芩、蒲公英清热解毒；气虚明显者加党

参、生黄芪来补肺脾之气。党参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之功

能，其性较缓和，使用安全，对咳、喘等呼吸系统疾病有较好

的治疗作用；生黄芪既能健脾又能益气，还能防止助热生火。
4 病案举例

李某，男，33 岁，2015 年 11 月 15 日初诊。咳嗽 3 天，

患者 3 天前从海南出差到济南，下飞机后感到咽痒，继而出

现咳嗽，咽喉中有异物感，有少量黏痰，难咯，晨起时咯棕黄

色黏痰，咽痛，口干，口渴，饮水后咳嗽减轻，偶有胸闷，无

胸痛，无发热，纳眠可，大便干，小便可。舌红苔薄黄少津，

脉略数。诊断：咳嗽。辨证：霾毒伤肺证。治则：润肺化浊，

清热解毒。方以清霾止咳汤加减，处方：桑叶 15 g，金银花

18 g，桔梗、瓜蒌、苦杏仁各 9 g，百部、紫苑、连翘各

12 g，麦冬、甘草、清半夏各 6 g，生姜 3 片，大枣 5 个。3
剂，每天 1 剂，水煎服。3 日后二诊，患者诸症减轻，偶有干

咳，大便稀，舌淡红苔薄，脉滑，去瓜蒌，加陈皮 6 g，茯

苓、黄芪各 12 g，继服 5 剂以清润化浊解毒而收工。随访患

者已治愈，未再咳嗽。
按：此案患者出差疲惫，素体本虚，又逢秋冬季节，霾毒

严重之时，本虚是发病的潜在因素。霾毒为燥浊毒邪，侵袭于

肺，正当秋冬时节，霾属金石之气，其性本烈，燥为秋之主

气，亦会增加霾毒的燥性，表现出咳嗽、痰量少质黏难咯、咽

痛、咽痒、口干、口喝等症状。《内经·阴阳应象大论》云：

“燥胜则干”， 《素问·至真要大论》 “燥者濡之”， 《医述》
“欲治其燥，先贵乎润”，《张氏医通》“燥本火气之余…润燥

养阴为第一要义”，治法当润肺化浊，清热解毒。以清霾止咳

方加减，方中桑叶、金银花、连翘轻宣透霾毒外出，三者共为

君药；麦冬润肺解肺中伏火热毒，其用量不及桑叶之半，为臣

药；桔梗、苦杏仁复肺脏宣降功能而止咳；百部、紫菀润肺化

痰止咳，相须为用；清半夏、瓜蒌清热化痰，宽胸散结润肠，

共为佐药；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为佐使；生姜、大枣顾护

脾胃。二诊患者诸症好转，大便稀，舌淡红苔薄，脉滑，思瓜

蒌润肠之力太过，故去之，加陈皮理气化痰，茯苓化浊健脾，

黄芪补气扶正。嘱患者注意外出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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