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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霾中医辨治之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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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对雾霾的病因病机、证候特征及辨证分型进行了阐述。认为：雾属外感湿邪范畴；雾
霾的病邪特征为湿毒；邪为治疗总则。临证可按以下四个证型来辨治：邪犯肺卫，湿重于毒；邪犯肺

卫，湿毒并重；邪犯肺卫，毒重于湿；肺失宣降，湿毒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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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雾霾是一种天气现象，为雾和
霾的统称。雾是由大量悬浮在近

地面空气中的微小水滴或冰晶组

成的气溶胶系统；霾是指空气中的

灰尘、硫酸、硝酸、有机碳氢化合物

等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子均匀的

浮游在空中，使空气浑浊，视野模

糊并导致能见度低下。霾常伴雾

而悬浮于空中，其中含有大量直径

≤２．５微米的颗粒（ＰＭ２．５），由于
可直接进入并停留于人体呼吸道，

故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可引

发呼吸道及心血管系统疾病，甚至

肺癌及不孕症等［１］，近年来引起广

泛关注和重视，已成为严重的社会

问题。

１　病因病机
古人对雾霾早有认识，《尔雅》

上说：“风而雨土曰霾”，即指霾由

飞扬的沙尘雨雾而成。但中医学

多谈雾少有霾，可能与气候环境中

多见雾少有霾有关。

１．１　雾属外感湿邪范畴　雾与露
一样，是自然界的一种气候现象，

古人很早就观察到并应用于医学

中，早在《内经》中对其就有详细地

描述，包括形成、功能作用生理及

致病特点等多方面内容。雾是由

水在阳气作用下气化而成的；南方

是阳气最盛的地方，且地势低下、

水湿重，因而雾露多见，如《素问·

异法方宜论》所言：“南方者，天地

所长养，阳之所盛之处也，其地下，

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雾具有清

轻向上特性。上焦位于人体上位，

其主要作用是宣发布散水谷精气，

来营养机体、皮肤、毛发等，中医学

把上焦的功能特征形象地用“雾

露”来比喻。如《灵枢·营卫生

会》说：“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

如渎。”又如《灵枢·决气》所谓：

“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

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作为

外邪，雾露侵袭机体可致感冒病，

如《内经·生气通天论》言：“因于

露风，乃生寒热。”雾易伤阳。到了

夜间人体阳气收敛，拒守于内，但

若此时为雾露所伤，则易损伤阳

气，导致机体困乏而衰薄，正如《素

问·生气通天论》所说：“平旦人气

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

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

扰筋骨，无见雾露，反此三时，形乃

困薄。”

从其形成、作用及致病特点来

看，雾当属六气之湿气；作为病邪，

当属六淫之湿邪。湿邪有内湿外

湿之分，又有清浊之殊，还有上受

下起之不同，而雾当属外感、上受

之湿邪。“清邪中上，浊邪中下”，

系指感受雾露之邪，多上先受之，

可见头脑昏蒙，蔽聪塞明等，正如

《内经》所谓：“因于湿，首如裹”是

也；而地下泥水污秽，下先受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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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足趾重着肿胀、关节酸痛等，如

《素问·太阴阳明论》所言：“伤于

湿者，下先受之”。

１．２　雾霾的病邪特征为湿毒　雾
霾与雾不完全相同，而是雾的一种

特殊形式，因此雾霾应属湿邪，但

又应与湿邪不尽相同，我们认为其

特征应为湿毒。首先，中医学认

为：凡邪气亢盛、败坏形体谓之毒。

雾霾比雾有更强的致病力，不管男

女老幼、体质强弱，长时间暴露均

可致病。其次，雾霾会造成机体更

严重的损伤，会产生严重的病理后

果。如前所述，感受雾露之邪，多

上先受之，可见头脑昏蒙，蔽聪塞

明等症状；而吸入雾霾后更主要的

是出现咳嗽、咽痛、胸闷气憋、血压

升高等呼吸道及心血管系统症状。

再次，雾霾含有大量的有“毒”物

质，长期暴露能增加癌症发病率，

导致不育症。另外，雾霾是在反常

的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具有秽浊

性。正因为雾霾既有湿邪的特点，

又具有毒的特征，毒依邪势，邪仗

毒威，更加重了其对人体的危

害性。

此后湿病理论不断完善与发

展，但对雾霾的认识仍遵循《内经》

的阐述，即认为其为湿邪犯病的途

径之一。如《时病论·秋伤于湿大

法》所言：“冒湿之病，得之于早晨

雾露，云瘴山岚，或天阴淫雨，晴后

湿蒸。”感受雾露，与瘴气、淋雨、暑

湿熏蒸等途径一样，均可产生

湿病。

２　证候特征
肺司呼吸，与喉鼻相连，外合

皮毛，与自然界息息相通。雾霾之

邪不从皮毛而客，必从口鼻而入。

又肺脏娇嫩，以清肃下降为顺，壅

塞为逆，只受纳清气，最不耐外邪

侵扰。其证候特征主要体现在三

个方面：其一，作为外邪，可诱使咳

喘宿疾发作，加重病情，若反复感

染或长期感受，久咳、久喘不止，终

成肺胀。其二，作为湿邪侵袭，湿

重毒轻者，湿遏卫分，气机郁遏，症

见头重如裹、身重肢倦、胸闷脘痞、

或恶寒发热等；湿毒并重者，湿毒

交蒸，症见咽痛口干、胸中烦闷、气

短乏力、腹胀纳差、或发热等。其

三，湿毒犯肺，宣肃失宣，症见咳

嗽、咯痰、胸闷、或胸痛。值得注意

的是，毒易化热，存在不同程度咽

燥、口干口渴、痰粘稠难出等邪热

伤津征象；若毒与痰瘀互结，则可

成肺积。湿性粘滞，多缠绵难愈，

邪毒难速除。

３　辨证论治
本病当以邪为总则，依据病

变的不同部位，随证治之。有邪在

卫表，宜用汗法；邪在上焦，治宜宣

泄；邪毒壅盛，治当清热解毒。依

据临床观察及实践，我们认为本病

可从四型来论治。

３．１　邪犯肺卫，湿重于毒　主症：
头昏重胀痛，身重倦怠，口干咽燥，

胸稍闷，尿稍黄。舌质红，苔白腻

稍干或黄，脉濡。治法：芳香化湿，

佐以解毒。方选新加香薷饮，或藿

朴夏苓汤加减。主要用药有：香

薷、金银花、连翘、厚朴、炒扁豆、白

豆蔻、射干、杏仁、薏苡仁、淡豆豉、

茯苓皮。

３．２　邪犯肺卫，湿毒并重　主症：
咽痛口渴，胸闷气短，腹胀纳呆，倦

怠乏力，尿黄，或发热。舌质红，苔

白黄腻，脉濡。治法：化湿解毒，清

利咽喉。方用甘露消毒丹合五味

消毒饮加减，主要用药有：藿香、射

干、连翘、薄荷、滑石、茵陈、淡黄

芩、石菖蒲、川贝母、通草、白豆蔻、

桔梗、金银花。

３．３　邪犯肺卫，毒重于湿　主
症：咽痛干燥，龈胀耳鸣，口渴心

烦。舌质红，苔少而干，脉细数。

素体阴虚火旺者多见。治法：清

宣燥毒，清利咽喉。方用桑杏汤

合银翘马勃散加减，主要用药：桑

叶、杏仁、沙参、贝母、竚子、薄荷、

生甘 草、连 翘、金 银 花、射 干、

桔梗。

３．４　肺失宣降，湿毒并重　主症：
咳嗽不畅，痰不易咯出，口粘口渴，

纳差腹胀，胸闷如塞，或口鼻咽喉

干燥，或心慌心悸。舌质红，舌苔

白腻或黄，脉濡。治法：宣肺化湿，

清热解毒。方用杏仁汤合宣痹汤

加减，主要用药有：杏仁、黄芩、连

翘、滑石、桑叶、茯苓、白豆蔻、射

干、淡豆豉、枇杷叶、郁金。

近年来，随着雾霾天气的增

多，对其认识也将越来越深入、清

晰。我们依据临床观察及有关资

料对其中医药防治进行梳理，以求

抛砖引玉，不当之处还望同道给予

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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