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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流行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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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风热汤 （李寿山方）／０２８

清热祛烦汤 （于己百方）／０２９

　 第三章　长期咳嗽

止嗽化痰散 （张素元方）／０３１

清肺和胃饮 （马骏方）／０３２

生津润燥汤 （刘赤选方）／０３３

清肝肃肺汤加减 （杨白弗方）／０３４

止咳利咽散 （王生义方）／０３５

和解少阳汤加减 （张德喜方）／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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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风寒散 （高忠英方）／０４１

温肺降逆汤 （许鑫梅方）／０４２
温肺清热汤 （李永成方）／０４３

清咽利肺饮 （赵清理方）／０４４

养阴生津汤 （刘祖贻方）／０４５

　 第四章　慢性鼻炎

辛温通窍饮 （刘燕池方）／０４８
发散风寒汤 （汤益明方）／０４９
益肺疏风汤 （许增喜方）／０５０
通利鼻窍汤 （尹通方）／０５１
利湿通窍汤加味 （张镜人方）／０５２
散寒止涕汤 （张志坚方）／０５３
温阳固卫汤 （徐乃斌方）／０５４
散寒止痛汤 （陆志正方）／０５５
滋液润燥汤 （朱良春方）／０５７
辛温通窍汤 （张泽生方）／０５８

　 第五章　慢性咽炎

解毒利咽汤 （李玉奇方）／０５９
清热养阴汤 （刘星元方）／０６０
利咽止痛汤 （张子琳方）／０６１
利咽消肿饮 （刘绍勋方）／０６２
散结消炎汤 （张振中方）／０６３
化生阴津方 （姜春华方）／０６４
枳实消炎散 （王占玺方）／０６５
养阴生津汤 （张德超方）／０６６
泻火养阴汤 （刘惠民方）／０６７

　 第六章　肺炎

清肺养肺方 （余绍源方）／０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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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寒化饮汤加味 （沈英森方）／０７０

清解通腑汤 （徐志飞方）／０７１

宣肺开郁方 （赵希明方）／０７２

肺气郁闭汤 （何晓晖方）／０７３

止咳平喘汤 （邱健行方）／０７５

金银润肺汤 （于己百方）／０７６

定喘除痰散 （刘士俊方）／０７７
和解枢机汤 （潘万喜方）／０７９
芦根生脉汤 （李振华方）／０８１
宣肺化痰汤 （吕熙方）／０８２
鱼腥草清肺汤 （袁海波方）／０８４
生津止渴汤 （张学文方）／０８５
散结利咽散 （何任方）／０８６
宣肺散卫汤 （赵金方）／０８８

　 第七章　急性支气管炎

宣降肺气汤 （李建新方）／０９０
理气化痰汤 （徐迪华方）／０９１
石膏止嗽汤 （张士舜方）／０９２
清肺调降汤 （孙秉严方）／０９３

银花化痰汤 （张桂芝方）／０９４

贝母止咳汤 （杨利华方）／０９５

降气化痰汤 （陈伯咸方）／０９６

加味清泻肺热汤 （陈福如方）／０９７

　 第八章　慢性支气管炎

化痰定喘汤 （陈镜合方）／０９９

温阳散寒汤 （金洪元方）／１００

涤痰祛瘀汤 （冯振阳方）／１０１
温补阳气汤 （任宇雷方）／１０３

化痰解毒汤 （吴天来方）／１０４

清热除痰汤 （王正芳方）／１０５
降气化痰汤 （李克绍方）／１０６

温肺平喘汤 （钱伯飞方）／１０７

清疏养肝加减方 （张仲景方）／１０８

燥湿健脾汤 （聂惠民方）／１０９
痰毒郁结汤 （高辉远方）／１１０

鸭跖草平喘汤 （董建华方）／１１１

清肺郁热汤 （张启瑞方）／１１２
宣降肺气止咳汤 （孙瑞之方）／１１３

温肺散寒汤 （陈小瑞方）／１１４

祛痰宣肺煎 （景远大方）／１１５

平肝解痉散 （陈芝高方）／１１６

　 第九章　支气管扩张

润肺化痰汤 （谢昌仁方）／１１９

清肺止血汤 （王福仁方）／１２０

清肺宁络汤 （王秀英方）／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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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血摄血汤 （冯志荣方）／１２２

气郁化火饮 （崔文彬方）／１２４

活血宁络汤 （王国三方）／１２５

润肺止血汤 （唐尚友方）／１２６

补气滋阴汤 （黄健中方）／１２８

止血疗嗽汤 （吴一纯方）／１２８

滋肾降火汤 （刘渡舟方）／１２９

白皮止血汤 （许尚光方）／１３２

清热宣肺汤 （陈进方）／１３３

行气开胃汤 （张子彬方）／１３５

通利血脉汤 （张海峰方）／１３６

化痰止咳片 （张继泽方）／１３８

　 第十章　哮喘

止痉通络汤 （胡润兰方）／１３９

散热止痉汤 （田逸之方）／１４０

辛温宣散汤 （李凤翔方）／１４２

半夏桂枝汤 （张梦侬方）／１４４

培中益气汤 （孔伯华方）／１４５

降气化痰平喘方 （吕承全方）／１４６

宣肺定喘方 （张锡纯方）／１４７

降气化痰汤加减 （陈荣富方）／１５０

半夏哮喘必止方 （赵恩俭方）／１５１

化痰脱敏平喘汤 （王正公方）／１５３

清热祛痰汤 （施汉章方）／１５３

柔肝理肺煎加味 （王鹏飞方）／１５５

清热导痰汤 （张鹳一方）／１５７

钩藤平喘汤 （吕奎杰方）／１５８

纳气定喘汤 （段富津方）／１５９

宣肺平喘汤 （贾彩肖方）／１６０

温肺喘舒汤 （蔡慎初方）／１６１

　 第十一章　肺间质纤维化

肺肾亏虚方 （张中贵方）／１６４

调补肺肾方 （颜正华方）／１６６

调营和阴汤 （李秀云方）／１６８

化瘀清消汤 （陆继宏方）／１６９

气阴双补汤 （李文艳方）／１７１

益气养阴汤 （王静安方）／１７２

润肺平喘汤 （李清太方）／１７６

顾扶正气汤 （黄洪坤方）／１７７

　 第十二章　肺结核

通调营卫方 （张志勇方）／１７９

川贝消核散 （陶祖宇方）／１８０

生津止渴散 （李今庸方）／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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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胃行津汤 （丁甘仁方）／１８３

止咳化痰汤 （罗天益方）／１８４

清肺治咳方 （王肯堂方）／１８８

泻肝保肺散加味 （王宇杰方）／１８８

生地黄抗痨方 （白天彤方）／１８９

抗痨杀虫汤 （刘再朋方）／１９０

补虚培元汤 （刘正隆方）／１９１

清热止血散 （崔爱军方）／１９３

滋阴补阳汤 （郭维维方）／１９４

祛邪补虚方 （郑焕文方）／１９５

　 第十三章　肺源性心脏病

温肾纳气汤 （乔华方）／１９７

益气活血汤加减 （杨秀明方）／１９９

通达阳气方 （宁贵杰方）／２００

补肺健脾汤加减 （陈双全方）／２０２

化瘀清肺救心汤 （李桂文方）／２０３

清宣肺金汤 （张其善方）／２０４

麻杏石甘汤加味 （夏惠明方）／２０６

滋养心肾汤 （潘子毅方）／２０７

白芍平喘汤 （陆志正方）／２０９

通阳散水汤 （郭太平方）／２１１

　 第十四章　阻塞性肺气肿

气阴双补汤 （刘其聪方）／２１２

降气平喘汤 （王文海方）／２１４

纳气平喘汤 （关艳美方）／２１５

强心益肺汤 （崔泽英方）／２１６

补肺定喘汤加味 （杨景周方）／２１７

消痰平喘散 （于秀兰方）／２１９

纳肾助阳汤加减 （于文敏方）／２２０

　 第十五章　呼吸衰竭

健脾运湿汤 （易君山方）／２２２

加味茯苓汤 （赵永胜方）／２２３

益气救阴饮加减 （余科梅方）／２２４

清热化痰汤加减 （余晓龙方）／２２６

涤痰祛瘀汤加减方 （郑臣校方）／２２７

　 第十六章　肺癌

清热透络汤 （黄晨七方）／２３０

解毒抗癌汤 （陈艺方）／２３２

调和解毒汤 （黄家山方）／２３４

消癌散结汤 （吴一飘方）／２３５

化痰行瘀汤 （高爱芝方）／２３６

化痰散结汤加减 （刘竹生方）／２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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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降肺气汤 （步玉如方）

【药物组成】神曲１１ｇ，香薷、羌活、杏仁、白芷、防风、麻黄、

当归、橘络、枳壳各６ｇ，苏子１６ｇ。

【用法用量】水煎服，每日１剂，浓煎１小碗，睡前温服。服药

期间忌鱼腥生冷油腻。

【功效主治】本方适用于感冒后咳嗽不愈，咳虽响但痰少，痰白

而黏，不易咳出，咽痒，咽痒甚时咳嗽亦剧，甚则影响睡眠，或伴

有纳呆，胁痛，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弦。

【方解方义】中医认为外感咳嗽迁延之证，原因多是外感期间，

进食生冷、油腻之物所致。外感时，肺失宣降，肺气不利而致咳嗽。

表邪祛除后，肺恢复宣降功能，肺气得舒，咳嗽应同时消失。但如

在外感期间食生冷、油腻等物，由脾作湿，上达于肺，与外感之邪

湿胶着，滞于气道，则咽痒咳嗽迁延时日，表证虽除而咳嗽不止。

余邪结于气道则时时咽痒，咽痒甚时咳嗽亦剧。湿性黏滞，咳虽剧

但痰少，痰白而黏，咳出后稍舒。治则宣肺利湿。方中香薷、羌活

性味辛温除湿；白芷、防风性味辛温祛风，宣散余邪；杏仁、苏子、

枳壳宣降肺气；当归、橘络和畅肺络。全方共奏除湿化滞祛余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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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

【加减应用】咳嗽剧烈、夜不得眠者加麻黄６ｇ；因于风热者加元

参６ｇ；胃纳欠佳者加神曲１１ｇ。

【病例详解】张某，女，４５岁。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２日来医院就诊。

三年来长期咳嗽时常感冒，反反复复，近几天来较剧，咽痒不适，

痒剧则阵发咳嗽，咳嗽痰少而黏，咳出少量黏白痰后略舒，伴有胁

肋疼痛，纳食不馨，近日不得安眠。曾服多种抗菌止咳药及养阴止

咳药物均未效。刻诊：面色淡红，体温正常，肺部听诊双肺呼吸音

略粗，未闻及明显啰音。苔薄白、舌淡红，脉细小弦。诊为外感风

寒后咳嗽迁延。治拟香羌饮加减。处方：羌活、香薷、杏仁、防风、

白芷、麻黄、当归、橘络、枳壳各６ｇ，神曲１１ｇ，苏子１６ｇ。上方２

剂，浓煎１小碗，睡前服。复诊时告知１剂即大效，夜能安卧，咽

痒大减，现已少咳。上方去麻黄再服。５剂。再诊时咳嗽已愈，咽

喉得舒，已无痒感，予清热止咳口服液３盒善后，随访５年未再

咳嗽。

【药方引自】步如意 ．肺气汤治疗感冒后咳嗽迁延８０例 ．河南

中医杂志，２００３，（３）：１０２

调和营卫汤 （张学文方）

【药物组成】芍药９ｇ，桂枝９ｇ，甘草６ｇ，生姜４．５ｇ，大枣

１２枚。

【用法用量】水煎服，每日１剂，每日２次，文火慢煮，温服药

液，药后啜热稀粥，温覆保暖，微汗遍身为宜。

【功效主治】调和营卫，解肌发表。适用于汗出恶风，外感风

寒，头痛发热，苔白不渴，鼻鸣干呕，脉浮缓或浮弱；杂病、病后、

妊娠、产后等见时发热，受风寒，自汗出，属营卫不和者。现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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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常感冒见上述症状者。

【方解方义】调和营卫汤适用于外感风寒表虚证。其病机为风寒

外感，卫强营弱，营卫不和。治当发表解肌，营卫调和。方中桂枝

性味辛甘温，发表解肌，以散肌表之风寒；配芍药性味酸苦微寒，

滋阴养液，并固其内在之营阴，防止发汗太过。作为臣药以和营。

生姜散寒解表，助桂枝调卫，又可温胃和中以止呕。大枣益气补中，

补脾生津，可以助白芍以和营血。炙甘草益气补中，与桂枝相配，

则辛甘化阳，以加强解表之力；合芍药则酸甘化阴，以加强和营之

功。这种配伍，表证用之，可提高解表和营卫之力；内伤杂病用之，

则可化气和阴阳。因此本方既可用于表寒虚证，也可用于内伤杂病。

【病例详解】白某，女，７０岁。患者时常感冒，往往几个月接

连不断，多方医治无效，症状见鼻塞咯痰，头面多汗，稍感疲劳，

曾服玉屏风散，半个月来亦无效果。用桂枝汤加黄芪，服后自觉体

力大增，感冒随之减少。

【药方引自】《伤寒论》

清热解毒汤 （章庆云方）

【药物组成】黄芩１１ｇ，柴胡１６ｇ，天花粉１６ｇ，葛根１６ｇ，金银

花１６ｇ，连翘１６ｇ，板蓝根１６ｇ，桔梗１３ｇ，牛蒡子１３ｇ，菊花１３ｇ，

薄荷 （后下）６ｇ，甘草１６ｇ。

【用法用量】水煎服，每日１剂，每日２次，早、晚各１次。

【功效主治】解毒清热，疏风散表。用于治疗实证感冒之风热

证、时常感冒。主要症见发热，恶寒或寒热往来，头痛，咽干咽痛，

周身不爽，鼻塞流涕，舌苔薄白微黄，脉浮数。

【方解方义】清热解毒汤以柴胡、天花粉、葛根退热和解；黄

芩、金银花、连翘、板蓝根解毒清热；桔梗、牛蒡子、菊花、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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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风宣肺解表；甘草补中调和诸药。

【加减应用】鼻塞流涕不止者加苍耳

子１６ｇ，辛夷花１３ｇ；头痛加川芎１３ｇ，

白芷１３ｇ。若感冒初起，表现为风寒证

者，酌减清解药物剂量，加羌活、防风、

荆芥等辛温发散之药。发热重者，重用

柴胡、葛根用量；咽痛重者加山豆根

１６ｇ，青果 １３ｇ；咳嗽加杏仁 １３ｇ，麦

冬１３ｇ。

【药方引自】《中华名医名方薪传》

益气止汗汤 （李凤翔方）

【药物组成】生白术１３ｇ，生黄芪１８ｇ，防风１３ｇ，金银花１３ｇ，

黄芩１３ｇ，生甘草１３ｇ，板蓝根１８ｇ。

【用法用量】每日１剂，水煎服，每日２次，饭后分服。小儿可

分３～４次分服。

【功效主治】扶正解表。体虚易感属脾肺气虚型，如时常感冒、

流行性感冒、上呼吸道感染等。症见咳嗽咽痒，脉浮，苔薄白，恶

寒、肢节酸楚，发热、自汗，鼻塞咽燥，尤对小儿体虚、自汗、易

感、鼻塞流涕者效佳。以恶寒、发热、自汗、脾肺气虚者为主证。

【方解方义】患者正气虚而有表证者，宜益气解表。益气止汗汤

中以黄芪、白术、防风组成之玉屏风散为主，固表益气止汗，并实

表以御风邪；金银花、黄芩、板蓝根风热疏散，利咽解毒，抑菌抗

病毒，为祛邪之品；甘草补中调和诸药，并能扶正，止咳化痰。诸

药相伍，奏祛邪扶正之效。小儿稚阴稚阳之体，易受外邪之侵袭，

故小儿外感、自汗、纳少，肺脾气虚者为多，以本方随证加减，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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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桴鼓。

【加减应用】若外感偏于风寒表证，头痛、肢节酸痛者，加羌

活、荆芥以祛风寒之邪；若兼见咳嗽气促，痰黄浊艰咳之急性支气

管炎、肺炎，加蜜炙麻黄 （包）１３ｇ，百部１８ｇ，车前子 （包）１３ｇ，

儿童减量，以增强宣肺止咳平喘之功。伴纳食差，大便溏泄，苔腻

者，加广藿香１３ｇ，焦山楂１３ｇ，焦六神曲１３ｇ，谷麦芽各１３ｇ，以

化湿健脾，和胃助运。

【专家按语】用方提示：患者体壮邪实，高热，感染重症，无肺

脾之气虚象者，不宜使用。以免闭门留寇，延误病机。

【药方引自】《当代妙方》

疏风散表汤 （张金玲方）

【药物组成】黄芩１１ｇ，柴胡１６ｇ，天花粉１６ｇ，葛根１６ｇ，金银

花１６ｇ，连翘１６ｇ，板蓝根１６ｇ，桔梗１３ｇ，牛蒡子１３ｇ，菊花１３ｇ，

薄荷 （后下）６ｇ，甘草５ｇ。

【用法用量】水煎服，每日１剂。每日分２次服。

【功效主治】治疗实证感冒之风热证及时常感冒。主要症见头

痛，咽干咽痛，鼻塞流涕，周身不爽，发热，恶寒或寒热往来，舌

苔薄白微黄，脉浮数。

【方解方义】疏风散表汤中以柴胡、天花粉、葛根退热和解；黄

芩、金银花、连翘、板蓝根解毒清热；桔梗、牛蒡子、菊花、薄荷

疏风宣肺解表；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解毒清热、疏风散表之功

效。若表现为风寒证，酌减清解药物剂量，加羌活、防风、荆芥等

辛温发散之药。

【加减应用】头痛者加川芎１３ｇ，白芷１３ｇ。发热重者，重用柴

胡、金银花、葛根；咽痛重者加山豆根１６ｇ，青果１３ｇ；咳嗽者加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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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１３ｇ，麦冬１３ｇ；鼻塞流涕不止者

加苍耳子１６ｇ，辛夷花１３ｇ。

【病例详解】方某，女，５３岁，

１９９７年１月９日来医院就诊。患者长

期感冒。３天前受凉后出现咽痛咽干，

发热，微恶寒，咳嗽，无汗头痛，痰

黏黄，舌苔薄白，脉浮数。查：体温

３８．６℃，咽红充血。此为风热感冒

证，柴芩葛花汤加麦冬、杏仁、川芎

各１３ｇ。水煎服，３剂而愈。

【专家按语】疏风散表汤是青海

省中医院老中医的经验方。感冒的病

因有二：一是外因，即外部环境中六

淫、时行病毒侵袭人体；二是内因，即人体正气的强弱。人体正气

的强弱是决定是否发病的关键。如果发病，正气强，则邪正交争，

表现出一派实证；正气弱，则易形成正虚邪恋，经久不愈。故感冒

可分为实证与虚证两种类型。实证感冒中以风热时毒侵袭肺卫所致

的风热证较多见，亦即本方的适应证。

【药方引自】张金玲老中医辨治感冒经验 ．中国临床医生，

２００１，２８ （１２）：１８

清热理脾散 （方和谦方）

【药物组成】炒白术８０ｇ，黄芪１００ｇ，防风２３ｇ，人参２３ｇ，山

药８０ｇ，仙灵脾１６ｇ。

【用法用量】将药共研细末过６０目筛，冲服或装胶囊，成人每

服５ｇ，小儿酌减，开水冲服，２１天为１个疗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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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效主治】祛湿理脾清热。用于受凉后感冒，时常发作。

【方解方义】我们在玉屏散方基础上加人参、山药增强益气健脾

之力，以固后天之本；用仙灵脾补肾阳以壮本；年长者肾气不足，

肾阳渐衰，加鹿茸粉以加强壮阳补肾之力。诸药合用，健脾补肾，

益气固表，先后天并治，对肺脾气虚、卫表不固之反复感冒，确可

起到正复本固、御邪入侵的目的。

【加减应用】３３岁以上者加鹿茸粉５ｇ。

【病例详解】刘某，女，２０岁，高中生，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７日来医

院就诊。患者因３年前受凉感冒后出现头痛、流涕、鼻塞、咳嗽、

咽痛，治疗３天后症状减轻，但仍有流涕、鼻塞、咽痛等症，因没

有重视未能继续治疗。鼻塞、咽痛、发热，时轻时重，后用静脉点

滴药物后，症状消失。但以后每因劳累、受凉即出现头痛、发热、

鼻塞、咽痛等症，每次均需静脉滴药及西药治疗１０天左右诸症才能

缓解，每月发作３次，严重影响学习和正常生活，患者及家人非常

苦恼。此次于１２天前因劳累加之受凉，诸症复发，头痛、发热、鼻

塞、流涕、咽痛、咳嗽，用氨苄青霉素、病毒唑、甲硝唑静滴４天，

诸症均已缓解，惟有头晕、乏力，纳呆、食少、鼻塞、咽痛，亲人

介绍求治于我科。查形体偏瘦，面色淡白，鼻黏膜充血肿胀，咽充

血，心肺无异常体征。舌淡白，苔薄白，脉细弱。诊断为气虚感冒，

用加味玉屏风散１剂，装胶囊，每次５ｇ，每日３次，开水冲服。嘱

加强调护，慎起居，避风寒。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其母亲代诉，服

药后１周，诸症状消失，现纳食增加，精力充沛，身体健康。患儿

及家属都非常高兴。

１年后随访，患者当年感冒１次，未予静滴药物，只服用抗感冒

药及对证治疗３天后即痊愈。２年随访，再无反复感冒史。

【药方引自】《中华名医名方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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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脾柔肝饮 （吴一纯方）

【药物组成】桂枝一钱半，党参二钱，白芍二钱，炙甘草一钱

半，生黄芪三钱，法半夏二钱，陈皮一钱，茯苓二钱，生姜二片，

大枣二枚。

【用法用量】用上方，２剂，慢火煎２次，取３００ｍｌ，加饴糖１

两，和匀，分２～次温服。

【功效主治】建中气，调营卫，用于治疗感冒。

【病例详解】郭某，女，６３岁。１９９９年９月２３日来医院就诊：

患者形瘦体弱，时常感冒，近因风吹受寒，头痛，怕冷，动则汗出，

轻微咳嗽，消化不好已久，肠鸣，纳差，精神不振。左寸脉微浮，

右寸微，两关弦虚，两尺沉弱；舌正苔薄白黏腻。此属体虚卫阳不

固，复感新凉之气。遂用上方２剂治疗。

９月２５日复诊：自诉药后２小时感热，继而汗出，头痛亦解，

饮食略增，睡眠亦好。两寸脉沉微，两关脉弦缓，两尺脉沉迟。营

卫初和，治则柔肝和脾，兼滋心肾。

以上方３剂加减，水煎温服。以上巩固疗效。

【专家按语】由于患者素来体弱，脾胃萎虚，卫外不固，导致容

易感冒。营卫生于水谷，源于脾胃，脾为营之源，胃为卫之本。近

因劳逸失当，中气再受损伤，复受风邪而感冒。病者中气虚，为致

病因素的主要方面，治则祛邪扶正。用本方合新加汤，性味甘温建

中，营卫调和，和脾柔肝，兼滋心肾而康复。虚人感冒，尺脉沉弱

者，慎不可发汗；中气虚寒而外感者，辛凉之剂亦要慎用。

【药方引自】《名家医案·妙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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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热理脾化裁方 （郭鹏方）

【药物组成】蝉衣１１ｇ，防风１３ｇ，生白芍药１１ｇ，陈皮１１ｇ，生

白术１１ｇ，生薏苡仁１８ｇ，川椒３ｇ，蒲公英１１ｇ，藿香梗１３ｇ （后

下），绿萼梅１１ｇ，牡丹皮１３ｇ，黄连６ｇ，乌梅９ｇ，甘草用６ｇ。

【用法用量】水煎服，每日１剂，每日分２次服。

【功效主治】清热理脾祛湿。

【方解方义】清热理脾化裁方中白芍药、陈皮、白术泻肝实脾，

防风、蝉衣宣散浮火又具风能胜湿之意，薏苡仁除湿，黄连、蒲公

英、牡丹皮清热，绿萼梅理气疏肝，藿香梗和中醒脾，乌梅缓急柔

肝，川椒温运脾土，甘草调和诸药。

【病例详解】卢某，女，３４岁，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来医院就诊。

患者３年来体质下降，易疲劳，多次感冒，每次咽痛、发热３８

～３９℃。近半年来晨起常腹部疼痛，继而腹泻，泻后好转，遇冷尤

甚。食纳、小便调。面部及口唇周围起有红疹多年，时觉刺痒。平

时喜食辛辣及饮冷。查见舌体稍瘦，舌质红，苔薄白，脉沉细滑小

数。辨证属肝旺脾虚，夹有郁热，法当崇土抑木，佐以清热，痛泻

方化裁。嘱忌生冷、油腻、炙烤，慎起居，畅情志。

第二诊 （１月１７日）：诉心情较前舒畅，腹泻得止，后食辛辣复

发。见效守方，前方去藿香梗、蒲公英，加枳椇子 １３ｇ，仙鹤

草１６ｇ。

２００７年４月随访，患者间断服用二诊方２月余，往年冬季平均

感冒１次，今冬已安度。

【药方引自】路洁 ．郭鹏教授从脾胃论治时常感冒经验 ．中华中

医药学刊，２００８，２５ （２）：２５３－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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