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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黄帝内经》理论探究咳嗽病因病机与治法※

赵东凯 1* 王凯媛 2 李晓晶 1 刘俊楠 1 费鑫如 2

摘 要 《黄帝内经》中对咳嗽的论述颇多，文中基于《黄帝内经》理论探究咳嗽的病因病机与治

法，对前人的诊疗思路进行总结，以指导现代临床治疗咳嗽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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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的病因病机十分复杂，其不只限于肺，也不

离乎肺，无论邪从外入或自内而发，均会引起肺失宣

降，肺气上逆作咳。咳嗽虽不会危及生命，但久咳易

给人身心均造成巨大伤害。本篇意在归纳总结《黄帝

内经》中关于咳嗽的辨证治疗体系，以期拓宽医者的

思路，提高临床疗效。  
1 咳嗽的病因病机

关于咳嗽的病因病机，《黄帝内经》中已有不少论

述，但总结起来不外乎外感六淫邪气与内伤脏腑。《素

问·咳论》云：“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指出肺

是咳嗽的主要病变脏腑，但与其余四脏及六腑的关系

也十分密切。

1. 1　从外感内伤论述　风邪：风在六淫邪气中当属

首位。《素问·玉机真藏论》云：“风者，百病之长也。”风

善行而数变，行无定处，传变速度快，并且常兼他邪合

而伤人，引发咳嗽，是外邪致病的先导。肺主皮毛，是

人体抵御外部邪气的首要防线。当风邪侵入人体时，

皮肤和毛发是最先受到影响的部位。若风邪过于强

烈，侵袭肺脏，导致肺部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现异常，

进而使肺气逆上，引发咳嗽。

寒邪：《黄帝内经》中也非常重视寒邪侵犯人体的

病因病机。《素问·咳论》开篇即云：“皮毛者，肺之合

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

胃，从肺脉上至于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

之，则为肺咳。”寒邪外袭，一方面，损及心阳，阳气衰

微，失于温煦，使心阳不能温煦肺脉而咳；另一方面，

寒邪侵袭皮毛，传至肺脏，气血凝滞，宣降失常而咳。

若自身形体寒冷又偏食生冷，就会伤及肺脏，使肺气

逆而上行引发咳。

暑邪：暑邪犯肺有一定的季节特点。暑邪本为热

兼湿，天气炎热，灼伤肺金，肺部的宣发和肃降功能出

现异常，从而引发咳。暑热挟湿引痰邪伤肺，易致肺

络损伤，出现咯血、咳嗽的临床表现，即人们常说的

“暑瘵”。

湿邪：湿性黏滞，可直接妨碍肺脏的清阳，使之失

于宣降而引发咳嗽发作。《素问·生气通天论》曰：“秋

伤于湿，上逆而咳。”秋季与肺脏相对应，燥气当令，阳

气当收，若反受湿邪损伤，则阳气当收而不能收，气逆

而上作咳。湿性重浊黏滞，易伤人体阳气，使脾胃之

阳受损，运化功能失常，聚湿为痰，而“肺为贮痰之

器”，痰湿犯肺则肺失宣降作咳。

燥邪：燥邪与肺气相通，燥气肃敛，燥性干涩，故

燥易伤肺。因此由燥邪引发的咳嗽通常会在肺金所

主的秋季出现。燥邪伤肺，会伴随着夏末的温邪或初

冬季的寒邪，因此有温燥和凉燥之分。肺为娇脏，肺

喜润恶燥，所以燥邪袭肺后，导致肺津耗伤，肺失于濡

养，则引发咳嗽。

火热之邪：热与火皆为阳邪，热邪犯肺，蕴结上

焦，耗气伤津，炼液为痰。热邪既可以导致肺气的宣

降功能失常，也会使人体产生病理产物，阻遏肺气宣

降，引发咳嗽。若热毒向上熏蒸，损及肺脏，致肺的宣

发肃降功能失常，也可引起咳嗽。

饮食：主要是恣食生冷，损伤脾胃，导致中焦失于

运化，痰湿蕴肺，根据经络循行，上行到肺引发咳嗽。

此外，嗜好烟酒等燥烈之品，熏灼肺胃，可酿生痰热；

过食辛辣肥甘之品，脾胃受损，痰浊内生而上犯于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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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致咳。

先后天因素：先天禀赋不足，肺气亏损，宣降无

力，也会引发咳，如《素问·玉机真藏论》曰“秋脉……

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而咳”；若平素脾失健运，水

谷精微不能上输以养肺，聚湿成痰，致肺气上逆。

情志：情志不畅，肝失条达，日久则气郁化火，循

经上逆犯肺而发咳。肝气郁与脾气虚密切相关，气机

不畅可使痰浊滞留于胸中。

1. 2　从五脏论述　

1. 2. 1　肺咳　根据肺的生理特性，肺与自然界相通

应，且肺为娇脏，是人体的重要器官，所以外邪侵袭人

体时，首先犯肺，导致肺的生理功能失常，从而引发咳

嗽、咳痰等临床表现。其根本病机还是肺气宣发肃降

功能的失常。肺气当降不降，反逆而上，则生咳嗽[1-2]。

1. 2. 2　脾咳　在正常的生理状态下，脾胃健运，使体

内的水湿痰饮得以运化，化生精微物质以滋养全身。

若素体脾胃虚弱，加之复感寒邪，使脾胃功能失常而

发生水液代谢障碍，痰湿内生，间接影响肺之宣肃而

致咳。根据五行生化关系，脾为肺之母，脾病则易累

及肺脏，正所谓“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3]。在

自然界中，长夏湿邪较盛，且湿易伤脾阳，容易阻滞气

机，湿性重浊黏滞，易伤人体阳气，使脾胃之阳受损，

运化功能失常，聚湿为痰。

1. 2. 3　肝咳　肝五行属木，主疏泄，主藏血，主情志，

在志为怒。生理状态下，肝升肺降，相互协作，则人一

身之气调畅；病理状态下，若情志失调，则肝的疏泄功

能失常，气机郁滞，日久化火，或肝阳上亢，气逆于上，

致肝火灼伤肺阴，即“木火刑金”。肝与肺在经络上也

有一定的关联，当外邪由表及里时，通常经过半表半

里的少阳经，正邪之气在此交争，致使咳嗽经久不愈。

此外，肝风上扰，影响肺系，会使肺脏津液受损，导致

干咳发作。

1. 2. 4　心咳　人之血气皆出于心肺二脏而归于一

身。心主血脉，肺朝百脉、司呼吸，二者同居于上焦，

在气血上相互作用，共同调节呼吸吐纳。心血的运行

有赖于肺气的推动，其中宗气起到了关键的连接作

用。若心阳不足，无力鼓动血脉运行，血脉痹阻则胸

痛，肺朝百脉功能受损，继而影响肺宣发肃降，出现咳

嗽、喘息等表现。若心火亢盛，炼液为痰，阻遏肺气宣

降，则引发咳嗽。

1. 2. 5　肾咳　肺和肾之间的关系在多个方面得到体

现，包括水液代谢、呼吸运动以及阴阳互资等。肾的

主要功能是保持呼吸的深度，避免呼吸过于浅表，此

即所谓的“肾为气之根”。从五行生克理论来讲，肺为

肾之母，若肾阳不足，蒸化失司，阳虚水泛则肿，甚至

向上引发喘促，使得喘息不能平卧。若肾精不足，肾

失摄纳，使呼吸表浅则引发咳喘[4]。若肾阴亏虚，肺阴

无以滋养，虚火内生，则生干咳。

1. 3　从六腑论述　《素问·咳论》曰：“五脏之久咳，乃

移于六腑。”五脏之病经久不愈，按脏腑表里关系累及

六腑，是病进的一种表现，具体包括胃咳、胆咳、大肠

咳、小肠咳、膀胱咳、三焦咳。其中胃咳是六腑咳中最

常见的类型，多由脾胃虚弱所致，具体表现为咳嗽伴

呕吐。大肠咳是最为独特的一种，根据肺与大肠相表

里的关系，肺咳日久，累及大肠，最终导致脏腑两虚而

发病。若肠腑有热，腑气不通，郁热于上，则使肺气胀

满，上逆而咳[5]。

2 咳嗽的论治

2. 1　从外感内伤治咳 
2. 1. 1　外感咳嗽的治疗　外感引起的咳嗽，多由表

入里。若感受风寒，治疗上应以辛温宣肺为主。古代

医家张仲景治疗外感风寒咳嗽时，提到了麻黄汤证、

桂枝汤证等。如《伤寒论》原文第 35条曰：“太阳病，

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

黄汤主之。”此为风寒束表之证，方中麻黄配伍桂枝以

达发汗解表之功，麻黄配伍杏仁一升一降以宣通肺

气；若出现“喘息”，则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若“痰色

白而清稀，口不渴”，则是水饮内停，应选用外散风寒

兼温肺化饮的小青龙汤[6]。叶天士治疗外感咳嗽也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于风寒犯肺导致的咳嗽，其喜用

桂枝汤去芍药加降气止咳之药，如：杏仁、薏苡仁等。

临床上，笔者在治疗外感咳嗽时，重在宣发，常选用麻

黄、荆芥、苏子等温宣之品，以及桑叶、蝉蜕等清宣之

药，常用的药对有麻黄配杏仁，紫苑配款冬花。治肺

不远温，因此笔者临床常选用苓甘五味姜辛汤为主方

进行加减。

  若感受风热，治疗上应以辛凉宣肺为主。张仲景

在治疗邪热壅肺导致的“汗出而喘，无大热者”时，选

用麻杏甘石汤，方中麻黄配石膏以清泻肺热。叶天士

在治疗“痰黏难咯或伴有发热者”时，常选用桑叶、连

翘、薄荷等疏风清热之品和杏仁、桔梗等宣肺化痰之

药；若出现“痰黄面赤，发热伴口渴”症状时，当为郁热

内结，所以常在麻杏石甘汤基础上进行加减[7]。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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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鞠通治疗上焦（心肺）咳嗽时，提出了“治上焦如羽，

非轻不举”的理论。其治疗风温犯肺之咳嗽，创立了

经典名方银翘散和桑菊饮。银翘散方中以辛凉辛散

止咳药为主，加芦根、竹叶以利尿的方式使邪有出路。

桑菊饮中应用桑叶的芳香走窜以宣肺气，桔梗、杏仁

降肺气，连翘清上焦之火，采用清轻之剂以达治疗目

的[8]。

2. 1. 2　内伤咳嗽的治疗　内伤引起的咳嗽，以痰和

热（火）为主，也有因虚所致者。

  朱丹溪首次将咳嗽分为外感与内伤，在治疗内伤

咳嗽时，注重痰与火。朱丹溪对于痰咳证，常选用陈

皮、天南星、枳壳等止咳化痰药；对于“火郁”证，常选

用导痰汤以开宣肺气，降火化痰；对于“食积”导致的

咳嗽，常用瓜蒌、天南星、半夏等祛痰消食；对于气虚

导致的“劳嗽”，常以补中益气汤进行治疗[9]。

  对于内伤虚证导致的咳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记载，可酌情加用紫河车、乌鸦肉、獭肝等血肉有情

之品[10]。

2. 2　从五脏治咳

2. 2. 1　从肺治咳　《素问·咳论》曰：“肺咳之状，咳而

喘息有音，甚则唾血。”临床上，肺咳常见的证型有肺

热、肺寒、肺燥、肺气虚和肺阴虚，可分别选以泻白散、

小青龙汤、清燥救肺汤、补肺汤合玉屏风散、沙参麦冬

汤或百合固金汤进行加减。刘炳凡老中医在治疗肺

燥阴虚时，常选用叶氏养胃汤进行加减，方中多用沙

参、玉竹等滋阴润燥之品，通过滋养肺胃以达肃降功

能恢复之效[11]。

  临床上，笔者在治疗肺热时重在甘凉滋润，不拘

泥于清泻，常选麻杏石甘汤；治肺寒重在温阳化饮，不

单用温散之药，方选二陈汤加干姜、桂枝等；治疗肺燥

重在润肺，因有凉燥和温燥之分，所以常选用知母、石

膏、黄芩等清肺润燥之药治疗温燥，或选用地黄、麦

冬、玄参等养阴润肺之药治疗凉燥；治疗肺气虚重在

补益肺气，常选用党参、山药、大枣、黄芪等药物；治疗

肺阴虚重在滋阴降火，常选用百合、地黄、玄参等药

物。

2. 2. 2　从脾治咳　《素问·咳论》曰：“脾咳之状，咳则

右胁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对

于脾咳之状，属脾虚痰湿者，刘俊德等人[12]选用六君

子汤加味。其认为小儿的生理特点为“脾常不足”，脾

虚生湿，聚湿成痰，痰湿停滞而影响脾胃运化和肺的

宣降，使咳而上气，故用六君子汤加味以健脾祛湿，降

逆止咳。高云霞等人[13]从脾论治 41例小儿久咳的病

例，采用六君子汤加味健脾化痰止咳，后予参苓白术

散健脾补中，结果显示痊愈率为89.3%，疗效显著。

  脾胃为后天之本，若脾胃运化失常，致痰湿内生。

因此，笔者在治疗脾虚痰湿之咳时，常以苍术、白术、

甘草、半夏、薏苡仁、厚朴等中药健脾燥湿。临床上常

用的方剂有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

2. 2. 3　从肝治咳　《素问·咳论》曰：“肝咳之状，咳则

两胁下痛。”对于肝咳之状，属肝火犯肺者，李松波等

人[14]以疏肝健脾，兼清肝肺二经郁热为主要治法进行

治疗，方以丹栀逍遥散合半夏厚朴汤灵活加减，效果

显著。

  临床上，笔者对于肝火犯肺者的治疗，主要在于

清肺平肝。两胁胀痛者，常选香附、苏梗、青皮等疏肝

理气药；脘腹胀痛者，常用吴茱萸、白芍、木香等药温

中疏肝之药；嗳腐吞酸者，常用黄连、吴茱萸等药舒肝

和胃；若肝火进一步加重，可致热极生风，常用蝉蜕、

僵蚕等虫类药以祛风通络平喘。

2. 2. 4　从心治咳　《素问·咳论》曰：“心咳之状，咳则

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者咽肿喉痹。”对于心咳之

状，属心火上炎肺金者，李宗林等人[15]在治疗上采用

清心降火、宣肺止咳的方法，方选导赤散合泻白散加

味。名老中医肖波主任治疗心火犯肺证之咳嗽时，也

采用导赤散合泻白散加减以清心降火、泻肺止咳，患

者共服8剂后诸症尽消[16]。

  临床上，笔者对于心火亢盛者的治疗，常选用黄

连、麦冬、远志、郁金等入心经的药物以清心降火。心

火亢盛是心肾不交在上焦的表现，同时还会有腰膝酸

软、小便清长等下焦肾阳虚的表现，故可加减使用龙

骨、石菖蒲、远志等交通心肾。当疾病发展到心气阴

两虚证时，笔者常选用炙甘草汤加味，方中使用生地

黄、甘草以滋阴补血，桂枝温通经脉。

2. 2. 5　从肾治咳　《素问·咳论》曰：“肾咳之状，咳则

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根据肾的生理特性，临床

上常见的证型有肾气虚、肾阴虚、肾阳虚。肺主气，肾

主纳气。彭春辉[17]在治疗久咳不愈，肺肾两虚时，选

方肾咳煎，以止嗽散去荆芥，加枸杞子、菟丝子等温补

肾阳之品而成，不管是阳虚还是阴弱皆可使用。代朋

许等[18]治疗肾虚水泛所致之咳嗽，症见全身浮肿、遗

尿等，常选真武汤加减以温肾助阳，化气行水。

  临床上，笔者对于肾气虚者，常选用金匮肾气丸；

对于肺肾两虚者，常用独活、补骨脂、枸杞、菟丝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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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以温补肺肾，使金水相生。若患者出现盗汗、消瘦、

口干等表现，提示肾阴受损，笔者常选用六味地黄丸

或左归丸加减，在滋补肾阴的同时也兼顾肾阳，正如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略引》中所曰：“善补阴

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

2. 3　从六腑治咳　六腑咳是指六腑气化功能出现异

常，导致气机上逆或气血不足的一种表现。《素问·咳

论》记载：“胃咳之状，咳而呕，呕则长虫出；胆咳之状，

咳而呕胆汁；大肠咳状，咳而遗矢；小肠咳状，咳而矢

气；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

饮。”可见，六腑咳主要以“泻”为主，且腑病多实，以通

为要。

  胃气随肺气上逆出现呕吐，且肺、胃两脏皆主降，

都有喜润恶燥的特性，方选异功散以降逆止呕，加乌

梅以驱虫；情志不畅致肝郁化火，后移行于胆，上逆则

呕吐胆汁，常应用小柴胡汤清胆和胃；肺与大肠相表

里，久咳肺虚必然影响大肠，致大肠传导失职，出现

“遗矢”，治疗宜选用桃花汤加减以固摄大肠；小肠在

一定程度上有赖于心血的濡养，若心血不足，小肠气

机不利，则“咳而矢气”，故用芍药甘草汤酸甘化阴；膀

胱为州都之官，储存和排泄尿液有赖于肾气的固摄，

久咳伤肾使其固摄无权，表现为“遗溺”，故用麦味地

黄汤滋肾养肺；三焦为水液运行的通道，若三焦气化

失司，水谷精微气化无权，则出现“腹满，不欲食饮”，

治疗宜选用通理汤、异功散等调理三焦。

3 小结

咳嗽病位在肺，其发病不仅受外感与内伤的影

响，还涉及五脏六腑。人作为一个整体，五脏和六腑

在生理及病理上相互促进和影响，故任何一脏和（或）

腑的病变，都会累及其他脏腑。因此在治疗上，医者

应以整体观念为前提，结合辨证，了解脏腑与疾病的

相关性，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在现代医学的疾病中，咳嗽所涉及的范围很广，

除呼吸系统外，在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的疾病中也

会出现，这与《黄帝内经》中对于咳嗽的描述相一致。

因此，现代医学中各类疾病所致的咳嗽可以借鉴中医

治咳的思路来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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