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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

明溪１，２，吴力群３，王紫薇２，王博２，郑佳琳１，２，霍婧伟３，韩梅４，冯晓纯５，张葆青６，赵霞７，王孟清８，
薛征９，常克１０，王有鹏１１，秦艳虹１２，袁斌７，陈华１３，王力宁１４，任献青１５，许华１６，孙丽平５，吴振起１７，
赵鋆１８，李新民１９，李敏２０，陈健２１，王俊宏２２，姜永红２３，闫永彬１５，高恒妙２４，付红敏２５，黄永坤２６，杨
景晖２７，陈竹２８，熊磊１

（１．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２１；２． 云南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５００；３． 北京中医

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４． 北京中医药大学循证医学中心，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５． 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１；６．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０１１；７．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９；８． 湖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２１；９．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市中医医院，上海　 ２０００７１；１０． 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３２；１１．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黑龙江 哈尔滨 　 １５０００１；１２． 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山西 太原 　
０３００２４；１３． 浙江省中医院儿科，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０６；１４．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西 南宁　 ５３００２３；１５． 河南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０；１６．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４０５；１７． 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３３；１８．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上海 　 ２０１２０３；１９．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天津 　 ３００３８１；
２０．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７８；２１．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浙江 杭州　 ３１００１８；２２． 北京中医药

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　 １００７００；２３．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２４．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北京

　 １０００４５；２５． 昆明市儿童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１；２６． 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
２７．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儿科，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３２；２８．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３）

摘要： 遵循循证医学原则，按照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小儿慢性咳嗽的特点以及需要形成

共识的问题，基于德尔菲法和专家论证会、公开征求意见等步骤制定《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内容包括适用范围、术语

及定义、病因与诊断、辅助检查、治疗、预防与调护等内容。 旨在厘清中医药在诊治儿童慢性咳嗽的最佳治疗方案，为提高儿

童慢性咳嗽中医药临床诊疗水平给予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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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说明

中医药辨治儿童慢性咳嗽特色优势显著，已受

到广泛认可。 经检索，目前未见该病中医诊疗指南，
这促使我们尽快推进《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

南》的制定工作。 本项目经中华中医药学会立项

（编号：２０２１０９０９ －ＢＺ－ＣＡＣＭ），由云南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共同牵头，
在项目专家指导组的指导下，《儿童慢性咳嗽中医

诊疗指南》项目工作组负责实施。
１．１　 临床问题的确定

在项目实施前期通过专家访谈和调研，根据 ＰＩ⁃
ＣＯ 原则列出指南相关临床问题，采用腾讯会议的形

式，线上召开了 ２ 轮《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
专家论证会，最终确定 ７ 个临床问题。 参会专家有：
马融、丁樱、汪受传、刘建平、常克、陈华、冯晓纯、付
红敏、高恒妙、韩梅、李敏、李新民、秦艳虹、任献青、
孙丽平、王孟清、王雪峰、王有鹏、王素梅、王俊宏、吴
振起、许华、薛征、虞坚尔、袁斌、张葆青、赵霞、赵鋆、
熊磊、吴力群、明溪等。
１．２　 临床证据的检索及筛选

１．２．１　 证据检索　 基于临床问题，在循证医学专家

指导下确定检索策略，采用计算机检索结合手工检

索相关数据库，共搜集到相关文献 ２ ４２０ 篇。 中文

文献检索以“儿童、儿科”“久咳、顽咳、慢性咳嗽、咳
嗽变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胃食管反流性咳

嗽”“中医、中药、中西医结合” “随机、随机对照”等

为检索词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英文

文献以“ ｃｈｉｌｄ、ｐｅｄｉａｔｒｉｃｓ” “ ｃｏｕｇｈ ｖａｒｉａｎｔ ａｓｔｈｍａ、ｕｐ⁃
ｐｅｒ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ｕｇ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ｔｅｒｉａ ｍｅｄｉｃａ、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等为检索词，检索 Ｗｅｂ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ｕｂＭｅ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 ＣＢＭ）
等数据库。 检索年限均为建库至 ２０２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２　 文献评价 　 随机临床试验结合 Ｃｏｃｈｒａｎｅ 偏

倚风险评价工具进行评价，采用改良 Ｊａｄａｄ 量表评

分。 非随机临床试验的评价采用 ＭＩＮＯＲＳ 条目评

分。 针对单个文献，采用 ＲＯＢ 量表进行评价。
１．２．３　 证据提取、综合及评价分级　 经文献筛选得

出频次较高的干预措施，分别进行 ｍｅｔａ 分析，同时

综合评价证据的安全性、有效性、经济性及可行性等

因素后进行证据汇总。 本指南的证据评价采用

ＧＲＡＤＥ 系统，分为 Ａ、Ｂ、Ｃ、Ｄ 四级，分别对应高、
中、低、极低级证据；对不适用于 ＧＲＡＤＥ 评价方法

且已有指南推荐的证据，采用中医药证据分级方

法［１］评价，分为Ⅰ、Ⅱ、Ⅲ、Ⅳ、Ⅴ级，证据等级以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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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最高，并依次递减。
１．３　 专家问卷调查

本指南推荐意见的形成采用专家问卷调查法，
专家问卷调查采用德尔菲法（ Ｄｅｌｐｈｉ 法） 分 ２ 轮进

行，通过对来自全国 １７ 个省份包括 ２５ 位中西医权

威呼吸科、循证医学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并形成本指

南推荐意见。 参与问卷专家有：马融、丁樱、汪受传、
虞坚尔、王雪峰、高恒妙、付红敏、张葆青、李新民、冯
晓纯、赵霞、秦艳虹、薛征、王孟清、闫永彬、任献青、
王有鹏、陈华、王俊宏、许华、袁斌、王素梅、朱春梅、
刘建平、韩梅 ２５ 位专家。 第 １ 轮发放问卷 ２５ 份，回
收 ２５ 份；第 ２ 轮发放问卷 ２５ 份，回收 ２４ 份。
１．４　 起草和评审

工作组根据专家问卷结果撰写《儿童慢性咳嗽

中医诊疗指南》草案，发送给全国 ３４ 名包括中医儿

科、中西医结合儿科、西医儿科、医学文献研究、循证

医学以及标准化领域的组内及组外专家进行充分的

意见征询，按照循证原则对收到的反馈意见进行汇

总和处理，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交专家指导组进行

审核。 同时向起草组外行业内专家发送征求意见

稿，对回函意见进行汇总处理，再次修订草案并形成

《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
１．５　 推广和更新

本文件发布后，将通过指南发布会、应用推广培

训班、继续教育学习班、学术会议、学术期刊等多种

途径宣传、贯彻、实施及推广应用。
本文件拟定期更新。 工作组将通过文献研究和

专家研讨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更新。
资助单位的观点或利益不会影响最终推荐建议

的形成。 参与本文件开发小组的所有成员声明：他
们与其他任何组织或个人无利益冲突。
２　 适用范围

本指南提出了儿童慢性咳嗽的定义、病因与诊

断、辅助检查、中医治疗、预防与调护。
本指南的应用目标人群为 １８ 周岁以下被确诊

为慢性咳嗽的患者。 本指南适用于各等级医院中医

专业、中西医结合专业、儿科专业及小儿呼吸内科专

业的临床执业医师，相关护理人员和药师也可参考。
３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

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标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

用于本文件。
《中国药典》（２０２０ 版） ［２］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

编码［ＩＣＤ－１０］》 ［３］ ；《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ＩＣＤ－
１１］》 ［４］ ；ＧＢ ／ Ｔ １６７５１．１—２０２３《中医临床诊疗术语

第 １ 部分：疾病》 ［５］ ；ＧＢ ／ Ｔ １６７５１．２—２０２１《中医临

床诊疗术语第 ２ 部分：证候》 ［６］ ； ＧＢ ／ Ｔ １６７５１． ３—
２０２１《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第 ３ 部分：治法》 ［７］ 。
４　 术语及定义

４．１　 术语

咳嗽：ＩＣＤ－１１ 编码为 ＭＤ１２［４］ ；慢性咳嗽：ＩＣＤ－
１１ 编码为 Ｒ０５．ｘ００ｙ００４［４］ 。
４．２　 定义

儿童慢性咳嗽是指以咳嗽为主要或唯一的临床

表现，症状持续 ４ 周以上、胸部 Ｘ 线片未见明显异

常的一类疾病。 儿童慢性咳嗽主要病因为：咳嗽变

异性哮喘、上气道咳嗽综合征、（呼吸道）感染后咳

嗽、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心因性咳嗽、非哮喘性嗜酸

粒细胞性支气管炎、过敏性（变应性）咳嗽、多病因

的慢性咳嗽［８］ 。
中医学无慢性咳嗽的病名，因其病程较长，可归

属中医学“久咳”“久嗽”“顽咳”等范畴［８－９］ 。
５　 病因与诊断

５．１　 儿童慢性咳嗽诊断标准［８－１０］

①以咳嗽为主要临床症状；②咳嗽症状持续＞４
周；③Ｘ 线摄片或透视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或肺纹理

增粗。
５．２　 病因诊断［８－１０］

５．２．１　 咳嗽变异性哮喘　 ①持续咳嗽＞４ 周，通常为

干咳，常在夜间和（或）清晨发作，运动、遇冷空气后

咳嗽加重，临床无感染征象或经过较长时间抗菌药

物治疗无效；②支气管扩张剂诊断性治疗可使咳嗽

症状明显缓解；③肺通气功能正常，支气管激发试验

提示气道高反应性；④有过敏性疾病病史或家族过

敏史，过敏原检测阳性可辅助诊断；⑤除外其他原因

引起的慢性咳嗽。
５．２．２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①持续咳嗽＞４ 周，伴有

白色泡沫痰或黄绿色脓痰，咳嗽以晨起或体位变化

时为甚，伴有鼻塞、流涕、咽干并有异物感和反复清

咽等症状；②咽后壁滤泡明显增生，有时可见鹅卵石

样改变，或见黏液样或脓性分泌物附着；③抗组胺

药、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和鼻用糖皮质激素对过敏性

鼻炎引起的慢性咳嗽有效；④鼻咽喉镜检查或头颈

部侧位片、鼻窦 Ｘ 线片可有助于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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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呼吸道）感染后咳嗽 　 ①近期有明确的呼

吸道感染史；②咳嗽持续＞４ 周，呈刺激性干咳或伴

少量白色黏痰；③胸部 Ｘ 线片检查无异常或仅显示

双肺纹理增多；④肺通气功能正常，或呈现一过性气

道高反应；⑤咳嗽通常具有自限性，如果咳嗽时间超

过 ８ 周，应考虑其他诊断；⑥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

性咳嗽。
５．２．４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①阵发性咳嗽最好发

的时相在夜间；②咳嗽可在进食后加剧；③２４ ｈ 食

管下端 ｐＨ 监测呈阳性；④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

性咳嗽。
５．２．５　 心因性咳嗽　 ①年长儿多见；②日间咳嗽为

主，专注于某件事情或夜间休息时咳嗽消失，可呈雁

鸣样高调的咳嗽；③常伴有焦虑症状，但不伴有器质

性疾病；④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
５．２．６　 非哮喘性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①刺激

性咳嗽持续＞４ 周；②胸部 Ｘ 线片正常；③肺通气功

能正常，且无气道高反应性；④痰液中嗜酸性粒细胞

百分比＞３％；⑤支气管舒张剂治疗无效，口服或吸入

糖皮质激素治疗有效；⑥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

咳嗽。
５．２．７　 过敏性（变应性）咳嗽　 ①咳嗽持续＞４ 周，
呈刺激性干咳；②肺通气功能正常，支气管激发试验

阴性；③咳嗽感受器敏感性增高；④有其他过敏性疾

病病史，变应原皮试阳性，血清总 ＩｇＥ 和（或） 特异

性 ＩｇＥ 升高；⑤除外其他原因引起的慢性咳嗽。
５．２．８　 多病因的慢性咳嗽 　 要注意儿童慢性咳嗽

病因的复杂性和可变性，有些病因彼此间是有重叠

的。
６　 辅助检查［８－１０］

若初步诊断为以下病因时，可选择相关推荐检

查。
６．１　 咳嗽变异性哮喘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胸部 ＣＴ、支
气管舒张试验、过敏原检测、支气管激发试验、呼出

气一氧化氮（ＦｅＮＯ）测定、皮肤点刺试验。
６．２　 上气道咳嗽综合征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鼻窦 Ｘ 线

片、鼻咽镜、过敏原检测、 ＦｅＮＯ 测定、头颈部侧位

片。
６．３　 （呼吸道）感染后咳嗽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特异性抗体

检测、痰培养、支气管舒张试验、过敏原检测、ＦｅＮＯ

测定。
６．４　 胃食管反流性咳嗽

血常规、胸部 Ｘ 线片、２４ ｈ 食管下端 ｐＨ 监测、
咽喉反流监测（条件允许时进行）、唾液胃淀粉酶监

测（条件允许时进行）。
６．５　 心因性咳嗽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过敏原检

测、儿少心理健康量表（ ＭＨＳ －ＣＡ）、儿童焦虑性情

绪障碍筛查表（ ＳＣＡＲＥＤ）、儿童抑郁障碍自评量表

（ＤＳＲＳ）。
６．６　 非哮喘性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过敏原检

测、ＦｅＮＯ 测定、痰嗜酸性粒细胞检测、诱导痰或支

气管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查和病原微生物分离培养

（条件允许时进行）。
６．７　 过敏性（变应性）咳嗽

血常规、肺功能检查、胸部 Ｘ 线片、过敏原检

测、特异性抗体检测、皮肤点刺试验、支气管激发试

验、ＦｅＮＯ 测定、咳嗽感受器敏感性检测。
除上述检查外，必要时可行结核、肺炎支原体、

百日咳等相关排他检查。
７　 治疗

７．１　 内治疗法

（１）推荐意见 １
证型：风伏肺络证。
证候表现：久咳，早晚咳嗽明显，遇冷空气或活

动后加重，以干咳为主，痰少，鼻塞，流涕，喷嚏，清
嗓，舌质淡红，苔薄白，脉浮数或指纹紫而表浅。 过

敏体质，多有过敏性疾病家族史。
治法：疏风散邪，宣肺止咳。
主方 １： 三拗汤 （《 太平惠民和剂局方》） 加

味［１１－１９］ 。 （证据质量分级：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蜜麻黄 ２ ～ ６ ｇ，杏仁 ５ ～

１０ ｇ，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炙款冬花 ５ ～ １０ ｇ，蜜枇杷叶

６ ～ １０ ｇ，桔梗 ３ ～ ６ ｇ，前胡 ３ ～ １０ ｇ，蜜百部 ３ ～ ９ ｇ，荆
芥 ５ ～ １０ ｇ，防风 ５ ～ １０ ｇ，辛夷（包煎）３ ～ １０ ｇ、炒苍

耳子 ３ ～ ６ ｇ，甘草 ２ ～ ６ ｇ。
加减：痰盛，加葶苈子、冬瓜仁；痉咳明显，加全

蝎、地龙；胸闷胁满、脘腹胀痛，加炒枳壳、厚朴；咽喉

肿痛，加射干、玄参。
主方 ２：止嗽散（《医学心悟》）加味［２０－２５］ 。 （证

据质量分级：Ｃ）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紫菀 ５ ～ １０ ｇ，蜜百部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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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ｇ，白前 ３ ～ １０ ｇ，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地骨皮 ９ ～ １５ ｇ，桔
梗 ３ ～ ６ ｇ，荆芥 ５ ～ １０ ｇ，蝉蜕 ３ ～ ６ ｇ，陈皮 ３ ～ １０ ｇ，甘
草 ２ ～ ６ ｇ。

加减：恶寒、流清涕，加防风、白芷；恶风身热，加
金银花、连翘；咽干咽痒，加北沙参、麦冬、天花粉；痰
多，加葶苈子、瓜蒌皮；痰多伴喘促，加蜜麻黄、细辛、
厚朴。

（２）推荐意见 ２
证型：痰湿蕴肺证。
证候表现：久咳，咳声重浊，痰多色白而稀，喉间

痰鸣，神疲肢倦，胸闷纳呆，口不渴，大便溏薄，舌质

淡，苔白腻，脉滑或指纹紫滞。
治法：燥湿化痰，肃肺止咳。
主方 １：射干麻黄汤（《金匮要略》）加味［２６－３８］ 。

（证据质量分级：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蜜麻黄 ２ ～ ６ ｇ，射干 ３ ～

１０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紫菀 ５ ～ １０ ｇ，炙款冬花 ５ ～ １０ ｇ，
白果 ５ ～ １０ ｇ，葶苈子（包煎）３ ～ １０ ｇ、茯苓 ６ ～ １５ ｇ，
化橘红 ３ ～ ６ ｇ，细辛 １ ～ ３ ｇ，五味子 ２ ～ ６ ｇ。

加减： 湿盛，加苍术、薏苡仁；咳甚，加前胡、蜜
百部。

主方 ２：二陈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合三子

养亲汤（《韩氏医通》）加味［９，３９］ 。 （证据质量分级：
Ⅳ级）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陈皮 ３ ～ １０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茯苓 ６ ～ １５ ｇ，紫苏子 ３ ～ １０ ｇ，莱菔子 ５ ～ １２ ｇ，蜜
麻黄 ２ ～ ６ ｇ，杏仁 ５ ～ １０ ｇ，葶苈子（包煎）３ ～ １０ ｇ、瓜
蒌皮 ６ ～ １０ ｇ，薏苡仁 ９ ～ １５ ｇ，车前子（包煎） ９ ～
１５ ｇ。

加减：胸闷不适，咳痰不爽，加炒枳壳、桔梗；痰
白清稀，舌苔白滑，加细辛、前胡；纳呆，加六神曲、山
楂。

（３）推荐意见 ３
证型：外寒内饮证。
证候表现：久咳，咳声重浊，痰多色白清稀，喉间

痰鸣，神疲肢倦，胸闷纳呆，兼恶寒无汗，或头痛，口
不渴，舌质淡，苔薄白，脉滑或指纹紫滞。

治法：解表散寒，温肺化饮。
主方：小青龙汤（《伤寒论》）加味［４０－５１］ 。 （证据

质量分级：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蜜麻黄 ２ ～ ６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桂枝 ３ ～ １０ ｇ，杏仁 ５ ～ １０ ｇ，紫菀 ５ ～ １０ ｇ，蜜
百部 ３ ～ ９ ｇ，五味子 ２ ～ ６ ｇ，芥子 ３ ～ ９ ｇ，细辛 １ ～ ３ ｇ，

白芍 ６ ～ １５ ｇ，干姜 ３ ～ １０ ｇ。
加减：咳嗽频剧，加僵蚕、地龙；食欲不振，兼便

溏乏力者，加六神曲、仙鹤草；恶寒甚，加桂枝用量；
咽痒，加桔梗、蝉蜕。

（４）推荐意见 ４
证型：痰热蕴肺证。
证候表现：久咳痰多，痰稠色黄难咯，甚则喉间

痰鸣，发热口渴，烦躁不宁，尿少色黄，大便干结，舌
质红，苔黄腻，脉滑数或指纹紫。

治法：清肺化痰，肃肺止咳。
主方 １：清金化痰汤（《医学统旨》） 加味［９，３９］ 。

（证据质量分级：Ⅳ级）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杏仁 ５ ～

１０ ｇ，黄芩 ３ ～ １０ ｇ，栀子 ６ ～ １０ ｇ，知母 ６ ～ １０ ｇ，瓜蒌

子 ９ ～ １５ ｇ，浙贝母 ５ ～ １０ ｇ，竹茹 ５ ～ １０ ｇ，化橘红 ３ ～
６ ｇ，茯苓 ６ ～ １５ ｇ，桔梗 ３ ～ ６ ｇ，麦冬 ６ ～ １２ ｇ，丝瓜络

５ ～ １２ ｇ。
加减：痰多色黄甚，加葶苈子、鱼腥草；咳重，胸

胁疼痛，加瓜蒌皮、炒枳壳；心烦口渴，加芦根、淡竹

叶；大便秘结，加虎杖、火麻仁。
主方 ２：定喘汤 （《 摄生众妙方》） 加味［５２－５９］ 。

（证据质量分级：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蜜麻黄 ２ ～ ６ ｇ，杏仁 ５ ～

１０ ｇ，白果 ５ ～ １０ ｇ，炙款冬花 ５ ～ １０ ｇ，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紫苏子 ３ ～ １０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黄芩 ３ ～ １０ ｇ，浙
贝母 ５ ～ １０ ｇ，地龙 ５ ～ １０ ｇ，辛夷（包煎）３ ～ １０ ｇ。

加减： 发热口渴烦躁，加知母、石膏、天花粉；咳
盛痰多，加葶苈子、冬瓜仁、薏苡仁；咽喉肿痛，加板

蓝根、射干；食欲差，舌苔厚腻，加鸡内金、焦山楂、焦
神曲、焦麦芽、莱菔子。

中成药：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６０－６２］ 。 （证据质

量分级：Ｃ）
经济性：属《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２０２１ 年）》乙类。
用法用量：口服（规格：每支 １０ ｍＬ）。 １ ～ ３ 岁：１

次 １ 支，每日 ３ 次；４ ～ ７ 岁：１ 次 １ 支，每日 ４ 次；８ ～
１２ 岁 １ 次 ２ 支，每日 ３ 次。 １ ～ ２ 周为 １ 疗程［２］ 。

（５）推荐意见 ５
证型：肝火犯肺证。
证候表现：咳嗽日久不愈，咯吐黄痰，晨起及夜

间明显，咽痒阵咳，情志变化时咳甚，烦躁易怒，胸胁

胀痛，夜卧不安，口苦，咽干，舌质红，苔少，脉弦细或

指纹紫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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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清肝泻肺，润肺止咳。
主方 １：泻青丸（《小儿药证直诀》） 合泻白散

（《小儿药证直诀》） 加味［９，６３－６６］ 。 （证据质量分级：
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地骨皮

９ ～ １５ ｇ，当归 ６ ～ １２ ｇ，龙胆草 ６ ～ ９ ｇ，川芎 ３ ～ １０ ｇ，
炒枳壳 ３ ～ １０ ｇ，炒刺蒺藜 ６ ～ １０ ｇ，制远志 ３ ～ １０ ｇ，
栀子 ６ ～ １０ ｇ，羌活 ３ ～ １０ ｇ，防风 ５ ～ １０ ｇ，大黄（后

下）３ ～ １０ ｇ。
加减：肝火甚，加夏枯草、栀子；肺热甚，加黄芩、

生石膏；肺阴虚甚，加北沙参、麦冬。
主方 ２：黛蛤散（《卫生鸿宝》）合泻白散（《小儿

药证直诀》）加味［９，３９］ 。 （证据质量分级：Ⅳ级）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蛤壳（先煎） ６ ～ １５ ｇ、青

黛（包煎）１ ～ ３ ｇ、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地骨皮 ９ ～ １５ ｇ，黄
芩 ３ ～ １０ ｇ，蜜百部 ３ ～ ９ ｇ，夏枯草 ９ ～ １５ ｇ，郁金 ３ ～
１０ ｇ，乌梅 ６ ～ １２ ｇ。

加减：火热较盛，咳嗽频作，痰黄，加浙贝母、竹
茹、瓜蒌皮；咽燥口干，加北沙参、天花粉。

（６）推荐意见 ６
证型：食火犯肺证。
证候表现：咳嗽迁延，咯黄痰，恶心呕吐，口有异

味，脘腹饱胀，手足心热，大便干，小便黄，舌质红，苔
白厚或黄垢腻，脉滑数。

治法：消食导滞，化痰止咳。
主方：保和丸（《丹溪心法》） 合二陈汤（《太平

惠民和剂局方》）加味［９，３９］ 。 （证据质量分级：Ⅳ级）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山楂 ９ ～ １２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六神曲 ９ ～ １５ ｇ，莱菔子 ５ ～ １２ ｇ，葶苈子（包煎）
３ ～ １０ ｇ、桔梗 ３ ～ ６ ｇ，黄芩 ３ ～ １０ ｇ，茯苓 ６ ～ １５ ｇ，陈
皮 ３ ～ １０ ｇ，连翘 ６ ～ １５ ｇ，滑石（先煎）１０ ～ ２０ ｇ、焦槟

榔 ３ ～ １０ ｇ。
加减：食积化热，加胡黄连、栀子；呕吐，苔厚腻，

加藿香、竹茹；腹满腹痛，加厚朴、木香、炒枳壳。
中成药：小儿消积止咳口服液［６７－７０］ 。 （证据质

量分级：Ｂ）
经济性：属《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

育保险药品目录（２０２１ 年）》甲类。
用法用量：口服（规格：每支 １０ ｍＬ）。 １ 岁以内

１ 次 １ ／ ２ 支，每日 ３ 次；１ ～ ２ 岁 １ 次 １ 支，每日 ３ 次；
３ ～ ４ 岁 １ 次 １．５ 支，每日 ３ 次；５ 岁以上 １ 次 ２ 支，每
日 ３ 次。 ５ ｄ 为 １ 疗程［５８］ 。

（７）推荐意见 ７

证型：肺脾气虚证。
证候表现：咳嗽日久，咳声无力，骤感风寒，咳嗽

加重，鼻塞不通，畏风畏寒，痰白清稀，面白神疲，气
短懒言，自汗恶风，反复感冒，纳少便溏，舌质淡，苔
白，脉沉细，指纹淡。

治法：健脾益气，补肺固表。
主方：玉屏风散（《丹溪心法》）加味［７１－７６］ 。 （证

据质量分级：Ｂ）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防风 ５ ～ １０ ｇ，黄芪 ６ ～

１５ ｇ，白术 ６ ～ １２ ｇ，白芍 ６ ～ １５ ｇ，法半夏 ３ ～ ９ ｇ，陈皮

３ ～ １０ ｇ，茯苓 ６ ～ １５ ｇ，仙鹤草 ６ ～ １２ ｇ，辛夷（包煎）
３ ～ １０ ｇ、蔓荆子 ５ ～ １０ ｇ，五味子 ２ ～ ６ ｇ。

加减：汗出多，加煅龙骨、煅牡蛎；痰多清稀，加
紫苏子、芥子；畏风畏寒，加桂枝、白芍；食少纳呆，加
山楂、六神曲。

（８）推荐意见 ８
证型：阴虚肺燥证。
证候表现：咳嗽日久，干咳无痰或痰少而黏，不

易咯出，或痰中带血，口渴咽干，喉痒，声音嘶哑，午
后潮热或手足心热，舌质红，少苔，脉细数或指纹淡

紫。
治法：养阴清热，润肺止咳。
主方 １：养阴清肺汤（《重楼玉钥》）加味［７７－７８］ 。

（证据质量分级：Ｃ）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生地黄 １０ ～ １５ ｇ，玄参

９ ～ １５ ｇ，麦冬 ６ ～ １２ ｇ，北沙参 ５ ～ １２ ｇ，蜜枇杷叶 ６ ～
１０ ｇ，浙贝母 ５ ～ １０ ｇ，牡丹皮 ６ ～ １２ ｇ，白芍 ６ ～ １５ ｇ，
薄荷（后下）３ ～ ６ ｇ、炒枳壳 ３ ～ １０ ｇ，木蝴蝶 １ ～ ３ ｇ，
白茅根 ９ ～ ２０ ｇ。

加减：头痛明显，加白芷、蔓荆子；咽痛、咽痒，加
射干、桔梗、蝉蜕；

主方 ２：沙参麦冬汤（《温病条辨》） 加味［９，３９］ 。
（证据质量分级：Ⅳ级）

常用药物及推荐剂量：北沙参 ５ ～ １２ ｇ，玉竹 ６ ～
１０ ｇ，桑白皮 ６ ～ １０ ｇ，桔梗 ３ ～ ６ ｇ，蜜百部 ３ ～ ９ ｇ，麦
冬 ６ ～ １２ ｇ，扁豆 ９ ～ １５ ｇ，天花粉 １０ ～ １５ ｇ，射干 ３ ～
１０ ｇ，石斛 ６ ～ １２ ｇ。

加减：久咳无痰，加五味子、乌梅；咳嗽重，加紫

菀、浙贝母；咽干音哑，加木蝴蝶，玄参；低热，加银柴

胡、白薇。
７．２　 外治疗法

（１）推荐意见 １
疗法：小儿推拿［７９－８５］ 。 （证据质量分级：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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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穴及方法：调肺运脾法：补脾经 ２００ 次，补肺

经 ２００ 次，运内八卦 ２００ 次，推小横纹 ２００ 次，清天

河水 ２００ 次， 推膻中 １００ 次， 按揉丰隆、 足三里

２ ｍｉｎ，点揉风门、肺俞２ ｍｉｎ，分推肩胛骨 ２００ 次，捏
脊 ５ 遍；推拿每次 １５ ～ ２０ ｍｉｎ，每日 １ 次，每周 ５ 次。
１ ～ ２ 周为 １ 疗程。

对应证型：肺脾气虚证。
（２）推荐意见 ２
疗法：穴位贴敷。
推荐药物：白芥子、细辛、甘遂、桃仁等（白芥子

散《张氏医通》加减）。
方法 １：降气止咳法［８６－８９］ 。 （证据质量分级：Ｃ）
取穴及方法：风门、大椎、肺俞、定喘、天突、膻

中、膈俞、心俞。 每次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如患儿有明显不

适或哭闹、抓挠等情况，嘱监护人及时取下。 每日 １
次，２ 周为 １ 疗程。

对应证型：风伏肺络证。
方法 ２：补泻兼施法［９０－９５］ 。 （证据质量分级：Ｃ）
取穴及方法：肺俞、脾俞、肾俞、天突、定喘、膏

肓、足三里。 每次 １５ ～ ３０ ｍｉｎ。 如患儿有明显不适

或哭闹、抓挠等情况，嘱监护人及时取下。 每日 １
次，２ 周为 １ 疗程。

对应证型：肺脾气虚证。
（３）推荐意见 ３
疗法：耳穴压豆［９６－１００］ 。 （证据质量分级：Ｃ）
取穴及方法：可取神门、交感、风溪、肺、平喘、支

气管、肾上腺、内分泌等穴，每次可选 ２ ～ ３ 穴，以王

不留行贴压耳穴，每日自行揉按 １ ～ ２ 次，每 ３ 日更

换 １ 次，１ ～ ２ 周为 １ 疗程。
对应证型：肺脾气虚证。

８　 预防与调护［９，１０１］

（１）起居调护：慎起居，避寒暑，顺应四时变化，
做好防寒保暖工作；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温湿度适

中，适当增加户外活动，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体质；避
免接触各类过敏原，如尘螨、花粉、烟雾等。

（２）饮食调护：宜食用清淡、营养、易消化饮食，
多饮水；避免进食生冷、辛辣、肥甘厚味、具有刺激性

的食物及海鲜发物。
（３）情志调护：加强对患儿及家长的心理疏导，

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使其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

激动及咽喉部刺激因素，如过多哭闹，大叫。
（４）体质调摄：及早识别患儿体质禀赋，根据患

儿体质进行药物、饮食、环境等调理。

（５）健康宣教：开展健康教育活动，对家长进行

必要的饮食指导，积极预防患儿疾病的发生和病情

的进展。
（６）不适随诊：注意用药后的病机转归变化，若

病情变化时嘱患儿及时复诊，辨证更方。
《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指南起草组

（按姓氏首字母排序）常克、陈健、陈华、陈竹、
冯晓纯、付红敏、高恒妙、韩梅、霍婧伟、黄永坤、姜永

红、李敏、李新民、明溪、秦艳虹、任献青、孙丽平、吴

力群、王孟清、王力宁、王有鹏、王俊宏、吴振起、熊

磊、许华、薛征、袁斌、闫永彬、杨景晖、张葆青、赵霞、
赵鋆。 秘书：王紫薇、王博、郑佳琳。
《儿童慢性咳嗽中医诊疗指南》专家指导组

丁樱、汪受传、马融、虞坚尔、王素梅、王雪峰、刘
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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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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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于长虹． 研究分析小青龙汤辨证加减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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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柴娜娜， 杨羚， 魏娜． 中西医结合治疗小儿咳嗽变异型哮喘的
效果分析［Ｊ］ ． 河南医学研究， ２０１５， ２４（１２）：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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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臧淑伟， 李晓艳， 张世阳． 小青龙汤加减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
哮喘 ３２ 例疗效观察［Ｊ］ ． 国医论坛， ２０２０， ３５（２）： 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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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 万军， 于宙， 孙梦甜， 等． 小青龙汤加减治疗外寒内饮型儿童
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观察［ Ｊ］ ． 中国中西医结合儿科学，
２０２１， １３（２）： １７７－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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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 张晓荣． 小青龙汤加减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风寒袭肺型儿童
咳嗽变异性哮喘的临床观察［Ｊ］ ． 中国民间疗法， ２０２２，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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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谷宽， 梁秋雨， 王传军． 加味小青龙汤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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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程亚南， 黎晓武， 姜雨含． 新加小青龙汤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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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姚利锋， 丘颜昭， 沈红莲． 定喘方加减联合西药治疗儿童咳嗽
变异性哮喘的疗效及对肺功能、炎症因子的影响［ Ｊ］ ． 中医儿
科杂志， ２０２１， １７（３）： ６７－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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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李静洁． 定喘汤加减联合孟鲁司特钠治疗小儿咳嗽变异性哮
喘的临床研究［Ｄ］． 石家庄： 河北医科大学，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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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ｕｐｏｉｎｔ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Ｓａｃｈｅｔｓ ｏ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ｕｐｐｅｒ ａｉｒｗａｙ ｃｏｕｇｈ ｓｙｎｄｒｏｍｅ ｏｆ Ｗｉｎｄ－ｆｕ ｌｕｎｇ ｃｏｌｌａｔｅｒａｌ ｔｙｐ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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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例疗效观察［Ｊ］ ． 云南中医中药杂志， ２０１７， ３８（４）： ３５－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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