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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鼻炎 ２ 号和督灸对变应性鼻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方法　 ９０ 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 鼻炎 ２ 号组和督

灸组， 每组 ３０ 例， 另选 ３０ 例健康成人作为正常组， 对照组给予常规治疗， 鼻炎 ２ 号组给予鼻炎 ２ 号， 督灸组给予督

灸， 疗程 ４ 周。 检测临床疗效、 中医证候评分、 预后情况 （平均发作次数和 ３ 个月内复发率）、 ＶＡＳ 评分、 ＴＬＲ２、
ＩｇＧ４、 ＮＦ⁃κＢｐ５０ 变化。 结果　 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治疗后， ３ 组中医证候评分、
ＶＡＳ 评分、 ＮＦ⁃κＢｐ５０、 ＴＬＲ２ 降低 （Ｐ＜０ ０５）， ＩｇＧ４ 升高 （Ｐ＜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鼻

炎 ２ 号组、 督灸组预后情况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结论　 鼻炎 ２ 号和督灸可降低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ＴＬＲ２、 鼻黏

膜组织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 提高血清 ＩｇＧ４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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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应性鼻炎是以鼻黏膜炎症反应为主要特征， 由多种

细胞因子和免疫细胞参与、 ＩｇＥ 介导的 Ｉ 型变态反应性疾

病［１］ ， 当 ＩｇＥ 大量合成后肥大细胞脱颗粒， 释放的炎性介

质刺激神经末梢、 血管和黏膜下腺体， 导致患者发生鼻痒、
喷嚏、 流涕等症状［２］ 。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 ２００８ 年至 ２０１８
年我国各地儿童变应性鼻炎发病率为 ７ ８０％ ～ ４９ ６８％ ， 成

人为 ６ ２４％ ～ ３２ ４０％ ［３］ ， 本病反复发作可诱发许多呼吸道

并发症， 如变应性鼻窦炎、 哮喘、 慢性支气管炎等， 严重

者可合并中耳炎和睡眠障碍， 危害患者健康。 目前， 临床

常规治疗变应性鼻炎的方法主要为糖皮质激素、 抗组胺等

药物［４］ ， 虽能快速缓解症状， 但无法彻底根治， 病情容易

反复发作， 影响患者正常生活。
近年来大量研究显示， 依据脏腑理论的中医药在变应

性鼻炎治疗中具有独到优势［５］ ， 逐渐成为主流手段。 鼻炎

２ 号为国家师承指导教师朱宗元教授治疗过敏性鼻炎的经

验方， 具有一定的疗效， 而督灸是一种特殊艾灸方法， 常

用于寒证、 虚证， 在治疗变应性鼻炎中疗效显著， 但其具

体机制尚不明确， 故本研究探讨两者联用对变应性鼻炎患

者的临床疗效及对 ＴＬＲ ／ ＮＦ⁃κＢ 通路的影响， 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一般资料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收治于内蒙古

自治区中医院、 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蒙中医院和内蒙古医

科大学附属医院的 ９０ 例变应性鼻炎患者， 根据治疗方法随

机分为对照组、 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 每组 ３０ 例， 另选 ３０
例健康成人作为正常组。 其中， 对照组男性 １９ 例， 女性 １１
例； 年龄 ７～５３ 岁， 平均年龄 （１８ ３５±２ ６１） 岁； 病程 １～
９ 年， 平均病程 （３ ０４±０ ７２） 年， 鼻炎 ２ 号组男性 ２０ 例，
女性 １０ 例； 年龄 ６ ～ ５０ 岁， 平均年龄 （１９ ０２±１ ８５） 岁；
病程 ２～１０ 年， 平均病程 （３ ７３±０ ５２） 年， 而督灸组男性

１９ 例， 女性 １１ 例； 年龄 ７ ～ ５１ 岁， 平均年龄 （ １８ ７４ ±
１ ７３） 岁； 病程 ２～ １１ 年， 平均病程 （３ ２４±０ ３５） 年， ３
组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具有可

比性。 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伦理号 ２０２２０２１３８）。
１ ２　 纳入标准　 （１） 符合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断和治疗

指南 （ ２０２２ 年， 修 订 版 ） 》 ［６］ 中 变 应 性 鼻 炎 诊 断 标

准； （２）符合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７］ 中鼻鼽辨证标

准； （３） 患者了解本研究，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 ３　 排除标准　 （１） 对本研究药物过敏； （２） 合并心、
肝、 肾功能不全； （３） 妊娠期、 哺乳期妇女； （４） 伴有精

神系统疾病， 不能准确表达主观症状； （５） 近 １ 周内使用

过其他治疗变应性鼻炎的药物。
１ ４　 治疗手段

１ ４ １　 对照组　 治疗期间叮嘱患者避免接触过敏原， 给予

常规治疗， 包括糠酸莫米松鼻喷雾剂 ［欧加隆 （上海） 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证号 Ｈ２０１４０１００， ０ ０５％ ］， 每天 ２
次； 盐酸西替利嗪片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 国药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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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１９９９０３２１， １０ ｍｇ）， 每天 １ 次， 每次 １０ ｍｇ， 连续治疗

４ 周。
１ ４ ２　 鼻炎 ２ 号组 　 给予鼻炎 ２ 号， 组方药材乌梅 ４ ｇ、
防风 ３ ｇ、 柴胡 ５ ｇ、 五味子 ４ ｇ、 葛根 ７ ｇ、 桂枝 ７ ｇ、 赤芍

５ ｇ、 辛夷 ７ ｇ、 苍耳子 ６ ｇ、 蜂房 １０ ｇ、 桔梗 ４ ｇ、 山豆根

１０ ｇ、 马勃 １０ ｇ、 诃子 ６ ｇ、 木蝴蝶 ６ ｇ、 薏苡仁 ６ ｇ、 甘草

３ ｇ， 水煎服 ３００ ｍＬ， 每天 １ 剂， 分早中晚 ３ 次服用， 连续

治疗 ４ 周。
１ ４ ３　 督灸组　 给予督灸， 材料姜泥 （５００ ｇ 生姜洗净后

打碎成泥）、 艾绒柱 （３００ ｇ 艾绒攒成圆柱状）、 督灸粉

（取生附子、 肉桂、 菟丝子、 吴茱萸各 １０ ｇ， 打粉后混合而

成）、 桑皮纸， 患者取俯卧位， 充分暴露后背， 选取大椎穴

至腰俞穴之间的督脉段， 定位于各棘突下， 用指甲作十字

标记， ７５％ 酒精棉球常规消毒后先铺 １ 层督灸粉， 将桑皮

纸平铺于上面， 然后将少量姜泥于纸上堆成锥形， 再将艾

绒柱插在姜泥上， 最后自大椎穴向腰俞穴依次点燃艾灸柱，
待其燃灭后再点 １ 壮， 共 ３ 壮， 其间若患者有灼热感可将

艾柱提起片刻再行灸治， ３ 壮后清理背部， 每周 １ 次， 连

续治疗 ４ 周。
１ ５　 指标检测

１ ５ １　 中医证候评分 　 参照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 ［７］ ， 包括阵发性鼻痒、 喷嚏、 鼻塞、 清涕量多， 每项

０～５ 分， 总分 ０～２０ 分， 分值越高， 中医证候越明显。
１ ５ ２　 预后情况　 治疗后进行 ３ 个月随访， 记录 ３ 组平均

发作次数和 ３ 个月内复发率。
１ ５ ３　 视觉模拟量表 （ＶＡＳ） 　 采用 ＶＡＳ 评分［８］ 评价疼

痛程度， 取 １ 条刻度 ０～１０ 的直尺， ０ 表示无疼痛， 对自身

毫无影响； １０ 表示疼痛严重， 难以忍受。

１ ５ ４　 ＩｇＧ４ 水平 　 抽取 ３ 组患者空腹静脉血各 ２ ｍＬ，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取上清液， 采用散射比浊试验

（德 国 西 门 子 医 学 诊 断 产 品 有 限 公 司， 国 械 注 进

２０１７２４００９９９） 检测血清 ＩｇＧ４ 水平。
１ ５ ５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 　 采用蛋白质印迹试验， 采集并裂

解鼻腔黏膜组织， １０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５ ｍｉｎ， 取上清液， 等

量蛋白上样， 电泳后电转移至 ＰＶＤＦ 膜上， ＰＢＳＴ 洗膜后以

１ ∶ ５００ 比例加入 ＮＦ⁃κＢｐ５０、 ＧＡＰＤＨ 抗体 ［赛默飞世尔科

技 （中国） 有限公司］， 在 ４ ℃下孵育过夜， 加入辣根过

氧化物酶， 室温避光作用 ２ ｈ 后 Ｘ 射线胶片显影， 软件测

定区带感光密度。
１ ５ ６　 ＴＬＲ２ 水平 　 抽取 ３ 组患者空腹静脉血各 ２ ｍＬ，
３ ０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 取上清液， 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

验检测 ＴＬＲ２ 水平。
１ ６　 疗效 评 价 　 参照 《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 ［７］ ，
（１） 治愈， 症状与体征消失， 中医证候评分降低≥７０％ ， ３
个月内无复发； （２） 好转， 症状与体征明显改善， ３０％ ≤
中医证候评分降低＜７０％ ， ３ 个月内发作次数减少； （３） 未

愈， 症状与体征未改善， 中医证候评分降低＜３０％ 。 总有效

率＝ ［ （治愈例数＋好转例数） ／总例数］ ×１００％ 。
１ ７　 统计学方法　 通过 ＳＰＳＳ ２２ ０ 软件进行处理， 计量资

料以 （ｘ±ｓ） 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验； 计数资料以百分

率表示， 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 多组间两两比较采用 ｑ
检验。 以 Ｐ＜０ ０５ 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 １　 中医证候评分　 治疗后， ３ 组中医证候评分降低 （Ｐ＜
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

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１。
表 １　 ３ 组中医证候评分比较 （分，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阵发性鼻痒 喷嚏 鼻塞 鼻涕清稀量多 总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４ ０２±０ ３４ ２ ２７±０ １５∗ ３ ４５±０ ５２ ２ ７３±０ ２９∗ ３ ０２±０ ５１ ２ ０１±０ １５∗ ３ ０１±０ ６３ ２ ７２±０ ２６∗ １３ ５２±０ ４２ １０ ７３±０ ３６∗

鼻炎 ２ 号组 ４ ０４±０ ３１ １ ３２±０ ２１∗＃ ３ ２６±０ ３７ １ ３０±０ ３１∗＃ ３ ０４±０ ３７ １ ４７±０ １２∗ ３ ０３±０ ４２ １ ６３±０ ２８∗ １４ １３±０ ３８ ５ １４±０ ３１∗＃

督灸组 ４ ０６±０ ３３ １ ４２±０ ３８∗＃ ３ ４１±０ ３５ １ ３５±０ ２８∗＃ ３ ０１±０ ２４ １ ４４±０ ２３∗＃ ２ ９７±０ ３７ １ ４８±０ １７∗＃ １３ ８５±０ ３２ ５ ３１±０ ４２∗＃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０ ０５。

２ ２　 预后情况　 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平均发作次数和 ３ 个

月内复发率低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间比较， 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２。
２ ３　 临床疗效　 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３。

表 ２　 ３ 组预后情况比较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平均发作次数 ／ 次 ３ 个月内复发率 ／ ［例（％）］

对照组 １５ ６４±３ ５３ １７（５６ ６７）
鼻炎 ２ 号组 ８ ３８±２ ３９＃ ８（２６ ６７） ＃

督灸组 ７ ３０±１ ４８＃ １０（３３ ３３） ＃

　 　 注： 与对照组比较，＃Ｐ＜０ ０５。

表 ３　 ３ 组临床疗效比较 ［例 （％）， ｎ＝３０］

组别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

对照组 ５（１６ ６７） ７（２３ ３３） １８（６０ ００） １２（４０ ００）

鼻炎 ２ 号组 ７（２３ ３３） １２（４０ ００） １１（３６ ６７） １９（６３ ３３） ＃

督灸组 １１（３６ ６７） １０（３３ ３３） ９（３０ ００） ２１（７０ ００） ＃

　 　 注： 与对照组比较，＃Ｐ＜０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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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ＶＡＳ 评分　 治疗后， ３ 组 ＶＡＳ 评分降低 （Ｐ＜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４。

表 ４　 ３ 组 ＶＡＳ 评分比较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ＶＡＳ 评分 ／ 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７ ３６±１ ０５ ５ ８２±１ ３８∗

鼻炎 ２ 号组 ７ ５１±１ ２２ ３ ４２±１ ４２∗＃

督灸组 ７ ３１±１ １１ ３ ２６±１ ０３∗＃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０ ０５。

２ ５　 ＩｇＧ４ 水平 　 治疗后， ３ 组血清 ＩｇＧ４ 水平升高 （Ｐ＜
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

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５。
表 ５　 ３ 组 ＩｇＧ４ 水平比较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ＩｇＧ４ ／ （ｇ·Ｌ－１）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３ １４±０ ２５ ３ ４２±０ ３５∗

鼻炎 ２ 号组 ３ ２７±０ ４３ ４ １９±０ ３９∗＃

督灸组 ３ １９±０ ３１ ４ ２２±０ ６３∗＃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０ ０５。

２ ６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 　 治疗后， ３ 组鼻黏膜组织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降低 （Ｐ＜０ ０５）， 也低于正常组 （Ｐ＜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间比较， 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６。
表 ６　 ３ 组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比较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ＮＦ⁃κＢｐ５０

治疗前 治疗后

正常组 ０ ２６±０ ０６ —
对照组 ０ ９３±０ ０６△ ０ ８４±０ ０５∗△

鼻炎 ２ 号组 ０ ９２±０ ０２△ ０ ５６±０ ０８∗＃△

督灸组 ０ ９３±０ ０３△ ０ ５５±０ ０９∗＃△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Ｐ＜

０ ０５； 与正常组比较，△Ｐ＜０ ０５。

２ ７　 ＴＬＲ２ 水平 　 治疗后， ３ 组血清 ＴＬＲ２ 水平降低 （Ｐ＜
０ ０５）， 以鼻炎 ２ 号组、 督灸组更明显 （Ｐ＜０ ０５）， 但 ２ 组

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 ０５）， 见表 ７。
表 ７　 ３ 组 ＴＬＲ２ 水平比较 （ｘ±ｓ， ｎ＝３０）

组别
ＴＬＲ２ ／ （μｇ·ｍＬ－１）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６７ ２５±１３ ７４ ３８ ２６±７ ３８∗

鼻炎 ２ 号组 ６５ ３１±１１ ３２ ２０ ５１±３ ８７∗＃

督灸组 ６７ ０１±１１ ５１ ２１ ３２±４ ２７∗＃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Ｐ ＜ ０ ０５； 与对照组治疗后比较，
＃Ｐ＜０ ０５。

３　 讨论

变应性鼻炎中医名 “鼻鼽”， 认为是由于肺肾等脏腑虚

损、 卫外不固、 风寒异气之邪侵犯鼻窍所致［８］ ， 患者肾阳

不足， 风寒异气易入侵鼻窍， 诱发鼻痒； 正气邪气相争，
故喷嚏频作； 肾气化失职， 则寒水上泛， 故鼻塞， 清涕如

水［９］ 。 本研究发现， 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临床疗效、 预后

均优于对照组， 表明两者疗效显著， 与胡蓉［１０］ 报道一致。
鼻炎 ２ 号中柴胡、 防风主升， 乌梅、 五味子、 诃子主降，
可调节开阖； 葛根、 桂枝、 赤芍、 木蝴蝶、 马勃及山豆根

合用清热解表、 调节开阖； 辛夷、 苍耳子宣通鼻窍， 配合

桔梗排脓、 薏苡仁利湿， 使鼻道通畅； 蜂房解毒消肿止痛，
在各类鼻炎中均有疗效。 督灸借督脉增强艾灸温热作用，
并将温热之力输送至全身阳经， 从而达到治疗虚证、 寒证

的目的［１１⁃１３］ ， 本研究发现， 督灸组中医证候评分、 ＶＡＳ 评

分低于另外 ２ 组， 提示督灸可显著缓解症状， 与昌林亚［１４］

报道一致。 另外， 督灸粉中生附子补火助阳， 肉桂引火归

元， 菟丝子益阴滋肾， 吴茱萸温中散寒， 生姜改善血液循

环， 艾草祛除寒邪， 诸药作用于督脉各腧穴， 既可培补命

门之火， 又可温煦全身脏腑， 以达温肾补肺、 益气散寒、
通利鼻窍之功。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 ＩｇＥ 引导的 Ｉ 型变态反应是过敏反

应主要机制， 而 ＩｇＧ４ 可与肥大细胞表面的 ＩｇＥ 抗体竞争，
进而阻断 Ｉ 型变态反应［１５］ ； 在接受免疫治疗后， 变应性鼻

炎患者 ＩｇＧ４ 水平上调， 提示该因子可预测变应性鼻炎治疗

疗效［１６］ 。 本研究发现， 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血清 ＩｇＧ４ 水平

高于对照组， 表明鼻炎 ２ 号和督灸均可上调 ＩｇＧ４ 水平， 从

而缓解病情。
前期报道， ＴＬＲ２ 和 ＮＦ⁃κＢ 参与变态反应性炎症的发

生［１７⁃１８］ ， 前者在单核细胞、 Ｂ 细胞、 肥大细胞等免疫细胞

中表达［１９］ ， 变应性鼻炎患者其水平高于健康人， 表明 Ｂ 细

胞中 ＴＬＲ２ 的高表达可能与本病相关［２０］ ， 但也有研究认为

增加该因子水平可防止过敏反应发生［２１］ 。 本研究发现， 治

疗后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 ＴＬＲ２ 水平低于对照组， 表明降低

该因子水平有助于治疗变应性鼻炎， 但具体机制仍需进一

步考察。
研究表明， ＮＦ⁃κＢ 是一种转录因子， 通过促进 Ｔｈ２ 细

胞因子释放来使 Ｔｈ１ ／ Ｔｈ２ 细胞因子失衡， 鼻黏膜发生 Ｔｈ２
免疫反应， 进而引发 Ｉ 型变态反应， 产生变应性鼻炎［２２］ ，
并且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与本病机制相关［２３⁃２５］ 。 本研究发现，
ＮＦ⁃κＢｐ５０ 在变应性鼻炎患者中的水平高于健康人群中， 而

鼻炎 ２ 号组和督灸组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低于对照组， 表明鼻炎

２ 号和督灸可下调 ＮＦ⁃κＢｐ５０ 表达， 从而调控 ＮＦ⁃κＢ 通路，
缓解病情。

综上所述， 鼻炎 ２ 号和督灸可降低变应性鼻炎患者

ＴＬＲ２、 ＮＦ⁃κＢｐ５０ 水平， 提高血清 ＩｇＧ４ 水平。

参考文献：

［ １ ］ 　 黄钧伟， 马壮壮， 齐同飞， 等． 玉屏风散对肺气虚型变应

性鼻炎豚鼠血清中 ＴＳＬＰ 及相关因子的影响［Ｊ］ ． 湖南中医

药大学学报， ２０２２， ４２（６）： ９０６⁃９１０．
［ ２ ］ 　 隋海晶， 甄　 甄， 王全桂， 等． 抗 ＩｇＥ 单抗治疗过敏性联合

气道疾病的真实世界研究［Ｊ］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２０２３，
５７（２）： ２７３⁃２８０．

［ ３ ］ 　 王　 孟， 郑　 铭， 王向东， 等． 中国过敏性鼻炎流行病学

３２３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第 ４７ 卷　 第 １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５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研究进展［Ｊ］ ． 中国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２０１９， ２６ （ ８）：
４１５⁃４２０．

［ ４ ］ 　 董　 博， 金修桥． 变应性鼻炎治疗的研究进展［Ｊ］ ． 医学综

述， ２０２１， ２７（１）： １４１⁃１４５．
［ ５ ］ 　 于　 磊， 谭　 潇． 基于脏腑辨证的变应性鼻炎中药研究进

展［Ｊ］ ． 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２３（６）： ６８１⁃６８３．
［ ６ ］ 　 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编辑委员会鼻科组， 中华医学

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分会鼻科学组． 中国变应性鼻炎诊

断和治疗指南 （２０２２ 年， 修订版） ［ Ｊ］ ． 中华耳鼻咽喉头

颈外科杂志， ２０２２， ５７（２）： １０６⁃１２９．
［ ７ ］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ＺＹ ／ Ｔ００１ １ ～

００１ ９⁃９４） ［Ｓ］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４．
［ ８ ］ 　 房永健， 梁俊薇， 孙 　 蒙， 等． 从时间节律探讨变应性鼻

炎的发病与中医防治［Ｊ］ ． 山东中医杂志， ２０２２， ４１（１２）：
１２６０⁃１２６３．

［ ９ ］ 　 陈嘉楠， 孙书臣， 杨 　 丽． 中医鼻病序贯疗法治疗变应性

鼻炎肺虚感寒证临床研究［Ｊ］ ． 国际中医中药杂志， ２０２２，
４４（４）： ３８０⁃３８３．

［１０］ 　 胡　 蓉， 郭　 裕， 王丽华． 天突穴水针疗法联合督灸治疗

变应性鼻炎的临床研究［Ｊ］ ． 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咽喉科杂

志， ２０２３， ３１（１）： ３２⁃３５．
［１１］ 　 金　 颖， 孟茶卿． 中药熏蒸结合督灸疗法治疗寒湿痹阻兼

血瘀型慢性腰腿痛的疗效观 察［Ｊ］ ． 中国中医药科技，
２０２３， ３０（２）： ２９６⁃２９８．

［１２］ 　 黄凤怡， 曾丽微， 柳治宇， 等． 加味真武汤联合督灸治疗

脾肾阳虚型消渴病癃闭的临床观察［Ｊ］ ． 广州中医药大学学

报， ２０２３， ４０（４）： ８７２⁃８７８．
［１３］ 　 唐娅妮， 崔艺敏， 何轶帆， 等． 艾灸热、 光、 烟作用机制

研究进 展［Ｊ］ ． 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 ２０２２， ２９ （ １１ ）：
１４８⁃１５１．

［１４］ 　 昌林亚， 孙麦青． 督灸治疗肺脾气虚型变应性鼻炎的临床

研究［Ｊ］ ． 世界科学技术 （中医药现代化）， ２０１９， ２１（１２）：
２８６１⁃２８６６．

［１５］ 　 黄秋菊， 魏 　 欣， 林 　 霞， 等． 粉尘螨舌下免疫治疗对

海南地区变应性鼻炎患者特异性 ＩｇＧ４ 表达水平的影响［Ｊ］ ．

临床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 ２０２０， ３４（２）： １３５⁃１３９．
［１６］ 　 哈再古丽·贾汉，冯　 娟． 血清 ｍｉＲ⁃３７５、 ＩｇＧ４ 表达在过敏

性鼻炎中的临床意 义［Ｊ］ ． 中华保健医学杂志， ２０２０，
２２（４）： ３７２⁃３７４．

［１７］ 　 张晓文， 张慧云， 王 　 维， 等．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液嗜酸

性粒细胞富集群中 ＴＬＲ２、 ＴＬＲ４、 ＴＬＲ７ 和 ＴＬＲ９ 的变化及

其相 关 性［Ｊ］ ． 西 安 交 通 大 学 学 报 （ 医 学 版）， ２０１８，
３９（４）： ５３７⁃５４１； ５７２．

［１８］ 　 董春花， 马新春， 张　 英． 变应性鼻炎患者血清 ＯＰＮ、 ＮＦ⁃
κＢ 与 ｓＩｇＥ 水平的相关性［Ｊ］ ． 国际检验医学杂志， ２０２１，
４２（４）： ４７３⁃４７５．

［１９］ 　 柏秋露， 张晓文， 王 　 维， 等． 过敏性鼻炎及其合并哮喘

患者血液单核细胞和 Ｂ 细胞上 Ｔｏｌｌ 样受体 ２ （ＴＬＲ２） 的检

测分 析［Ｊ］ ． 细 胞 与 分 子 免 疫 学 杂 志， ２０２３， ３９ （ ３ ）：
１９３⁃１９８．

［２０］ 　 Ｆｒａｎｓｓｏｎ Ｍ， Ａｄｎｅｒ Ｍ， Ｅｒｊｅｆäｌｔ Ｊ， ｅｔ ａｌ． Ｕｐ⁃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ｌｌ⁃
ｌｉｋｅ ｒｅｃｅｐｔｏｒｓ ２， ３ ａｎｄ ４ 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 ． Ｒｅｓｐｉｒ Ｒｅｓ，
２００５， ６（１）： １００．

［２１］ 　 Ｖａｎｈｉｎｓｂｅｒｇｈ Ｌ Ｊ， Ｐｏｗｅ Ｄ Ｇ， Ｊｏｎｅｓ Ｎ Ｓ．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ＬＲ２
ｇｅｎ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ａｎｄ ｎｏｎ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Ｊ］ ． Ａｎｎ
Ａｌｌｅｒｇｙ Ａｓｔｈｍａ Ｉｍｍｕｎｏｌ， ２００７， ９９（６）： ５０９⁃５１６．

［２２］ 　 桑　 飞， 王　 霞， 郭　 鑫， 等． 雷公藤甲素通过 ＴＬＲ４ ／ ＮＦ⁃
κＢ 通路对过敏性鼻炎模型大鼠的治疗作用及机制研究［Ｊ］ ．
吉林中医药， ２０２３， ４３（２）： １９９⁃２０４．

［２３］ 　 Ｄｏｎｇ Ｊ Ｈ， Ｘｕ Ｏ， Ｗａｎｇ Ｊ Ｘ， ｅｔ ａｌ． Ｌｕｔｅｏｌｉｎ ａｍｅｌｉｏｒａｔｅｓ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１ ／ Ｔｈ２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ｖｉ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ｒａｔｓ［Ｊ］ ． Ｉｍｍｕｎｏ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
Ｉｍｍｕｎｏｔｏｘｉｃｏｌ， ２０２１， ４３（３）： ３１９⁃３２７．

［２４］ 　 Ｐｉａｏ Ｃ Ｈ， Ｆａｎ Ｙ Ｊ， Ｎｇｕｙｅｎ Ｔ Ｖ， ｅｔ ａｌ． ＰＭ２ ５ ｅｘａｃｅｒｂａｔｅｓ
ｏｘｉｄ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ａｍｍａｔｏｒ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Ｎｒｆ２ ／ ＮＦ⁃
κＢ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ｗａｙ ｉｎ ＯＶＡ⁃ｉｎｄｕｃｅｄ ａｌｌｅｒｇｉｃ ｒｈｉｎｉｔｉｓ ｍｏ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Ｊ］ ． Ｉｎｔ Ｊ Ｍｏｌ Ｓｃｉ， ２０２１， ２２（１５）： ８１７３．

［２５］ 　 魏　 然， 姚玉廷． ＴＬＲ４ ／ ＮＦ⁃κＢ 信号通路在鼻炎灵治疗过敏

性鼻炎中的作用分析［Ｊ］ ． 解放军医药杂志， ２０２２， ３４（１）：
１０９⁃１１２．

４２３

２０２５ 年 １ 月

第 ４７ 卷　 第 １ 期

中 成 药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ｅｎｔ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２５

Ｖｏｌ． ４７　 Ｎｏ． 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