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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用藤类

藤类入络源于取类比象之意。 《本草便读》：“凡

藤类之属，皆可通经入络。 ”藤类蔓延缠绕，犹如网

络，纵横交错，无所不至，形如络脉。 因此，随证可加

络石藤、海风藤、忍冬藤、鸡血藤、大血藤等藤类药

物以理气活血，散结通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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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科技的不断进步，生产生活逐渐趋向

工业化， 这一过程在带来经济效益增长的同时，也

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雾霾”就是近年来人们

较为关注的一个环境变化，据统计显示内地今年雾

霾平均日数为

1961

年以来第一高值， 而中国

500

个城市中仅

1%

空气质量达标。

2013

年

1

月雾霾事

件造成的全国交通和健康的直接经济损失约

230

亿元，雾霾事件中仅急（门）诊健康终端的经济损失

占总直接损失的

98%

。 此外，空气污染曾经在许多

国家引起关注。比如，

1952

年

12

月，英国首都发生

骇人听闻的“伦敦烟雾事件”，四天时间死亡人数

就达

4000

多人，两个月后，又有

8000

多人陆续丧

生

[1]

。 现将雾霾与肺系疾病相关性的中医理论认识

浅探如下。

1

雾霾的定义

古书《尔雅》上记载：“风而雨土曰霾”，而今 ，

中国气象局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中对 “霾 ”的定

义是 ：“大量极细微的干尘粒等均匀地浮游在空

中，使水平能见度小于

10

公里的空气普遍浑浊现

象，霾使远处光亮物体微带黄、红色，使黑暗物体

微带蓝色。 ”雾霾是雾和霾的统称。 两者相互联系

又有所区别。 雾是大气中悬浮的水汽凝结致使能

见度低于

1

千米时的天气现象。 霾，又称灰霾（烟

霞 ），是指硫酸 、硝酸 、有机碳氢化合物等粒子及

空气中大量的灰尘颗粒悬浮集聚而形成的浑浊现

象。

2

雾霾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雾霾不仅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及出行带来不便，

也对人类的健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据报道，中国

每年因城市大气污染而造成的呼吸系统门诊病例

在

35

万人以上，而且呈逐年增加之势

[2]

。 雾霾天气，

空气中的可吸入性颗粒物增多，尤以有机污染物为

主，成分复杂，直径小，可随呼吸而进入支气管、细

支气管最后沉降于肺泡，引起支气管炎、肺炎，促发

哮喘， 加重老慢支和肺气肿等急慢性呼吸道疾病。

另外，长期生活在雾霾环境中，会提高肺癌的发病

率

[3]

。 钟南山院士指出，雾霾天气比香烟更易致癌。

近

30

年来，中国公众场所吸烟率不断下降，肺癌患

摘 要 环境污染造就了雾霾这一致病邪气。 雾霾于秋冬季节多发。 中医认为，雾霾的本质实属燥浊邪毒范畴。 肺

为娇脏，喜润恶燥，易受外邪侵袭。 雾霾致病多因燥浊邪毒由口鼻而入，侵袭肺卫所引起一系列肺系疾患。 当今要全面诊

断和治疗肺系疾病，亦不可忽视雾霾这一重要致病因素。

关键词 雾霾 肺系疾病 燥浊邪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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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率却上升了

4

倍多。 这必须引起人们的警惕及重

视。

此外，雾霾还容易增加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风

险，如引起冠心病、促发中风；可吸入悬浮颗粒刺激

眼、鼻、咽喉及皮肤，可引发结膜炎、过敏性鼻炎、咽

炎及过敏性皮炎等。

3

中医理论阐释雾霾与肺系疾病发生发展的相关

性

3.1

中医整体观念 所谓整体观念即认为人体自

身及人体与外界环境是相统一的。 人体是一个有机

的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在结构上不可分

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在病理上相互影响。 此外，

人体与自然界也是密不可分的，自然界的变化随时

影响着人体，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

过程中维持着正常的生命活动。 然而，人类对自然

界的改造应有度且顺应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因为

一旦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打破了与自然界协

调相处的平衡点时，自然界就会以它的手段来报复

人类。 雾霾的产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3.2

雾霾为致病邪气，易于侵袭肺脏 雾霾成分复

杂，其气态污染物主要是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及烃类等有毒物质，而气溶胶粒子中含有二氧

化硅、石棉、铅、汞等重金属，其中对健康影响巨大

的主要是直径小于

10μm

的气溶胶粒子， 如矿物颗

粒物、硫酸盐、硝酸盐和汽车废气等，这些有毒的有

机物， 经呼吸作用和血液循环作用而影响全身，它

们在人体中不断积累， 对人体多种内脏器官有致

癌、致畸和致突变作用

[4]

。 《类经 》中有“金郁之发

……大凉乃举，草树浮烟，燥气以行，霿雾数起”之

说，金风至则燥气行，阴气凝则霿雾起。 中医的病因

学说是据证求因。 秋冬季雾霾期大量涌入的呼吸系

统疾病门诊患者， 其症状集中表现为口鼻干燥，鼻

黏膜出血，干咳，黏痰难咯，甚或痰中带血丝

[5]

。 由此

可见，雾霾属外邪范畴，主要是燥浊邪毒侵袭人体

致病。

肺脏在五脏六腑之中位居最高， 经由口鼻等

器官与外界环境相通，称为“华盖”，有覆盖和保护

诸脏、 抵御外邪的作用， 故外感邪气首先侵袭肺

脏。 又肺为娇脏，不耐外邪侵袭，燥邪犯肺，容易致

使肺气失宣，气机失调，从而出现咳嗽 、咳痰等症

状，鼻为肺之窍，肺脏感邪亦会出现鼻塞、流涕等

症状。

3.3

雾霾好发季节与肺病多发关系 燥是秋天的

主气，因肺为清虚之脏，喜润恶燥，秋季本易出现一

系列燥邪犯肺的表现，如口干、多饮、干咳、鼻痒、皮

肤干燥脱屑等，此皆因燥邪易致津液匮乏，机体干

枯不润所致。 雾霾多发于秋冬季节，属燥浊邪毒范

畴，与秋之燥气相辅相成，致邪毒强大，可见患者急

性起病，病情进展快，症见咳嗽剧烈，痰多色黄，甚

则高热，神昏谵语，病情危重。

3.4

雾霾影响心情，损耗正气 雾霾天，终日雾霾

缭绕，太阳光弱，人体中的松果体会分泌出较多的

松果体素，它使得甲状腺素、肾上腺素的分泌减少。

甲状腺素、肾上腺素是唤起细胞工作的激素，一旦

减少，就会导致细胞不活跃，人便会处于抑郁状态，

情绪低沉，很容易感觉到疲惫

[3]

。 情志因素常常会影

响人体的生理功能，抑郁、低落等负面情绪在一定

程度上会耗伤人体正气，引起气虚，气虚无法固摄

肌表，人体抵抗能力减退，致使外邪更易侵袭肺卫，

耗伤肺金，引起肺失濡润之症。

4

雾霾致病的预防保健

“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雾霾天要尽量减少室

外活动，如需外出，可佩戴口罩以避免与外界邪气

的直接接触。 另外，中医食疗对于雾霾所致的肺系

疾病有着预防及改善作用，如猪血、莲藕、芹菜可帮

助提高肺脏排除异物的功能；银耳莲子羹、百合、冰

糖雪梨可以润肺化痰生津；黄芪炖鸡、人参、大枣、

白术可补气健脾，增强机体抵抗力；燕麦、大豆、橙

子可以改善情绪，疏解郁结之气。

5

结语

雾霾，秋冬多发，属燥浊邪毒，易袭肺脏，肺属

娇脏，为华盖之官，心之上属，开窍于鼻，易受外邪

损害。 雾霾致病多因燥浊邪毒由口鼻而入，伤及肺

卫，从而引起一系列肺系疾患。 雾霾的出现与当今

肺系疾病的多发有着不可忽视的关系。 综上所述，

为了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政府调控、

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及相关研究的开展也变得越

来越有必要，迫在眉睫！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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