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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临床应用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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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用于治疗各种咳嗽的独到之处，其在于基本病机不外肺失

清肃、肺气上逆。组方旨在宣肺降气、化痰止咳，故能对内伤、外感咳嗽通治，四季寒暑咸宜。适用于

多种咳嗽不止、胸闷气逆、痰多或少的急慢性咳嗽病证，在基本方的基础上抓住各个证型不同特点，稍

事化裁即可扩展其用，在治疗外感及内伤咳嗽方面疗效卓著。此方路老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对于咳嗽

的治疗独具匠心，辨证方药精到，临证契理契机，由博返约，彰显大家风范。使临床初学者易学、易用、
易于把握。路老强调不同事物中的共性，临床运用时又注意个体差异，辨证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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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为临床常见病证，看似简单，但病机复杂，

治疗起来并非易事，咳嗽患者轻则数日可愈，重则

缠绵难解，更有甚者会伴度终生。故前人有“诸病

好医，咳嗽难疗”之叹。在跟随国医大师路志正教

授学习期间，以咳嗽为主诉来诊者甚多，路老对于

咳嗽的治疗匠心独具，自创“清金肃肺止咳方”用于

治疗各种咳嗽疗效卓著，现将其组方原理，加减运

用归纳如下，与大家共享。
一、路老对咳嗽病机的认识

《灵枢·岁露篇》:“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

应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 “天气通于肺。”
强调人与天地相应，指出人体脏腑与外界最密切相

关者为肺，意指呼吸道直接与自然界联通，四季寒

暑温凉之邪气，皆可影响于肺。故《中医临证备要

·咳嗽》说道: “肺为娇脏，职司清肃，气逆则咳。”
《医学三字经》形象的把咳嗽病机比喻为“肺如钟，

撞则鸣”。其外因致病者称之为“外撞鸣”，内因致

病者称之为“内撞鸣”。
《素问·咳论》是最早也是较详尽论述咳嗽病

机的篇章。“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

气以从其合也”。不仅外感伤肺令人咳，而且“五脏

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并详述了肺咳、心咳、
肝咳、脾咳、肾咳发病之病状。同时认为“五脏之久

咳，乃移于六腑”，产生六腑之咳。特别强调了“此

皆聚于胃，关与肺”的观点。《内经》虽述其理，却未

示其方。其后历代圣贤辈出，论之颇详，所用方药

亦不可枚举。
路老认为咳嗽一证，其病因不过内、外两端，因

于外者如外感风寒、风热、风燥; 于内者，以痰湿、
火、虚所致为多。另外，咳嗽四季皆有，五脏皆可致

咳。症虽同，而治有殊，咳嗽病位不只于肺，亦不离

乎于肺，其病机不外肺失清肃、肺气上逆，“路氏清

金肃肺止咳方”组方旨在宣肺降气、化痰止咳。
二、“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方义解析

路老执简驭繁，将止嗽散、杏苏散、金沸草散、
清燥救肺汤等数方之精义融为一体，创制四季通用

的“清金肃肺止咳方。”
1． 方药组成: 清金肃肺止咳通用方由以下药物

组成: 炒杏仁 9 g，炙杷叶 12 g，紫菀 12 g，前胡 12 g，

百部 12 g，桔梗 10 g，厚朴 12 g，旋覆花 12 g( 包煎) ，

金蝉花 12 g。
2． 方解: 方中杏仁、枇杷为君，其中杏仁苦微温，

功能宣通肺气，直行而降，横行而散、化痰利水、润

燥利气。正如《滇南本草》云:“杏仁能止咳嗽，清痰

润肺，润肠胃，消面粉积，下气。”路老认为杏仁是肃

肺降气，宣畅上焦之要药。枇杷叶，苦平，下气清

痰、清肺和胃而降气，主和胃除呕，止咳下气，降火

痰消。二药相合，轻清上行宣达肺气，下行清肃肺

金化痰止咳，起一宣一降之妙。
紫菀、前胡、百部佐君以为臣。其中紫菀味苦

辛，性温，其辛温润肺，苦温下气，治咳嗽上气痰喘、
消痰止渴，乃肺经血分之药。前胡苦甘辛，性温，辛

以畅肺解风寒，功专下气，主痰嗽痞满。百部甘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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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温，入手太阴经气分，润肺气、止咳嗽、杀虫。三

药合用开达肺气止咳、化痰。
桔梗苦辛，微温，上升引经，宣肺气、利咽喉，诸

药之舟楫。与降逆气、宽胸膈、除痰消积的厚朴为

伍，宣清降浊，亦有升降相因利肺止咳之妙。
杏仁与旋覆花配伍亦共有化痰之用，但杏仁宣

通化痰而兼润，而“诸花皆升、旋覆独降”的旋覆花，

是升而复降，开结下气，治膈上焦痰，两者合用又是

一宣一降之妙。
更加一味金蝉花，乃路老独钟之品，为本方点

晴之笔。其性寒，味甘，可补气血，益肺肾，止咳嗽;

能解痉，散风热，退翳障，透疹。《中国药材学》记

载，金蝉花有止咳生津、保肺益肾、抗菌降压、治秃

抑癌等作用。用于治疗外感风热、咳嗽音哑、咽喉

肿痛、风疹瘙痒等症状，增此一味，使此方有补有

清，有升有降。
该方平和，构思精巧，以宣降为轴，苦平清润为

辅，轻清灵动，不寒凉、不温燥，寓机巧于平淡之中。
方虽平和，然紧扣肺为娇脏，不耐寒热，只受得本脏

的清气，受不得它脏之浊气的生理特点。
三、“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临床应用

“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具有清金化痰、肃肺止

咳之功，适用于多种咳嗽不止、胸闷气逆、痰多或少

的急慢性咳嗽病证。路老在临床上应用此方时随

证化裁，灵活运用，故对于多种咳嗽均有较好的疗

效。而在治疗外感咳嗽及内伤咳嗽方面疗效卓著。
1． 外感咳嗽: ( 1 ) 分类: ①风寒证: 以咳嗽，气

急，咽痒，咳痰稀白，伴风寒表证为辨证要点。酌加

麻黄、荆芥、紫苏等以宣散风寒之邪。②风热证: 以

咳剧气粗，咽干咽痛，咯痰不爽，痰黏稠或稠黄，伴

风热表证为辨证要点，酌加金银花、连翘、金荞麦、
桑叶、菊花等，以散风清热。③风燥证: 以干咳喉

痒，唇鼻干燥，无痰或痰少而粘连成丝，不易咯出，

或痰中带有血丝，初起或伴表证为辨证要点，酌加

桑皮、梨皮、百合等，以疏风润燥。( 2 ) 验案举隅: 患

者，男，41 岁，主因“咽痒，咳嗽 3 个月”，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初诊。现病史: 患者于 3 个月前因感冒后出

现咽痒、声嘶、咳嗽，当时到某院就诊，诊断为”喉

炎”。经治疗后声嘶好转，但仍咽痒、咳嗽，痰黄，为

进一步诊治来诊。刻下症: 咽痒、咳嗽，痰黄，量不

多，咳之不艰。纳可，无泛酸、烧心，二便如常。望

诊: 面色晦暗。舌象: 舌质暗红，舌体中、胖大，边有

齿痕，苔白腻。脉象: 左沉弦细，右沉弦。路老辨证

认为，加重 1 个月风热余留肺门，湿热痰阻气道。治

以宣肺利咽，化痰和胃。予清金肃肺止咳方加减，

具体方药如下: 炒杏仁 9 g，枇杷叶 12 g，芥穗 10 g，

牛蒡子 12 g，蝉衣 12 g，玉蝴蝶 8 g，茵陈 12 g，炒薏

苡仁 30 g，薄荷 8 g，胆南星 6 g，桔梗 10 g，前胡 12
g，黄芩 10 g，芦根 30 g，甘草 6 g。水煎服，日 2 次。
2012 年 6 月 10 日二诊: 服上方 12 剂诸症均好转，

停药后症反复说话时声嘶、咽痒、口干偶有咳痰，痰

色黄，纳可，无泛酸、烧心，大小便正常。望诊: 面色

晦暗。舌象: 舌质暗红，舌体中，舌体胖大，边有齿

痕，苔白腻。脉象: 左沉弦细，右沉弦。经服上方热

轻、痰少、湿减，遵上法稍化裁，变方如下: 苏叶 10 g，

芥穗 10 g，牛蒡子 12 g，金蝉花 1 g，浙贝母 12 g，桔

梗 12 g，玉蝴蝶 12 g，炒黄芩 8 g，胆南星 10 g，黛蛤

散 6 g，炙百部 12 g，枇杷叶 12 g，新会皮 8 g，甘草 6
g，炒苏子 12 g，茵陈 12 g。服上方 14 剂而愈。

体会: 患者感冒虽愈，但风热余留咽喉，壅塞气

道而出现咽痒，咳嗽，痰黄，咳之不艰，量亦不多; 积

化痰热，湿阻阳气则面色晦暗; 胃浊湿阻，则舌质暗

红，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腻。方中枇杷叶、杏

仁合利肺气使肺气肃降有权; 薄荷、芥穗合蝉衣轻

展肺气，疏风解束; 牛蒡子、蝉衣、玉蝴蝶皆清金利

咽之品; 杏仁、薏苡仁、胆南星祛痰利肺，清肃气道，

合则宣利上焦肺气，化湿健脾，渗利湿热; 桔梗利咽

升而前胡降; 黄芩清肺; 芦根生津。
2． 内伤咳嗽: ( 1 ) 分类: ①痰湿证: 以咳嗽反复

发作，咳声重浊，晨起或食后咳剧，痰多，痰出咳平，

痰黏腻或稠厚成块，伴胸闷脘痞，呕恶食少，体倦便

溏为辨证要点。酌加半夏、陈皮、白芥子、莱菔子

等，以燥湿化痰，理气止咳。②痰热证: 以咳嗽气

粗，痰多，质黏厚或稠黄，咯吐不爽或热腥味，面赤

口干为辨证要点。酌加瓜蒌、天花粉、知母、浙贝

母、桑白皮、鱼腥草等，以清热肃肺，豁痰止咳。③
肝火证: 以上气咳逆阵作，咳时面赤口干，常感痰滞

咽喉，咯之难出，量少质黏，随情绪波动增减为辨证

要点。合黛蛤散、加减泻白散，以清肺泻肝，顺气降

火。④肺阴虚证: 以干咳少痰，或痰中带血，或声音

嘶哑，口干咽燥，或潮热颧红，手足心热为辨证要

点。酌加沙参、麦冬、天冬、玄参等，以滋阴润肺，化

痰止咳。( 2) 验案举隅: 患者，男，59 岁，于 2012 年

10 月 16 日初诊。主因“间断咳嗽 10 年，加重 1 个

月”。现病史: 患者于 10 年前无明显原因出现咳

嗽，呈阵发性，干咳无痰，曾在当地医院间断治疗，

病情稍有好转。近 1 个月出现上述症状加重，遂来

诊，既往体健。个人史: 患者久居 ( 下转第 4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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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示含量分别为 100． 0%、100． 4%、100． 4%、99． 9%、
100． 3%、100． 0%。

按色谱条件，对照品和供试品的色谱图见图 1。

图 1 洛伐他汀对照品及样品图谱

讨 论

1． 超临界 CO2 萃取洛伐他汀的工艺条件稳定，

重现性较好，该工艺可行。从直观分析的 R 值看

出，影响提取物中洛伐他汀含量的因素，依次为萃

取压力 ＞ 萃取温度 ＞ 萃取时间 ＞ 夹带剂用量。从

方差分析结果来看，A 因素对提取物中洛伐他汀的

含量有比较显著影响，B、C、D 因素影响不显著。综

合分析，超临界 CO2 萃取洛伐他汀的最佳工艺条件

为 A2B3C2D2，即在萃取压力 25 MPa，萃取温度 55
℃，夹带剂用量为 2 mL·g －1，萃取时间 100 min。

2． 超声洗涤纯化洛伐他汀，采用无水乙醇效果

最好，95%乙醇次之，55% 乙醇效果最差; 但是无水

乙醇的价格远远高于 95% 乙醇，且无水乙醇使用后

很难再通过回收得到无水乙醇，而使用过的乙醇通

过减压回收纯度可以达到 95%，所以采用 95% 的乙

醇可反复使用，从成本考虑采用 95% 乙醇作为洗涤

剂为最佳方案。
3． 通过对洛伐他汀的鉴别和含量测定，证明该

方法专属性强、灵敏度高、准确、可靠、可用于洛伐

他汀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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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饮酒史 20 年，每日 1 斤。吸烟史 30 余年，每

日 30 支。刻下症: 干咳无痰，口干欲冷饮，纳差，腹

胀，二便调。时见筋惕肉 ，出汗时尤甚。望诊: 面色

潮红。舌象: 舌体中，体胖大，边有齿痕，舌质暗，苔白

腻。脉象: 沉弦细滑。路老辨证为肺燥胃浊，气不化

津，湿阻肌表。治以宣肺润燥，降气化浊，健胃消滞，

气运生津。予清金肃肺止咳方加减，具体方药如下:

南沙参 15 g，北沙参15 g，炙百部12 g，牛蒡子12 g，浙

贝母 12 g，金蝉花 12 g，前胡 12 g，枇杷叶 12 g，桃仁 9
g，杏仁 9 g，厚朴花 12 g，枳椇子 10 g，旋覆花 12 g，炒

神曲 12 g，炒麦芽12 g，炒山楂12 g，炒莱菔子15 g，炒

黄芩 12 g，甘草 8 g。水煎服，日 2 次。2012 年 10 月
30 日二诊，服上方 14 剂，咳嗽大减，微有白痰，不黏易

出，口干轻，纳谷渐香，二便调，寐安，时见抽筋。望

诊: 面色潮红。舌象: 舌体中，体胖大，边有齿痕，舌质

暗，苔白腻。脉象: 沉细滑。处方: 上方加川贝母 12
g，白芍 12 g，紫菀 12 g。水煎服，日 2 次。服上方 14
剂后，电话回访，咳嗽已愈，仍时见抽筋。

体会: 患者长期饮酒，内伤脾胃，湿不化津，故

口干、纳差，五更咳甚，乃食积之火，至此时流入肺

经。薛立斋谓: “肺有火，则风邪易入，风邪侵袭人

体，犯于肺卫，则肺失宣降，气逆为咳，时值冬令，燥

邪伤肺，又之肺属辛金，生于己土，久咳不已，必须

补脾土以生肺金。”方中南北沙参润肺; 浙贝母润肺

兼解表; 杏仁、枇杷叶、金蝉花辛、苦而润，宣降肺

气，止咳化痰; 旋覆花辛、温降气化痰，疏通经络; 黄

芩散苦、寒而清肺热; 前胡、百部止咳，化痰; 炒三

仙、厚朴、炒莱菔子和胃，健脾，理气; 枳椇子解酒

毒; 牛蒡子宣肺祛痰，疏散风热; 桃、杏仁合用活血祛

瘀，润肺降气。二诊时咳嗽大减故去前胡、浙贝母加

川贝母、紫菀润肺、止咳。是方滋润燥金，宣利肺气，

通利三焦，利湿化痰，湿去则营卫通利，又加芍药甘草

汤起以缓急作用、故肉 筋惕亦迎刃而消。
四、结语

路老积数十年临床经验，对于咳嗽的治疗独具

匠心，辨证方药精到，临证契理契机，由博返约，彰

显大家风范。使临床初学者易学、易用、易于把握。
以“路氏清金肃肺止咳方”基本方加味化裁，既可抓

住各型咳嗽的共性，又可抓住各型咳嗽的个性，临

证变法加减自如。临床上具有可重复性，可操作

性，便于推广。笔者跟师期间，有幸得此传授，未敢

自秘，书之以飨大众。
( 收稿日期: 2013 － 01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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