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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鼻炎是发生在鼻黏膜的一种变态反应性疾病，属中

医学鼻鼽范畴，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鼻痒、鼻塞、喷嚏、流清

涕等。中医学认为，本病病机为本虚标实，病位在鼻，与肺、
脾、肾三脏虚损有关，多由感受风寒外邪而诱发。然而，在临

床辨治过程中，却由于个体症状不一，兼证各异，辨证分型繁

杂，处方用药各异，临床医师在具体辨证时常易失去重心。喷

嚏频作是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之一，对其进行更为详尽的中

医病机辨析，可以对过敏性鼻炎进行更准确的辨证治疗。
1 历代医家、古籍对嚏的代表性阐释

中医学对嚏的认识，围绕生理和病理，自《内经》始即多

有阐述。《灵枢·口问》曰：“帝曰：人之嚏者，何气使然？

岐伯曰：阳气和利，满于心，出于鼻，故为嚏。”此言正常的

嚏是一种生理表现，指出若人体阳气调和顺畅，充满心胸，气

出走于鼻，则会出现打喷嚏的正常反应。换言之，生理性的喷

嚏是人体阳气充足、气机运行顺畅的表现。基于此，自古则有

各种取嚏法以治疗阳气阻遏、邪气郁闭之症，其原理即是以主

动造成喷嚏来疏通气机，协助阳气外达以迫邪外出 [1]。 《素

问·热论》 曰：“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不满，舌干已而

嚏。”可见嚏者，由肾经气郁得通而出也……是呵欠、喷嚏，

皆为愈病之先机也。《素问·宣明五气论》云：“凡暴厥而死

者，以其心肾之气闷绝也，故用药通其鼻，得嚏者生，无嚏者

死。”《医学心悟》亦载：“搐鼻散，治一切中证，不醒人事，

用此吹鼻中，有嚏者生，无嚏者难治。”上述文献均指出对于

一些严重的“中证”“闭证”等，能嚏与否是疾病预后的重要

标志，可见作为一种生理性反映，嚏在中医诊断和具体的辨治

中都具有实际意义。
而对于病理性嚏症，亦有诸多记载。《难经》云：“肺外

证面白、善嚏。”阐明嚏症病位在肺。 《素问·宣明五气论》
曰：“五气所病：心为噫，肺为咳，肝为语，脾为吞，肾为欠

为嚏。”肾气为病，为欠为嚏。是始由肾气抑郁，既而得通，

上达于心，阳气和利充满，乃由鼻出而作喷嚏，即明确指出喷

嚏之症，不仅仅责之于肺，尚有肾气发病之故。《金匮要略》
曰：“夫中寒家，善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嚏。”
认为清涕出、善嚏皆由太阴虚寒引起。后世张景岳在《类经》
中言：“仲景曰：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正谓其阳虚也”，
提及阳虚是关键因素，与前人相合。金代·刘河间云：“嚏者，

鼻中因痒而气喷作于声也。鼻为肺窍，痒为火化，心火邪热，

干于阳明，发于鼻，则痒而嚏也……伤寒病，再经，邪衰而嚏

者，由邪热已退，虚热为痒，痒则嚏也。或风热上攻，鼻窍壅

滞，纳药鼻中，得嚏则壅滞通而愈也……。”其从火热立论，

阐述了鼻痒而嚏的详细病机。明代·楼英则提出：“腠理不密

实，嚏不已”，认为卫外功能失调是出现喷嚏不止的原因。而

清·张璐认为，“外风内火”为伤风嚏症发作之病机，他在

《张氏医通》中道：“痒为火化，外风欲入而内火拒格，故发

为嚏。有嚏则风邪随气而散，不能入伤于经，是以伤风有嚏为

轻。”另周学海著《读医随笔》有论嚏篇：“……嚏者，寒热

相激，逐于脉中，致脉内作痒，痒即突出。徐曰寒束，喻曰火

冲，其义一也……夫肝水见嚏者，肝寒感于肾也。……一缕寒

邪，孤行气脉，而不为正气所容，故冲击而出也。本属微邪，

不足为病，然见有早起，必嚏数十次，无间寒暑，而寒天较甚

……治法宜仿肝水例，宣达肝与膀胱之阳，与肺气相接，使水

邪下伏，宿寒外攘，即止。”其从肝寒立论，颇具新意。
2 嚏的中医病因病机归纳

2.1 病位在肺，与肝、脾、肾相关 气出于鼻而致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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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中已有述及，《黄帝内经素问译释》中也讲到：“嚏，音

啼，即鼻中气喷作声。”中医学认为鼻为肺之窍，肺主气，鼻

司通气，只有当肺气出入正常，鼻的通气和嗅觉作用方能正

常。鼻塞、流涕、喷嚏等鼻的异常表现，可以认为与肺部有着

直接关系。
有研究显示，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证型分布中，以肺脾气虚

者为主[2]。中医学理论认为，脾肺二脏密切相关，土能生金，

生理上脾对肺具有滋养作用，而在病理上则互相影响。或是肺

虚在先而后有嚏之频，或嚏之病久，正邪相争致肺气虚损，肺

虚迁延，子盗母气，则必损及脾。此外，饮食不节，饥饱失

常，或情志不遂，忧思伤脾等导致脾气虚弱，进而损及肺气，

导致肺失宣降，上焦津液停聚，鼻司气功能异常，亦可出现多

嚏等一系列症状。临床上凡多嚏者，常伴自汗多汗，胃纳不

佳，畏风畏寒，遇冷即嚏等症。此即肺脾俱虚，卫气不固的表

现，尤以学龄前儿童多见，其甚者多有喘咳 [3]，因形体未盛，

治肺当兼顾补脾。
清·周学海最早在《读医随笔》中提及嚏症与“肝寒”的

关系，着重点在于阐述“肝水见嚏”之治，对于嚏症与肝脏关

系的阐述则有不足。临床中，多数过敏性鼻炎患者于晨起时喷

嚏不止，清涕如注，症状在一天当中较其它时段明显严重。晨

起之时在一天中对应寅卯，在一年中对应春季，肝气通于春，

而发于寅、卯之时的病证也多从肝辨治 [4]，这是从“天人相

应”的角度看待肝脏与过敏性鼻炎中嚏症的发作与加重的时间

相关性。再者，过敏性鼻炎发作时，常因鼻痒、眼痒导致患者

揉弄眼鼻致嚏，嚏而不止，旋即涕泪俱出。可见风邪致病或者

诱发是喷嚏发作的重要环节，而“肝为风木之藏”“风气通于

肝”，故肝风门中，无论内风外风，是否相互引动，凡从祛风

角度入手治疗过敏性疾病，多能取效。此外，肝主疏泄，调畅

气机，调节情志，足厥阴肝经循行上入鼻咽，其可通过影响全

身气血水液运行、调节精神情绪及促进脾胃运化等多方面间接

或者直接参与肺与鼻的生理或者病理活动中，与嚏症有着密切

的关系[5]。
对《内经》“肾为欠为嚏”的说法，学界多有争论。有认

为“欠”和嚏同义，“为嚏”二字为衍文者[6]，有人认为，嚏

为“豚”字之假借者[7]等，但这些多从校勘学方面解释。然从

生理病理角度解读，喷嚏等过敏性鼻炎症状与肾脏的病变存在

着方方面面的联系。若先天禀赋不足，肾气亏虚无以温养肺

脏，则卫外不固易感外邪；又因肾主水，肾气虚则气不摄津而

流涕不止；更因肾虚摄纳无权，气不归元，阳气漂浮，易于耗

散，则上越鼻窍而喷嚏频频。故嚏症之起虽多因外邪侵袭，肺

气不宣，但由肾虚、阳虚导致者，亦十分常见。而肾病致嚏何

以由来？其一，中医学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五脏相

关，而肺为肾之母，子盗母气或母病及子均揭示了肺肾母子两

脏彼此相累的传变规律。其二，如前所述，肺病迁延不愈累及

脾脏，后天不滋先天；或因肝肾同源，肝损而致肾亏，是为肝

肾皆病，损及根基。故嚏证病久难愈，需注意是否已影响到了

先后天之根本，此时不能单予祛邪之法，往往需固本为要。
2.2 风寒异气为诱引，水饮湿邪是内因 喷嚏之起，气出于

鼻。或因卫外不固，风寒侵入，正邪交争；或因湿热上犯、阳

气上行，风寒异气等外邪相激等。无疑外邪的侵袭在嚏症的发

作中起到了激发或者推动的作用。楼英所谓“腠理不密实则嚏

不已”，《医学发明》中道：“皮毛之元阳本虚弱，更以冬月

助其冷，故病者善嚏、鼻流清涕”，《景岳全书》曰：“凡由

风寒而鼻塞者，以寒闭腠理，则经络壅塞而多鼽嚏”，均说明

人体的卫外功能失调，腠理不实，是外邪诱发或加重嚏症的关

键因素。
过敏性鼻炎鼻痒而嚏，与风邪有关；而涕泪俱出，乃水湿

之象，从中医学“天人合一”角度来讲，喷嚏震响，则犹如雷

象。头在象为天，为清阳所居，如平素嗜食生寒冷饮，暑日好

吹凉风，长此以往会导致体内湿气氤氲，阳气郁而不伸。而一

旦风邪侵袭，鼓舞体内阳气上行，携水湿之气鼓荡于上焦清

阳，则犹如天空云湿汇聚，风气相撞，雷雨将作。鼻炎晨起症

状严重，则因清晨人体感应外界，阳气升腾，若上焦水湿弥

漫，晨起不慎当风，则体内风雷交作，喷嚏不止，云雨骤起，

涕泪俱出。故鼻炎之喷嚏不止，乃阳气为水饮湿邪郁遏，经外

邪或者经气相激，阴阳碰撞而起。同时提示鼻炎之嚏者，若以

湿邪为重，阳虚不甚者，当以散水湿为主，水湿阴霾破散，阳

气自然伸展，气机调畅而病愈。值得注意的是，鼻炎嚏症有阳

虚者，必未虚极，若病至纯阴而无阳，则犹如古人云“无嚏者

死”“无嚏者难治”者。
另一方面，水饮、湿邪属阴，趋向下行，易阻滞气血经

络。刘完素认为，湿热之气若能下走膀胱，则人体内的邪气能

够随之排出体外，但如果湿热邪气痹阻膀胱水道，则邪气会逆

而上犯，通过各种渠道及通路上达清阳或鼻窍，即可导致鼻鼽

的发生[8]。张琦道“湿热郁结，则水道不利，寒水之气不得下

行，上出于脑而为清涕。”此处虽未明确提及嚏症，但水湿或

湿热阻滞膀胱，导致的气机不畅、正气抗争、阴邪上逆等都可

以在鼻鼽及嚏症的形成和发作中起到重要作用。此外， 《金

匮》痰饮篇讲到的“肝水见嚏”，即是水饮居胁下与“肝寒”
相互影响，出现了“嚏而痛”这样一种特殊的临床表现。故

治疗鼻炎及多嚏之症，必须认识到水饮、湿邪是重要内因，

但凡临症中有相关病理表现和特征，当知攘除水饮湿气，病

方向愈。
2.3 寒热有重点，虚实可转变 多数医家认为，“因寒而致

鼽”，古代医家有外感寒邪，肺脏虚冷，太阴虚寒，脑冷以及

肝寒等多种说法。前文已述及外感寒邪是诱发或加重嚏症的重

要因素，若腠理不实，风寒袭表，亦或肺气虚弱，风寒袭肺，

均会引起正气抗争，欲祛邪外出，则出现鼻痒、喷嚏频作。正

如“肺者，肾之母，皮毛之元阳本虚弱，更以冬月助其冷，故

病者善嚏，鼻流清涕，寒甚出浊涕，嚏不止”，即明确指出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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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致病的病机。而对于“肝寒”之说，周学海认为，嚏为寒热

相激，逐于脉中所致，究其原因，即肝经有寒邪行于脉中，不

为正气所容，故冲击而出。此处嚏症与过敏性鼻炎的症状应当

有一定区别，但仍有“见有早起，必嚏数十次，无间寒暑，而

寒天较甚”等共同特点，结合之前论及嚏症与肝脏的联系，故

在鼻炎嚏症的治疗上，从“肝寒”论治或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

间。
火热立论者，以刘河间一脉为主，其认为嚏因鼻中痒而气

喷作于声，而痒为火化。实者由心火邪热干于阳明，虚者则因

伤寒病再经，邪热已退，虚热为痒则嚏。但临床上，单纯的过

敏性鼻炎出现喷嚏不止多有一定的季节、时间规律及诱发因

素。单纯的由火热致嚏则并不多见，而河间所谓“物扰之痒而

嚏”“热发于上则鼻痒而嚏”者，与鼻炎发作之嚏症更明显不

同。另外，近年来，在过敏性鼻炎的辨治中，郁热已成为临床

常见证型，若从病机而论，一则病久寒邪转化为热邪，二者湿

邪郁遏阳气可化热，三因肝肾阴虚，阴不制阳，致肝阳化

热 [9]。可见郁热是单纯性鼻炎发展到一定阶段和程度的结果，

并非嚏症的启动因素和核心病机。故当过敏性鼻炎的症状以

“嚏不止”为主时，其病机往往寒多于热，但当病势向“热”
发展和转变，出现鼻干、粘稠涕、黏膜偏红、口干喜冷饮等表

现时，则病机已发生变化。
通常在正常人体中，由表向里，由实转虚是一般慢性疾病

的普遍发展规律。前面已论及嚏之病因病机，实者有风寒、水

饮、湿气以及火热等，虚者多由肺、脾、肾三脏气虚阳虚。虚

与实，一为阴一为阳，两者是相对而言的，往往又相互影响和

作用，所谓阳气自虚，阴气凑之，即为说明；诸如卫气不足与

风寒侵袭，阳气虚弱与水湿内蕴等，更是常常互为因果。故对

于过敏性鼻炎或者嚏症的虚实转变，要有动态的辩证思维，若

以虚证表现为主则补之，若以风寒或者水湿等临床症状为重，

则重祛邪外出。
3 结语

过敏性鼻炎是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为特定体质人群接触

变应原引起 IgE 介导的鼻黏膜非炎症变态反应性疾病。目前西

医对该病多进行对症或者是手术治疗，疗效欠佳。而运用中医

药进行辨证论治，其疗效具备一定的临床优势。

对过敏性鼻炎的病因病机，各家学说不一，导致辨证分型

复杂，且该病变证、兼证较多，加之患者体质各异，导致临床

表现各有侧重。嚏作为过敏性鼻炎的一个主要症状，虽然有其

独特的病机特点，但与其它症状包括整个疾病，却又是统一

的。若以嚏症为中心，对于其病机进行辨析，需要借助其它症

状或临床表现以辅助判断；而若以整个疾病为中心，嚏症的

有与无，轻与重，与其它症状的关系，又可以为整个疾病的

病势发展和证型变化提供线索。所以过敏性鼻炎嚏不止者，

只要掌握发生规律，切中病机，对症下药，自当效验非常。
这也提示我们，中医辨证从整体出发的同时，应擅长从疾

病的主要临床症状找出端倪，发现主要矛盾，辨析主要病机。
这对于判断疾病的发展趋势，提高辨证的精准度，给予正确的

处方用药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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