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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态反应性鼻炎（又称过敏性鼻炎），分为季节性和常
见性，后者多于前者，临床以突然反复发作性鼻塞口鼻痒口喷
嚏口鼻流清涕等症状为临床特征。 属中医学“鼻鼽”的范畴。
1    辨证治疗

1.1    扶正祛邪，化浊开窍 强建华治疗过敏性鼻炎 112例，
基本方药组成：玉屏风散加黄精 10g，、菟子 10g，辛荑 10g，
苍耳子 10g，蝉蝉 10g，荆芥 10g，泽泻 10g。 1个月为 1个疗
程，可连续服 6个月。 经 1～6个疗程治疗，结果痊愈 24例，好
转 77例，无效 11例，有效率为 90.2%[1]。 张兆湘等用扶正脱
敏汤（黄芪 30g，、乌、辛荑口、风口、白口党参口诃子、各 10g，
五味子 5g，细辛 3～5g）治疗过敏性鼻炎 53例，10d为 1个疗
程，连服 3～5个疗程。 用药 2～5个疗程后，35例近期治愈，11
例有效，7例无效[2]。 许容正采用托补祛风法治疗过敏性鼻炎
32例。基本方为：玉屏风散加桔梗 5 g，柴胡 10 g，炙甘草 5 g，
、芷 5 g，黄芩 3 g，蒲公英 15 g，蝉蝉 5 g，僵蚕 10 g，苍耳子
10 g。 结果痊愈 16例，好转 14例，无效 2例[3]。
1.2    补肺健脾,通利气机 孔令穆用参苓、白散加减治疗小
儿过敏性鼻炎 60例。 乃由古方苍耳散合玉屏风散加细辛组
成：党参口、白口苍耳子口辛夷各 10g，黄芪口山药各 15g，茯苓口
扁豆口苡仁各 12g，砂仁口、风各 6g，炙甘草 3g。 结果 44例痊
愈，14例显效，2例无效。 在 44痊愈者中，19例服药 1个疗
程，25例服药 2个疗程[4]。 董红霞等用补中益气汤加减治疗
过敏性鼻炎 60例，方为：黄芪 30 g，炒、白 15 g，陈皮 10 g，
柴胡 10 g，当归 10 g，党参 20 g，桂枝 6 g，、芍 10 g，辛夷 6 
g，细辛 3 g，地龙 10g。 1个月为 1个疗程，服药 1～2个疗程。
本组病人 44 例痊愈，占 73.3%；显效 12 例，占 20%；有效 4
例，占 6.7%：总有效率 100%[5]。 超强用古方玉屏风散（黄芪
30 g，、白 12 g，、风 10 g，5剂为 1个疗程，1～3个疗程）治
疗过敏性鼻炎 51例， 经治疗显效 37例， 有效 8例， 无效 6
例，总有效率 88%[6]。 尤艳等用温肺止流丹（党参口黄芪各 20 
g，甘草 6 g，细辛 3 g，荆芥口鱼脑石口辛夷花口苍耳子各 10 g，
桔梗 12 g，10d为 1个疗程，连续服用 3个疗程）治疗过敏性
鼻炎 42 例，临床治愈 20 例，显效 11 例，好转 7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0.5%[7]。

1.3    益气补肾，温阳散寒 徐轩等用鼻敏合剂（制附子口桂
枝各 6g，细辛 3g，黄芪口、白口、风口诃子、各 10g，辛夷 6g，
甘草 5g）治疗常年性过敏性鼻炎 50例，10d为 1个疗程。 50
例中显效 19例，有效 23例，无效 8例,总有效率为 84%[8]；李
三如等用益气补肾法治疗过敏性鼻炎 30例， 药用太子参 10 
g,黄芪 20 g，五味子 15g，益智仁 15 g，焦杜仲 10g，、桂 3g，
淫羊藿 15g，辛夷 10g，苍耳子 10g，、风 10g，蝉蜕 10g，、芷
10g，细辛 6 g。经治疗痊愈 21例，有效 7例，无效 2例[9]。林伟
霖用益肾苍耳散（熟附子 5g,桂枝口淫羊藿口、菟子口、苁蓉口
黄芪口、白口藿香口苍耳子口辛夷口桔梗各 10g，甘草 3g，每日 1
剂，15剂为 1个疗程）治疗过敏性鼻炎 50例，治愈 30例，有
效 18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 96%[10]。
1.4    祛风脱敏、益气固本 胡兴明用益气通窍脱敏汤治疗过
敏性鼻炎 50例，基本方：玉屏风散加苍耳子 20g口半夏 10g口
、芷 10g口赤芍 12g口柴胡 10g口蜂房 10g口、乌 10g口蝉蜕 10g口
灸甘草 6g。 20d 1个疗程。治愈 30例，好转 18例，无效 2例，
总有效 48例，占 96.0%[11]。 赵辉等用益气脱敏煎（玉屏风散
加党参 20 g口柴胡口、乌口、芷口苍耳子各 10 g口升麻口辛夷口甘
草各 6 g）治疗过敏性鼻炎 69例，痊愈 55例，好转 11例，无
效 3例，总有效率 95.6%[12]。曾宏用玉屏苍耳子散治疗过敏性
鼻炎 60例，药物组成：玉屏风散加藿香口薄荷各 12g，苍耳子口
辛夷各 15g，甘草 3 g 。 10 d为 1个疗程。 经过 1~2个疗程的
治疗，有 35 例治愈，好转 22 例，无效 3 例，治愈好转率为
95%[13]。 郑斌用桂枝脱敏汤（桂枝口、芍口红枣口生姜口、白口、
风口辛夷花各 15g,蝉蜕口苍耳子各 10g,生黄芪 30g,炙甘草
5g）治疗过敏性鼻炎 100例，全部病例均连续治疗，1周为 1
个疗程，一般治疗 1～4个疗程；结果痊愈 30例，显效 62例，
好转 8例，总有效率 100%[14]。
2    针灸敷贴法

常虹等用耳尖放血合耳穴压丸治疗过敏性鼻炎 38例，
取穴：主穴耳尖口内鼻口风溪口肺口肾上腺；配穴：内分泌口对屏
尖口交感口神门口咽喉口、口眼。用三棱针在耳尖部点刺放血 2～3
滴，稍候以消毒棉球压迫止血。 每 3天治疗 1次，两耳交替使
用。 余穴采用磁珠贴压法，3d换贴 1次，5次为 1个疗程，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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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间隔 3d。 全组经治疗 2～3个疗程后治愈 6例，显效 18例，
有效 12例，无效 2例，总有效率为 95%[15]。 赵强用中药敷脐
治疗过敏性鼻炎 30例，将白芥子、元胡、细辛、辛夷、苍耳子、
肉桂各等量研成细粉混合， 用姜汁调制成圆饼敷贴于脐眼，
胶布固定，20h 后取下，每隔 10d敷贴 1次，3次为 1个疗程，
连治 3个疗程。 经治疗，痊愈 18例，临床症状明显减轻有 9
例，无效 3例[16]。 李素荷用穴位埋线治疗过敏性鼻炎、慢性鼻
炎 195例，选双侧肺俞、耳门穴，1%普努卡因穴位处麻醉后，
将 270号络制羊肠线（0.8～1㎝）装入 9号腰穿针前端内，在
局部下方向平刺入穴位，外敷无菌敷料，胶布固定 20h，10～10 
d 1次，复发者隔 3～6个月再作 1～2次；痊愈 80例，显效 59
例，好转 00例，无效 16例，总有效率 90.2%[15]。孙曙霞用针刺
配合刮痧治疗过敏性鼻炎 30例，取迎香、合谷、印堂、上星、
大椎、肺俞、肾俞穴，用 28号 1寸毫针分别刺入以上俞穴得
气后留针 20min，间隔 10min行针 1 次，起针后先在迎香穴
刮拭，再按印堂至上星到风府；背部自上而下刮拭，重点是大
椎、肺俞、肾俞穴，以皮肤潮红，皮下有痧点为度。 经治疗，痊
愈 23例，显效 2例，症状减轻 3例，无效 2例[18]。
34   综合治疗

张波将 88例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中药雾化组）50例,
对照组（药物组）38例。 治疗组方药：苍耳子、辛夷、白芷、薄
荷各 10g,细辛 3g，黄芪 30g，白术、防风各 15g。 超声雾化吸
入中药煎液治疗每次 30min，每日 2次，6d为 1个疗程。 对照
组： 口服息斯敏等。 治疗组有效率 90.00%， 对照组有效率
69.05%[19]。 成正元用中药喷雾治疗过敏鼻炎 130例，方用玉
屏风散加半夏 10g，五味子 5g，细辛 3g，苍耳子 5g，薄荷 3g，
白芷 10g，生甘草 10g等，将上药共研碎，纱布包好放在雾化
器中，煮沸 20min后利用中药蒸气直接喷雾 15～25min，结果
治愈 95例，明显好转 19例，好转 10例，总有效率 100%[20]。
叶志权用三联法治疗过敏性鼻炎 50例，即采用中药、药熏、
按摩为联合一体的综合疗法。 处方组成：桂枝 10g、白芍 10g、
大枣 5 枚、白术 15g、陈皮 5g、防风 15g、黄芪 15g、苍耳子
10g、辛荑花 10g、薄荷 5g（后下）。 药熏治疗：用上方药煎汤
后倒入器皿时，散发出大量蒸气,用鼻口吸入（注意不要烫
伤）。 每次持续 10～154min，药熏后，服汤剂。 按摩治疗：双手
鱼际摩擦发热,由鼻根至迎香、命门、肾俞、肺俞、脾俞，返往按
摩局部有热感，每日 2～3次。 50例中，26例痊愈，20例好转；
最短治疗时间 8d4，最长治疗时间 05d，平均治疗时间 16d；经
过 3个月观察,未见复发，总有效率 85.2%[21]。 张俭欣等使用
中药药物透入治疗过敏性鼻炎 80例， 将生黄芪 60g， 白术
20g，苍耳子 10g，辛夷 10g，白芍 10g，桔梗 10g，乌梅 10g，僵
蚕 5g，蝉蜕 5g，桂枝 5g，甘草 5g，水煎 20min后药液倒在放
好脱脂棉的极板 G6805治疗机通电透入； 极板放在迎香穴
上，每次透入 30～00min，1d41次，10次为 1个疗程。 经治疗，
痊愈 56例， 显效 16例， 有效 6例， 无效 2例， 总有效率
95.5%[22]。
04444讨论

现代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有以下优点：（1） 古方活用，
采用传统方剂玉屏风散加减对证治疗，即以扶正固本益气为

基础治疗过敏性鼻炎。（2）主要针对机体免疫力降低，采用
脱敏的方法提高机体免疫力和抗过敏作用，如益气通窍脱敏
汤、益气脱敏煎、桂枝脱敏汤。（3）利用中医外科“补托”的
方法治疗过敏性鼻炎，如许容正的托补祛风法，寓有“扶正达
邪”之意。（0）中医药与现代治疗手段的结合，以及各种治疗
方法的综合应用都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 现代中医在继承
和发扬传统中医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 但存在不足，如治疗方法过于复杂，治疗后复
发率高，减少并发鼻息肉或鼻窦炎，以及改善过敏体质方面
都有欠缺。 今后，应在探讨其作用规律，筛选出疗效理想、可
重复性方药等方面做更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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