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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是一种不完全可逆的以气流受

限为特征的疾病，气流受限呈进行性发展，多与肺部对有害颗

粒及气体的异常炎症反应相关[1]。其病程长，缓解期与急性发

作期交替出现，常因外感、感染诱发急性发作，导致病情加

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ECOPD)患者除气促加重

外，还会出现咳嗽、咳痰，气短和(或)喘息加重，痰量增多，

呈脓性或黏液性，可伴发热等炎症明显加重的表现，患者肺功

能进一步恶化，生活质量下降，是导致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重要

原因[2]。现代医学治疗措施包括控制性氧疗、抗生素、支气管

舒张剂、糖皮质激素、机械通气及其他对症支持处理。
中医学认为 AECOPD 属肺胀、咳嗽、喘证等范畴，为本

虚标实之证，以标实为急。近年来有学者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

础上采用中医药治疗 AECOPD，取得较好的疗效，显示出了

中医药治疗的优势[3]。笔者对近年来中医药治疗 AECOPD 的

研究和临床疗效情况述评如下。
1 病因病机

COPD 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个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两方面。
个体因素包括遗传因素，如α- 抗胰蛋白酶缺乏，支气管哮

喘和气道高反应性，营养状况与肺发育；环境因素包括吸烟、
职业性粉尘和化学物质、空气污染、感染及社会经济地位等。
大部分学者认为气管 - 支气管感染是 AECOPD 的一个重要诱

因，特别在秋冬季社区呼吸道病毒感染流行季节[4]。
COPD 以气道、肺实质和肺血管的慢性炎症为特征。多种

炎症介质的激活，破坏肺的结构和(或)促进中性粒细胞炎症反

应；肺部的蛋白酶和抗蛋白酶失衡、氧化与抗氧化失衡以及自

主神经系统功能紊乱，在 AECOPD 发病机制也起着重要作

用。但 COPD 的病因及发病机制仍然未完全明了，普遍认为

是多种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
中医学认为 COPD 缓解期以肺、脾、肾虚损为主。病情

反复发作，导致痰、瘀等病理因素伏于肺络成为宿根，每因外

感等因素诱发，急性加重期则以标实即痰、瘀为急。《诸病源

候论·咳逆上气候》的论断：“邪伏则气静，邪动则气奔上，

烦闷欲绝”，非常恰当地描述了缓解期和发作期的临床特点。
有学者对近 10 余年来关于 AECOPD 的重要文献进行证候要

素 分 析 ， 结 果 显 示 其 证 候 要 素 有 13 种 ， 但 主 要 以 痰

(71.54%)、热(53.85%)、血瘀(36.92%)为主，其累积构成比为

71.53% ； 作 用 靶 点 以 肺 为 主 (61.54% )； 多 见 两 证 素 组 合

(43.08%)，以痰热壅肺出现的频率最高，占 64.29%，其次为

三证素组合(21.54%)，肺热痰瘀为主，占 39.29%，由此可见

痰(瘀血)热壅肺是 AECOPD 的主要病机[5]。有学者采用动态

kehonen 网络的神经模糊系统模型对 1 046 例 AECOPD 患者

的证型进行分析，显示痰瘀阻肺证、肺肾气阴两虚证、痰湿阻

肺证、风寒束肺证、痰热壅肺证、肺肾气虚证、风热袭肺证、
肺脾气虚证、表寒里热证是 AECOPD 最常见的 9 个证型[6]。
2 中医药证治

中医治疗 AECOPD 主要采用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法，

概况起来主要有分期论治、分型论治、分阶段论治 3 个方面。
分 期 即 根 据 急 性 期 以 邪 实 为 主 ， 缓 解 期 以 本 虚 为 主 ， 对

AECOPD 以祛邪为主，根据不同的病邪治以清热、化痰、化

瘀等治法，充分体现了中医标本缓急和病证结合原则，是目前

临床和科研中运用最多、最为科学的分类方法。分型论治以分

期为先，不同医家根据 AECOPD 患者的不同表现将其分为不

同证型论治。由于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及人体体质等差异较

大，因此在分型论治方面各医家各持己见，在临床上可能是非

常实用且有效的，但论证强度还不够，难以广泛接受。中华中

医药学会内科分会肺系病专业委员会于 2011 年制定的“慢性

阻塞性肺疾病中医证候诊断标准”将 COPD 的证候分为基础

证和临床常见证，基础证有 9 种，即寒饮证、痰热证、痰湿

证、血瘀证、肺气虚证、肺阴虚证、脾气虚证、肾气虚证、肾

阴虚证，基础证可单独出现，但常常以复合形式出现。常见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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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有肺气虚证、肺脾气虚证、肺肾气虚证和肺肾气阴两虚证 4

种，常见实证有风寒袭肺证、外寒内饮证、痰热壅肺证、痰浊

阻肺证、痰蒙神窍证 5 种，用以指导临床实践[7]。分阶段论治

以分期为基础，根据疾病不同阶段进行辨证施治。如朱频等[8]

将 AECOPD 分 3 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病情重极，采用通腑泄

热配合机械通气；第二阶段为腑气已通，实热已减，注重化痰

消瘀；第三阶段邪虽已去，然正气亦亏，应扶正祛邪。此外，

还有学者根据不同肺功能分级论治，COPD 早期(I 级和ⅡA

级)与肺气虚、脾气虚相关，COPD ⅡB 级与痰浊证相关性

强；COPD Ⅲ级与肾阴虚、肾阳虚、血瘀证相关性强[9]。
3 疗效与疗效指标

笔者综合近年中医药治疗 AECOPD 的临床研究资料，总

结起来其疗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中医药可以有效改善

AECOPD 患者咳嗽、咯痰、气喘、啰音等症状和体征；能提

高患者用力肺活量、第 1 秒用力呼气量和第 1 秒用力呼气量

百分率等肺功能指标；能降低二氧化碳分压和提高氧分压，改

善肺的通气和换气功能；能辅助抗生素提高细菌的清除率；能

降低外周血白细胞总数和中性粒细胞分类；改善肺影像学(X

线或 CT)等检查指标；能缩短急性加重持续时间，减轻加重程

度；还有学者报道中医药治疗能减少并发症，降低病死率，改

善疾病结局指标等。可见，中医药能从生理学指标、患者或评

价者报告指标、重大临床事件和生物学指标等方面有效地改善

疾病状况[8，10]。
4 作用机制

中医药的作用机制往往具有多系统、多层次、多靶点的复

合效应。第一，抗炎症反应作用。AECOPD 的发生发展与多

种炎症细胞、炎症介质、细胞因子及黏附分子参与有关。全身

炎症反应综合征(SIRS)是各种微生物或非感染性侵袭性因素，

如多发性创伤、出血性休克、急性胰腺炎、烧伤、组织缺血、
再灌注损伤和药物热等引起的机体全身炎症反应。AECOPD

的病死率会随着 SIRS 诊断标准项数的增加而显著上升。陈宁

等[11～12]的研究显示，清热化痰法能降低 AECOPD 患者血清肿

瘤坏死因子 -α、白细胞介素 -6 和降钙素原的水平，减轻

SIRS，从而有利于患者病情的改善。第二，调节氧化 - 抗氧

化失衡。氧化 - 抗氧化失衡是造成 COPD 慢性肺部损伤的重

要原因之一。急性加重期是在多种炎症因子的刺激下，机体生

成大量的氧化剂，后者可损害血清蛋白质酶抑制剂，加强弹性

酶的活性和增加黏液的分泌，还能活化转录因子转录其他炎症

因子，加重炎症反应。荆小莉等[13]研究显示，清热化痰法升高

AECOPD 患者血浆抗氧化剂还原型谷胱甘肽、超氧化物歧化

酶和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水平，降低血浆丙二醛水平，从而可

清除氧化剂，有利于减轻氧化损伤，促进 AECOPD 患者的恢

复。第三，减少气道黏液高分泌，缓解小气道阻塞。气道黏液

的高分泌状态以及气流受限的加重是 AECOPD 特征性的表

现。气道黏液的高分泌是影响 AECOPD 病情和预后的独立危

险因素[14]。有研究显示，常用祛痰中药如桔梗、远志、美远志

及 紫 菀 提 取 物 可 促 进 气 道 黏 液 上 皮 细 胞 痰 中 黏 蛋 白 5AC

(MUC5AC)的分泌，而无刺激生成的作用，较长时间的使用可

使痰液减少[15]。冯淬灵等[16]的研究显示，清热化痰理气中药复

方能降低痰中 MUC5AC 的含量，从而有助于改善 AECOPD

患者的临床症状和气道黏液高分泌。第四，改善血液高黏、高

凝状态。COPD 导致机体长期持续性缺氧，刺激骨髓造血功能

增强，继发性红细胞增多，血液黏稠度增高。反复感染、炎

症、缺氧、酸中毒均可导致肺血管内皮损伤，胶原组织暴

露，刺激血小板黏附聚集，使血液呈高凝状态，促使微血栓

形成[17]。活血化瘀等中药、中成药及中药复方汤剂能改善

AECOPD 患者的血液流变性和微循环，从而有助于肺的通气

和换气功能的改善。如活血化痰苗药“滇瓜散”可有效干预

AECOPD 血 栓 前 状 态 ， 其 机 制 可 能 是 下 调 TXB2、 FIB、
D-dimer 和 TNF-α水平，抑制和减轻炎症反应，从而干预

血栓前状态[18]。
5 评价与展望

医学研究者在对 AECOPD 的病因、病机、治法、临床与

实验研究等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总结了不少经验，结果显示

在西医常规治疗的基础上采用中医药治疗能提高临床疗效，并

且具有作用靶点多、作用层次多的特点。但仍然存在如下问

题：第一，目前的临床研究多为小样本，单个中心的临床观

察，研究可能存在严重的偏倚，因此结论难以获得广泛的认

可。第二，研究多局限于单方、验方的临床经验总结，鲜见进

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可重复性差，难以推广。第三，研究设计

不合理，包括病例选择与分层不清、对照不合理、评价指标不

合理或非公认标准，统计方法不恰当等，均影响了研究结论的

可信程度。第四，基础研究滞后，如对病因、病机、机理、证

型、疗效标准的研究均未形成统一的意见，均影响着文献报道

的可重复性和可比性。相信随着中医药研究的深入开展，新的

理论、新的方药将会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中医药必将在治疗

AECOPD 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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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鼻炎头痛学习班：重点讲解为什么鼻炎、鼻窦炎、过敏性鼻炎不在鼻部肺部治疗能快速神奇治愈。顽固性正偏头痛、
头晕、三叉神经痛、牙痛、口腔溃疡，结膜炎，失眠神经衰弱，不在头部治疗的新理论和快速治愈方法。二、颈肩腰腿痛学习

班：重点讲解为什么腰痛不治腰，腿疼不治腿，足跟痛不治脚，肩周炎有真假，骨质增生能软化，治股骨头坏死与膝关节炎取

穴一样等关节软组织疼痛的新理论和快速治愈方法。三、内科病学习班：讲解 2 型糖尿病，胃病.结肠炎.冠心病.胆囊炎.小儿腹

泻.厌食同治一个病根新理论。四、男科妇科病学习班：讲解男女乳腺增生。痛经.前列腺炎.阳萎，早泄，慢性肾炎.同治一个病

根的外治新理论。五、皮肤病科：讲解点耳穴，根治青春痘，湿疹，皮炎，各种癣疣等皮肤病的外治方法。六、快速查病诊断

班：患者无需开口，看一眼患者的双腿便知道患者的病根在哪里，超前诊断患者现在或将来易患什么病。让患者心服口服，是

大夫接诊快速准确诊断不可少的绝招技术。七、特效针法学习班：一秒钟埋线法治疗各种慢性疑难病。泻血法，六针法、X 针

法、穿针法一次性治疗肱骨外上髁炎，急性腰扭伤，牙痛，尾骨痛，足跟痛，踝关节扭伤，棘上韧带损伤等症收效神速，大多

患者入针即效，拔针即愈。以上各科明确全身慢性疑难病原发病因和继发病症的鉴别诊断治疗，本疗法防治结合治未病，可作

为大夫本人即家庭治疗保健康复之首选。本校为学员可代为办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颁发的全国通用高级按摩师证书，中医康

复保健证书，高级针灸师证书，网上可查，凭证可开业。每月 1 号，15 号开班。本疗法把疑难病的诊断治疗简单化。有无医

学基础 7～10 天即可学会，学校有实习门诊，患者很多，不熟练可多学几天，学会为止。七个科学费 5000 元。地址：河北省

石家庄市健康路省第四人民医院西 200 米，石家庄内病外治新疗法培训学校，联系人：王卫平。手机 13930962015。详情登陆

www.nbwzxlf.com，农行卡号：6228481250018026419，邮政账号：601331001200114327，乘车路线：石家庄火车站乘 131 路

省四院下西行 200 米即到或石家庄北站乘 5 路省四院下西行 200 米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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