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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脏六腑皆令人痒，非独心也
———皮肤瘙痒症的辨治体会

● 陈国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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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四十年前，即 １９６６年 ２月在

上海中医学院外科学教研组及附

属龙华医院外科所主编、上海科技

出版社出版的《中医外科临床手

册》中，第七章专论皮肤病，共计

５７种。其中第 ３４为＂皮肤瘙痒
病＂。现在的相关论著一般都未设
此病，连皮肤瘙痒＂症＂也没有。那
多是因为西医学认为皮肤瘙痒症

只是许多常见皮肤疾病如湿疹、荨

麻疹、神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寻

常性鱼鳞病、带状疱疹、疥疮及黑

变病等病过程中的一个症状。其

实，其它不少疾病，如内科范畴的

糖尿病、黄疸肝炎等，也可并发皮

肤瘙痒症。由于环境、空气的污

染，农药、化肥的滥用，饮食中有害

甚至有毒成分的出现，生活节奏的

加快，故皮肤瘙痒症时有发生。本

文特将近二三年中所接诊的８０例
病人中资料比较完整的辨治体会

总结成文，以为防治本症尽微薄之

力。该症的病因、病机《中医外科

临床手册》认为是：湿热蕴于肌肤，

不得疏泄；血虚肝旺，以致生风出

燥，肌肤失养。该症的治疗主要是

清热化湿，养血平肝，祛风润燥。

笔者有限的实践已大大丰富了该

症的病因病机及治疗。

２　病机探讨
产生“痒”的机理是什么呢？

《灵枢·刺节真邪》篇认为：“虚邪

之中人也，……搏于皮肤之间，其

气外发，腠理开，毫毛摇，气往来

行，则为痒。”风邪犯表，正气出与

抗争，腠理开泄，风邪游走于毛腠

之间，故痒。《诸病源候论．风瘙痒
候》也认为“此由游风在于皮肤”

所致，虽不如《灵枢》所论详细，但

“遇热则瘙痒”则补《灵枢》之未

逮。这可能是受示于《金匮要略·

水气病》篇。其云：“……风气相

搏，风强则为隐疹，身体为痒，痒为

泄风，……”意谓风与热相搏，风邪

偏盛则伤及营分，故成隐疹，营随

风行故痒，是以云“痒为泄风”。金

元．朱丹溪认为：“诸痒为虚。血不
荣肌肤，所以痒也。”明．戴原礼认
为“有脾虚身痒，……”从上述认识

看，似乎隋及其以前多责之邪盛，

隋以后则责之正虚，实则并非尽

然。因为在《伤寒论》中既责之邪

盛，也责之正虚。如：“太阳病，得

之八九日，……面色反有热色者，

未欲解也，以其不得小汗出，身必

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阳明病，

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

状者，此以久虚故也。”太阳病至八

九日，理应表解身凉，今热多寒少，

面部反呈郁热之色，是表邪仍未欲

解。邪郁久不得小汗出，故身必

痒；阳明病因里热熏蒸，津液被迫，

本应多汗，今反无汗，此不但阴亏，

津液不足，更兼阳虚失其温化之

力，不能使汗达表，致汗液欲出不

得，故身痒即所谓“如虫行皮中

状。”前者为邪实，后者属正虚，皆

不得汗而致痒。笔者验案１６例的
邪实计有：心火（３案），肺热（４
案），肺寒湿（１案），脾湿（１０案），
胃热（１案），下焦（肝肾）湿热（４
案）等；正虚计有：心阴虚（４案），
肺阴虚（２案），肺阳虚（１案），胃
阴虚（１案），肝阴虚（３案），肝阳
虚（１案），中气虚（１案），肾阴虚
（６案），肾阳虚（１案）等。此其
一。其二，由于本文开头所述的原

因，导致了本病发病率的提高，其

病因病机错综复杂，其病变脏腑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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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心、小肠、肺、大肠、脾、胃、肝、

胆、肾等。在１６个案例中，涉及上
述病变脏腑的案次分别是：５、１、６、
１１、４、１２、２、１１。因此，关乎肝、脾、
肾者最多，其次为肺、心、胃。这里

只是以初诊时所涉及的脏腑为据。

涉及脏腑最多者达 ７个（如 ３．１
案），最少者也有２个（如 ３．５、２．
６、２．８诸案），四十年前《中医外科
手册》将本症归之于肝，至今依然

是正确的。其三，对某些患者的治

疗，所用之方，并非从一而终，疗效

不显，更换初诊时部分方药（如３．
３案）；疗效不显，属用药未丝丝入
扣者，基本治法不变，仅更换个别

方药（如３．２案）；改治他病、他症
者，相应改方（如２．６３．１４３．１６案）
等。但万变不离脏腑；其四，从初

诊所用１６个方剂看，五苓散８用，
一贯煎５用，四妙丸４用，导赤散３
用，玄麦甘桔茶、乌梅丸皆２用，余
９方皆 １用。从此角度证明了皮
肤瘙痒症多关乎脾、肝、肾，其次是

心、肺；其五，从１６案的治疗来看，
都非见痒止痒，而是以治痒为主，

兼治其相关的病证。其六，关于

《内经》所引“诸痛痒疮，皆属于

心”之“痒”，王冰注释道：“心寂则

痛微，心躁则痛甚，百端之起，皆自

心生，痛痒疮疡，生于心也。”不知

是否受示于此，有的医家乃至《内

经》教材认为，此“痒”应作“疡”，

无论此种认识正确与否，皮肤瘙痒

症虽关乎心，但大多与心无关。

３　病案举例
３．１　脾虚湿生，胃热肾寒　何某
某，女，６２岁。２００５年 ６月 １１日
就诊。

诉每年七、八月份必发全身瘙

痒已６年。大约是 １９９８年 ７月，
全身突发瘙痒，起暗红色疹块，不

流水，持续半月，经用西药而愈。

从１９９９年开始，每年七、八月份必
发，除双手有时起小水泡外，余与

初发时相同，无论用药与否，均半

月左右而愈。现胃酸多，不思食，

小腹胀，大便日１～４行，质稀，便
毕有未尽之感；心偶尔有悬吊之

觉；脑鸣，听、视力俱下降；腰酸（双

肾结石、积水），有胆囊结石、白内

障、高血压 （１６０／８０ｍｍＨｇ）。脉
弦，略数，舌暗，苔白。由经治多年

的皮肤科医生陪伴前来就诊，希望

用中药控制其再度复发。合参目

前的脉证，可谓脾、胃、肠、肝、胆、

肾、心俱病。而与皮肤瘙痒症最为

密切的，要数患者所呈现的脾、胃、

肠之见症了。立清利湿热、寒温并

投之法，投四妙丸合《金匮要略》乌

梅丸加味：苍术 ２０ｇ，黄柏 ２０ｇ，怀
牛膝１０ｇ，苡仁２０ｇ，乌梅３０ｇ，细辛
６ｇ，党参１０ｇ，制附片 ６ｇ，桂枝 ３ｇ，
川椒 ８ｇ，干姜 ６ｇ，黄连 １０ｇ，当归
６ｇ，炒枳实 １５ｇ，苦参 １０ｇ，桃仁
１０ｇ，红花１０ｇ，鸡内金１０ｇ。六剂。

是年国庆前夕，上述介绍人

称，上药共服 ２０剂，胃酸不明显，
饮食正常，大便每日一行，偶尔两

行，小腹胀消失，脑鸣大减，心的悬

吊感亦未曾发生；皮肤瘙痒症未卷

土重来。

按　脾主肌肉，皮肤瘙痒的发
作与痊愈皆关乎脾。患者不思食，

胃酸多，大便频、小腹胀等，乃脾、

胃、肠俱病之征，综观其脉舌，不离

湿热，故首选四妙丸；乌梅丸在《伤

寒论》中主“久利”，故次择之；所

加余味以理气、活血、助腐熟。诸

药合用，釜底抽薪，湿热得除，脾、

胃、肠功能健旺，是以瘙痒症无机

东山再起。

３．２　肝肾阴虚，下焦湿热　叶某，
女，４６岁。２００４年 １２月 １３日初
诊。

诉每年冬天双下肢即干燥、瘙

痒、起屑已５年。２０００年冬天，原
因不明地突发双下肢皮肤干燥、瘙

痒、起屑，春节后天气转暖即不治

而愈。一周前第五次发作，用西药

无效，特就诊于中医。除上述症状

外，余无不适。脉微数，舌暗红，苔

少。证属肝肾阴虚，下焦湿热。治

宜滋养肝肾，清热利湿。方投一贯

煎合四妙丸加味：生地 １５ｇ，当归
８ｇ，麦冬 １０ｇ，川楝子 ８ｇ，北沙参
１０ｇ，枸杞子 １５ｇ，苍术 １０ｇ，黄柏
１０ｇ，怀牛膝 １０ｇ，苡仁 ２０ｇ，苦参
１０ｇ，丹参 １５ｇ，鸡血藤 ３０ｇ，玄参
１０ｇ，赤勺 １５ｇ，益母草 １０ｇ，川芎
６ｇ，炒谷麦芽各１５ｇ。七剂。

１２月２７日复诊。诉药后上症
略减，但因公出差，一周未服药，故

痒复如故。脉舌同上。守上方加

地肤子１０ｇ，制附片３ｇ。七剂。
２００５年１月３日电话告知：瘙

痒已除。为防复发，请同事前来索

上方七剂。

１月１０日三诊。诉服所带取
七剂药期间，下肢曾瘙痒１次。有
时嗜睡。脉微数，舌偏暗，有淤点，

苔白略干。守上方加炒白术１０ｇ、
山药２０ｇ，七剂。以强健脾止痒之
功。

按　患者脉舌均难以征其下
焦湿热，《金匮要略》认为“浊（湿）

邪居下”，加之脉微数，舌红，苔少，

而病位又在下肢，故作下焦湿热

观。初诊略见成效。复诊时加地

肤子以祛风，略加附片温肾以收滋

养肝肾之功，这尤如《金匮》肾气丸

中用桂枝、附子。四两拨千斤，量

小效宏。２００５年冬其上司面告，
未曾复发。

３．３　心阴亏虚，肺虚脾湿　李某，
女，７０岁。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１５日初
诊。

诉每年夏天即皮肤瘙痒，天凉

则不药而愈已多年。患者记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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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何年开始，每逢入夏不久即全身

皮肤瘙痒，天凉则痒止。曾经中西

医多年诊治，瘙痒减轻，但难以除

根。现干咳两月，昼夜不断，不思

食，尿微黄，今日大便两次。脉微

数，舌边尖红，苔中根白略厚。咽

红。证属心肺肝肾之阴俱虚，脾虚

湿盛。治宜清养心肺，健脾利湿。

方投导赤散、玄麦甘桔茶合《金匮

要略》五苓散加味：生地１５ｇ，木通
６ｇ，甘草 １５ｇ，竹叶 １２ｇ，玄参 １０ｇ，
麦冬１０ｇ，桔梗１０ｇ，泽泻２４ｇ，桂枝
３ｇ，茯苓 １２ｇ，白术 １０ｇ，猪苓 １０ｇ，
杏仁１０ｇ，车前子１０ｇ，黄连６ｇ，苦
参１０ｇ。七剂。
８月２２日复诊。诉皮肤瘙痒

略减，纳食略增，大便日三四行，有

时咽中不适，白天干咳阵作，夜晚

仅轻微咳嗽。视物欠清。脉同上，

苔中根微黄，咽红。上方去导赤

散、五苓散，易之以一贯煎及三妙

丸：生地 １５ｇ，当归 １０ｇ，川楝子
１０ｇ，麦冬２０ｇ，北沙参１０ｇ，枸杞子
１５ｇ，苍术 １０ｇ，黄柏 １０ｇ，怀牛膝
１０ｇ，玄参１０ｇ，甘草８ｇ，桔梗８ｇ，杏
仁１０ｇ，黄芩 １０ｇ，陈皮 １０ｇ。十四
剂。

９月 ６日专程面告，痒、咳俱
除。

按　患者舌边尖红，多为肝肾
阴虚，本应加用一贯煎，恐药多而

杂，故舍而不用。复诊时虽痒轻咳

减，但不尽如人意，加之湿已开始

化热，故既养肝肾之阴，使金水相

生，木不刑金，有助于肺合皮毛、复

其肃降，一箭双雕；又加三妙以清

利中下焦热与湿，加速水与金相

生，且培土以运脾、生金。

３．４　肺卫不固，脾虚生湿　王某
某，女，４６岁。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８日
初诊。

诉受热（洗热水澡、外出行走

稍久等）则全身皮肤略痒多年。患

者记不清是何年何月受热则皮肤

略痒，久治不愈。近几日感胸闷、

心慌。脉细，舌暗红而润。证属肺

卫不固，脾虚生湿。治宜宣肺散

寒，健脾运湿。方投《金匮要略》葛

根汤、五苓散加味：葛根１５ｇ，炙麻
黄１０ｇ，白芍１０ｇ，大枣１２ｇ，生姜３
片，桂枝１３ｇ，炙甘草６ｇ，泽泻２４ｇ，
白术１０ｇ，茯苓１２ｇ，猪苓１０ｇ，黄芪
２０ｇ，地肤子１０ｇ，白藓皮１０ｇ，金银
花１５ｇ，夏枯草１５ｇ，浮小麦３０ｇ，苦
参１０ｇ，地骨皮１５ｇ，七剂。
７月２５日复诊。诉面部瘙痒

略有减轻，但受热后四肢、背部、两

下颌依然略痒。气短仍在，且腿

软、乏力、乏味。脉细稍弦，舌红苔

中白。方投《金匮要略》黄芪桂枝

五物汤及四物汤加味：黄芪３０ｇ，桂
枝１０ｇ，生姜６片，大枣１２枚，白芍
２０ｇ，熟地１０ｇ，川芎１０ｇ，当归１０ｇ，
丹参１５ｇ，黄精１０ｇ，益母草１０ｇ，地
肤子１０ｇ，苏叶６ｇ，桑叶１０ｇ，苡仁
２０ｇ。七剂。

８月１日三诊。诉面部、背部
瘙痒已不明显，服药期间自觉早晨

面部发红，有时觉皮肤潮热，急躁

时四肢轻微颤动，口苦，不欲饮水。

脉细，舌暗红，苔薄白。守上方加

大贝１０ｇ，怀牛膝１０ｇ。七剂。
８月 ８日四诊。服上药第一

二剂时曾腹泻，矢气频频。四肢震

颤未曾发生，瘙痒已不明显，脉细，

舌红，苔少。守上方，黄芪加至

５０ｇ，七剂。以防复发。
按　葛根汤在《金匮要略·痉

湿病》篇中通过开泄太阳、阳明

而治欲作刚痉，该案从表面看，似

乎是单纯的热证，实则为有寒，其

舌色暗，不独主血瘀，也主阳虚而

寒（湿），其脉细征湿盛，故试投葛

根汤。复诊时知初见成效，其不甚

显著，可能是清热药用之太多所

致。虽仍立足于治肺，但更之以通

阳行痹的黄芪桂枝五物汤，加上养

肝血的四物汤，并酌用祛风之味，

大见成效。三诊时加大贝清宣其

肺而除潮热，加怀牛膝引热下行而

降面热，是以瘙痒基本消失。

３．５　肺肾阴虚，脾虚生湿　刘某
某，男，６５岁。２００５年８月５日初
诊。

诉全身瘙痒１０年。１０年前原
因不明地突发四肢，继之全身的瘙

痒。起栗米大小颗粒，抓之渗血，

久而久之，瘙痒处皮色变深。经皮

肤科给予抗过敏药物及外搽药物

治疗，症状得以短暂控制，但旋即

或不久即复发。医生告知，此症已

“治不好”了，只能如此。刻诊：全

身皮色均较深，双上肢肘关节以上

满布肉疙瘩，压之不痛，不红，略

痒，胸腹、背部及两膝以下亦略痒。

久行或久立均大腿麻木。胃脘偶

尔悸动，大便每日一行，质稀。脉

微数，左寸略弱，舌边尖红，苔中

白。证属肝肾阴虚，脾虚生湿。治

宜滋养肝肾，健脾运湿。方投一贯

煎合《金匮要略》五苓散加味：生地

１５ｇ，当归 １０ｇ，川楝子 ８ｇ，北沙参
１０ｇ，麦冬 １０ｇ，枸杞子 １５ｇ，泽泻
２４ｇ，桂枝 ３ｇ，茯苓 １２ｇ，白术 １０ｇ，
猪苓１０ｇ，玄胡１０ｇ，赤芍１０ｇ，川牛
膝１０ｇ，丹参１５ｇ，川朴１０ｇ，地肤子
１０ｇ，白藓皮１０ｇ。七剂。

８月１２日复诊。诉颈部略痒，
余痒皆除。守上方加知母１０ｇ。七
剂。

９月 ３日三诊。药未尽而痒
尽除。患者以为已全愈，岂料昨日

双上肢肘关节以下略痒，左下肢胫

侧（足三里下方）亦略痒（此处有

癣疾）。尿黄，便溏。脉略数，舌边

尖红，苔中薄黄。守上方去赤芍、

川朴；加栀子 １０ｇ，黄柏 １０ｇ。七
剂。

９月１０日四诊。上药服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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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毕，瘙痒消失。但前日背部及左

上肢曾偶尔瘙痒。癣疾处配合外

搽膏剂，竟亦痒除，且已结痂（这是

过去所没有过的）。特别是双上肢

的肉疙瘩已没了踪迹，不辞而别，

患者喜不自禁。脉数，舌红，苔白。

守上方加金银花１５ｇ。七剂，以观
后效。

按　患者舌边尖红乃肝肾阴
虚之征，阴虚生风（脉左寸略弱，征

心血虚），加之疏泄紊乱，可致瘙

痒；便溏，苔中白，皆为湿盛之象。

湿邪困脾则四肢肌肉失主，湿邪泛

滥，肌肤失养亦致痒。故两方会

化。加玄胡、丹参、厚朴、地肤子之

类，以活血、调肝、化湿、祛风。

３．６　肺心热盛　风邪入络　刘某
某，女，５６岁。２００４年９月２日初
诊。

左上肢起红色斑点、瘙痒 １１
天。８月１９日因左肘关节疼痛而
自行涂搽正红花油，８月２２日该患
处即起红色斑点伴瘙痒，经抗过敏

治疗略有好转，但时轻时重。现自

觉有火，但口干而不欲多饮。脉

弦，微数，舌红，苔少。证属肺心热

盛，风邪入络。治宜清养肺心，祛

风解毒。方投银翘散、导赤散加

味：金银花１５ｇ，连翘１０ｇ，薄荷８ｇ，
荆芥１０ｇ，淡豆豉１０ｇ，竹叶１０ｇ，甘
草 １５ｇ，桔梗 ６ｇ，芦根 ３０ｇ，生地
１５ｇ，木通 ６ｇ，玄参 １０ｇ，蒲公英
１５ｇ，黄连８ｇ。七剂。

９月 １４日托人面告，五剂服
毕，瘙痒即愈。

按　疼痛的肘关节涂搽正红
花油３天后方起红斑、瘙痒，说明
这只是一个诱因，患者肘关节可能

平素即有风热之邪，而红花油又加

剧其热，即所谓＂两热所得＂，热极
又生风，故发痒、发红。虽自觉有

火，但口干不欲多饮，一说明虚（不

仅肺心阴虚，且肝阴亦虚，故脉

弦），二说明兼夹有少量湿邪。

３．７　湿滞于中　风热扰肺　定某
某，女，５６岁。２００４年 ５月 ２４日
就诊。

诉颈部及上半身瘙痒约一周。

一周前突发颈部及上半身痒疹，且

以夜晚为剧，自觉舌尖有咸味，自

认为与进甜食过多有关。经抗过

敏治疗，症状略有减轻。脉细，舌

淡，苔白略厚。证属湿滞于中，风

热上扰。治宜化湿和中，清热祛

风。方投藿香正气散加味：藿香

１０ｇ，大腹皮 １０ｇ，苏叶 ６ｇ，炙甘草
６ｇ，桔梗６ｇ，陈皮１０ｇ，茯苓１２ｇ，白
术 ６ｇ，厚朴 １０ｇ，法夏 １０ｇ，神曲
１０ｇ，白芷 ６ｇ，生姜 ５片，大枣 １０
枚，金银花 １５ｇ，连翘 １０ｇ，玄参
１０ｇ，牛蒡子６ｇ。五剂。

同年１１月８日因低血压就诊
时，告知上药服毕两三天后瘙痒方

尽消。

按　《金匮要略》首篇认为＂
浊（湿）邪居下＂，因湿为阴邪，而
腰以下亦属阴，以阴从阴。该患者

虽湿滞于下，瘙痒却表现在腰以

上，这与其兼风热有关，即湿与风

热相搏所致。况《素问·生气通天

论》有＂因于湿，首如裹＂之载。大
虚之处，便是容邪之所。夜为阴，

湿亦为阴，阳消阴长，故以夜为剧。

甘能助湿，患者估计与进甜食过多

有关，可谓一语中的。而舌尖有咸

味，乃中焦湿热，传病于肾，而肾又

传病于心所致。

３．８　脾虚湿盛，肝血虚淤　裴某
某，女，６６岁。２００６年 ８月 １５日
就诊。

诉全身皮肤瘙痒，起红疹约

１８天。１８天前，原因不明地全身
皮肤瘙痒、起红疹，经用西药治疗，

瘙痒有减，但口干。诊见面部潮

红。脉结，舌暗红，有瘀点，苔白

腻。证属脾虚湿盛，血虚兼瘀。治

宜健脾化湿，养血活血，兼以祛风。

方投《金匮要略》五苓散及桃红四

物汤加味：泽泻２４ｇ，桂枝３ｇ，茯苓
１２ｇ，白术１２ｇ，猪苓１０ｇ，桃仁１０ｇ，
红花１０ｇ，熟地１０ｇ，当归１０ｇ，川芎
１０ｇ，白芍１０ｇ，苦参１０ｇ，苡仁２０ｇ，
地肤子１０ｇ，白藓皮１０ｇ。七剂。
８月２２日复诊。诉上药服至

第二剂时即瘙痒大减，服毕第四剂

时，瘙痒消失。现有时胸闷、心慌，

自觉左胸颤动，余可。脉结，舌红，

有瘀点，苔白。此属心的阴阳两虚

所致，故改投炙甘草汤加味，以巩

固疗效。炙甘草１５ｇ，桂枝１０ｇ，大
枣１２枚，生姜５片，麦冬１０ｇ，麻仁
８ｇ，党参１０ｇ，阿胶１５ｇ（另烊），生
地１５ｇ，丹参１５ｇ，桃仁１０ｇ，栝蒌壳
１０ｇ，苡仁２０ｇ，茯苓１２ｇ，炒谷麦芽
各１５ｇ。七剂。

按　脾主肌肉，患者苔白腻，
意味脾虚湿盛，湿邪漫溢肌肤，加

之血虚而瘀，且兼有风邪，故全身

瘙痒、起红疹，由于辨证准确，故药

未尽剂，而病已愈。

３．９　脾虚湿生　血虚而热　王某
某，女，２４岁。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１２日
初诊。

诉皮肤瘙痒近４年。２０００年
７月突发皮肤瘙痒，起大小不等的
疹块，略高于皮肤，色鲜红。服西

药半小时即愈，但每天必发，四季

皆然。今日已发过，仍可隐约见到

疹块的痕迹。月经先后不定期，血

色先黑后鲜，块状，五六天方净；

小、少腹偶疼，劳则腰疼；发现霉菌

性阴道炎约半年；头晕，入睡难。

脉细，舌淡，苔白，边齿印。证属脾

虚湿生，血（肝）虚有热。治宜健脾

运湿，养血清热。方投《金匮要略》

五苓散合四物汤加味：泽泻２０ｇ，桂
枝 ３ｇ，白术 １０ｇ，茯苓 １２ｇ，猪苓
１０ｇ，熟地１０ｇ，当归１０ｇ，川芎１０ｇ，
白芍１０ｇ，金银花１５ｇ，连翘１０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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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子１０ｇ，川连６ｇ，赤芍１０ｇ，苦参
１０ｇ，蛇床子１０ｇ。七剂。

６月２１日复诊。诉瘙痒发作
仅５次，且程度略轻。服药第二剂
即停服西药。现轻度恶心，腹未

疼，头晕减，入睡稍易。脉滑细，舌

红，苔少。守上方去四物汤，加导

赤散即生地１５ｇ，木通６ｇ，甘草８ｇ，
竹叶１０ｇ。七剂。
６月２８日三诊。诉仅发作一

次，痒而不甚，无明显疹块。脉舌

同上。守上方加黄芪 ２０ｇ、防风
１０ｇ、神曲１０ｇ。十剂。以观后效。

按　单从疹块颜色看，属热
证。但此热一乃湿郁而化，一系血

虚而生。故首重健脾运湿，次重养

肝血而退热，加金银花、连翘等径

轻清其热。加苦参、蛇床子，寒温

并投，通过治其霉菌性阴道炎而间

接消疹止痒。

３．１０　脾虚湿盛，心阴不足　张
某，女，５岁。２００６年７月１０日初
诊。

其母代诉：全身皮肤起疹块、

发红（色淡）、瘙痒，断续发作两年。

两年前，原因不明地全身皮肤起淡

红色的疹块，略痒，始用西药抗过

敏治疗，疗效尚好，但不久又复发，

无规律性可言。后来即令用西药

也不甚理想，反反复复长达两年之

久。现皮肤瘙痒，可见散在的略高

于皮肤的疹块，色淡红，痒而不甚，

喜俯卧，睡不安神，常盗汗，饮食尚

可。脉细，舌边尖红，苔白厚。证

属心阴虚有热，脾虚湿盛。治宜清

心滋阴，健脾利湿，兼以祛风。方

投《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导赤散

合《金匮要略》五苓散加味：甘草

５ｇ，浮小麦 ５０ｇ，大枣 １２枚，生地
１５ｇ，木通 ６ｇ，竹叶 １０ｇ，泽泻 ２０ｇ，
桂枝３ｇ，茯苓１２ｇ，白术１０ｇ，猪苓
１０ｇ，地肤子 １０ｇ，苏叶 ６ｇ，麻黄根
６ｇ，赤芍 １０ｇ，鸡内金 １０ｇ，焦山楂

１５ｇ。五剂。
７月１７日复诊。诉上方服用

至２／３时，疹块依然，五剂服毕，疹
块方略小，目前尚在发作中，最大

的疹块直径约１．５ｃｍ，发红，痒甚。
脉细，舌红，苔薄白。守上方，去五

苓散，加金银花 １５ｇ，连翘 １０ｇ，玄
参１０ｇ，丹皮１０ｇ。十剂。
７月３１日其母电话反映，药至

第七剂瘙痒消失，皮肤恢复到正常

状态，嘱其停服余下之药，以观后

效。

按　《素问·至真要大论》云：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该案例主

要病在心，因心阴虚生内热所致，

加之脾虚湿盛，虚热与湿相互搏

结，溢于皮肤，故肿、红、痒，是以选

用《金匮要略》甘麦大枣汤合后世

的导赤散，辅以《金匮要略》五苓散

以健脾祛湿。复诊时，虽然瘙痒未

除，但湿邪已不复存在，为瘙痒的

停止铺平了道路。复诊时皮肤的

肿块颜色鲜红，说明兼有风热，故

加金银花、连翘、玄参、丹皮以清热

祛风，凉血活血，故药未尽剂，而瘙

痒已除。

３．１１　脾虚肾热，风邪袭肺　张
某，女，４５岁。２００６年 ７月 １０日
初诊。诉两眼周围发红、发痒、肿

胀已４周。诉４周前突发两眼周
围发红、发痒、肿胀，且多在周五、

周六；白带偏多，经前小腹略胀；常

胃脘不适。脉细，舌红，苔白，咽

红。证属脾虚有湿，下焦湿热，兼

风邪上扰。治宜清利湿热，健脾祛

风。方投《金匮要略》五苓散合四

妙丸、玄麦甘桔茶加味：泽泻２０ｇ，
桂枝３ｇ，茯苓１２ｇ，白术１０ｇ，猪苓
１０ｇ，苍术 １０ｇ，黄柏 １０ｇ，怀牛膝
１０ｇ，苡仁２０ｇ，玄参１０ｇ，麦冬１０ｇ，
甘草８ｇ，桔梗６ｇ，金银花１５ｇ，连翘
１０ｇ，桑叶１０ｇ，丹皮１０ｇ，赤芍１０ｇ，
土茯苓 １０ｇ，炒谷麦芽各 １５ｇ。七

剂。

７月１７日复诊。药后右眼周
围的疹块消退，左眼周围反有所增

加，但不痒。据患者诉，上药服至

五剂，眼部的红、痒、肿尽失，但“得

意忘形”，于两天前的晚上自服黄

芪花粉，昨日早晨，上症（以痒为

主）复燃，但现已基本消退。并说

服药期间前阴分泌物增加，小腿较

舒适，小腹略胀。脉细，舌红，有瘀

点，苔白而少。守上方，加百合

１０ｇ，以善其后。
按　上眼胞属脾，目下乃胃脉

所过，故患者眼周的红、痒、肿乃脾

虚有湿，郁而化热，且兼有风邪所

致，故首选五苓散；白带偏多，经前

小腹略胀，皆下焦湿热所致，故加

用四妙丸。患者服药后前阴分泌

物增加系湿热外出之象；咽部发

红，乃肺阴虚所致。脾主肌肉，肺

合皮毛，而人体的上下之间，应处

于一种相对的平调状态，患者的白

带偏多，打破了与人体上部的平调

状态，三者相加，导致了患者的上

述症状，故脾肺兼治，上下平调，而

收效快捷。

３．１２　脾输太过，肝阴不足　李某
某，男，５２岁。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５日
初诊。诉全身瘙痒时发约 ２０年，
加重２年。大约１９８４年因饮食原
因导致全身皮肤瘙痒，起红色疹

点，或发泡流水。经中西医治疗，１
周左右即多可控制。近两年，用遍

中西药，皆疗效不显。除上述症状

外，尚觉饮水则尿，有时头昏疼（高

血压已２年），或胸满闷，大便日二
行，自述有螨虫及真菌感染。脉

弦，舌边红，苔白。证属脾输太过，

肝阴不足。治宜健脾利湿，滋养肝

阴。方投《金匮要略》五苓散合一

贯煎加味：泽泻２０ｇ，桂枝３ｇ，白术
１０ｇ，茯苓１２ｇ，猪苓１０ｇ，生地１５ｇ，
当归１０ｇ，川楝子８ｇ，麦冬１０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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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参１０ｇ，枸杞子１５ｇ，丹参１５ｇ，川
芎１０ｇ，丹皮１０ｇ，吴茱萸６ｇ，黄芪
２０ｇ，防风１０ｇ，地肤子１０ｇ，白藓皮
１０ｇ。七剂。

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复诊。皮肤
瘙痒减轻，饮水则尿消失。脉细，

舌红，苔少。守上方去五苓散，加

白术１２ｇ、川连６ｇ、苦参１０ｇ、白茅
根１５ｇ、白芍１０ｇ。七剂。
１月 ８日三诊。皮肤瘙痒完

全消失。但腹胀，大便仍日二行。

脉舌同上。守上方，黄芪加至３０ｇ，
苡仁２０ｇ，七剂，以资巩固。

按　饮水则尿并非肾虚不能
摄水，而系脾虚生湿，输转太过所

致，故用五苓散健脾运湿以使其正

常输化，即所谓“通因通用”，也为

脾能正常主肌肉扫清道路；所加丹

参、川芎、吴茱萸、丹皮以强一贯煎

养肝阴之功，使肝疏正常而皮肤瘙

痒症略减；余所加之味以扶正祛

风。

３．１３　胃阴虚而热，肾阳虚而寒　
胡某某，女，６８岁。２００５年８月１５
日初诊。诉全身皮肤起红疹伴瘙

痒月余；食道灼热、胃脘不适约 ３
年。７月初，全身皮肤起红疹伴瘙
痒，经西医治疗３天无效。从第４
天起，又觉咽中有热。月余以来，

红疹时多时少，时隐时现，瘙痒时

轻时重，时止时发；２００２年始发胃
脘不适，食道灼热，经胃镜检查确

诊为萎缩性胃炎。现两足恶冷、恶

风，且交替麻木，手心发热，入睡困

难，梦多，易惊醒。但无恶心、泛酸

等症。脉细，舌红，苔白。证属肾

寒胃热，邪盛阴虚。治宜温肾调

肝，养胃清热。方投《金匮要略》乌

梅丸合玉女煎加味：乌梅３０ｇ，细辛
６ｇ，党参１０ｇ，制附片 ６ｇ，桂枝 ３ｇ，
川椒 ８ｇ，干姜 ６ｇ，黄连 ８ｇ，黄柏
１０ｇ，当归 １０ｇ，熟地 １５ｇ，生石膏
１５ｇ，知母 １０ｇ，麦冬 １０ｇ，怀牛膝

１０ｇ，地骨皮１５ｇ，玄参１０ｇ。七剂。
８月２２日复诊。诉全身皮肤

瘙痒、两足发凉及食道灼热俱减；

但背部又觉发凉，且出汗后发凉加

剧。脉舌同上。守上方加甘草

１５ｇ，浮小麦３０ｇ，大枣１２枚，全栝
蒌１２ｇ。七剂。
９月６日三诊。诉四肢偶痒，

食道灼热下降，腿凉有减，二便调，

纳增。但睡眠差。脉细略沉，舌暗

红，苔微黄。守上方去全栝蒌，加

地肤子１０ｇ。七剂。以善其后。
按　乌梅丸无论在《伤寒论》

中还是在《金匮要略》中皆用于治

疗蛔厥证，无论对其病机如何表

述，其治皆不离温阳散寒。该案例

上热下寒，即胃热肾寒。胃热则脾

不能正常地主肌肉，可致皮肤瘙

痒；肾寒则不能温养肝木，疏泄紊

乱，亦可加剧皮肤瘙痒；同时肾寒

也可反侮于胃而加剧瘙痒。乌梅

丸中之乌梅可调肝理肺，除患者易

惊醒关乎胆外，余证皆与肝不直接

相关，但其上热下寒之病机决定了

必须用乌梅丸。复诊时加甘麦大

枣汤清养其心，一则安神，二则生

胃土；加全栝蒌通胸阳以除背部发

凉。

３．１４　肝肾阴虚，心肺热盛　苏某
某，女，７０岁。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２３日
初诊。诉全身皮红、起疹、瘙痒月

余。９月２０日前后不明原因地全
身皮肤发红、起疹、瘙痒，经持续治

疗，效果不显。现症状依然，但皮

肤无异常分泌物；恶热，尿黄而少，

大便时溏，或呈水样。脉滑数，舌

红，苔少。证属肝肾阴虚，心肺热

盛。治宜滋养肝肾，清养心肺。方

投一贯煎合导赤散加味：生地３０ｇ，
当归１０ｇ，川楝子８ｇ，麦冬１０ｇ，北
沙参１０ｇ，枸杞子１５ｇ，木通６ｇ，甘
草１５ｇ，竹叶１０ｇ，川连６ｇ，金银花
１５ｇ，连翘 １０ｇ，玄参 １０ｇ，白茅根

１５ｇ，苍术１０ｇ，炒谷麦芽各１５ｇ，广
木香１０ｇ。七剂。
１０月 ３１日复诊。诉瘙痒消

失。但呃逆，不思食，尤厌甜食，大

便两日一行，尿少。脉弦，略数，舌

红苔少。证变药更，改用温经汤、

玉女煎加味。七剂。

按　恶热乃肺热之征，故加金
银花、连翘、玄参以清养；尿黄而

少，系心火移热于小肠所致。后阴

应与前阴平调，尿黄而少，则前阴

不能与后阴平调，致大便时溏甚或

呈水样，此并非湿盛。《素问·平

人气象论》云“脉滑曰病风”，故此

滑脉不主脾湿而主肝阴虚而生风，

加之心肺阴虚有热，故痒。

３．１５　肝肾阴虚，血脉淤阻　邱
某，女，３０岁。２００４年１１月１３日
初诊。诉面部雀斑伴轻度瘙痒年

余。２００３年春末面部发生雀斑，
约三四个月后雀斑增多，是年秋末

面部即发生轻度瘙痒。久服西药，

皆无显效。左头疼，左耳鸣，心烦，

记忆力差，脱发，月经后期，８天方
净，色暗，经初及经末见血块。脉

细，舌红，苔少。证属肝肾阴虚，血

脉淤阻。治宜滋养肝肾，活血化

淤。方投一贯煎、《金匮要略》桂枝

茯苓丸及四妙丸加味：生地１５ｇ，当
归１０ｇ，川楝子８ｇ，麦冬１０ｇ，北沙
参１０ｇ，枸杞子１５ｇ，桂枝１０ｇ，茯苓
１０ｇ，桃仁１０ｇ，丹皮１０ｇ，白芍１０ｇ，
苍术１０ｇ，黄柏１０ｇ，怀牛膝１０ｇ，苡
仁２０ｇ，苏叶６ｇ，桑叶１０ｇ，浮小麦
５０ｇ。七剂。

１１月２７日复诊。面部瘙痒已
除，头疼消失，耳鸣、心烦皆减。经

行第１０天。脉舌同上。守上方七
剂，以巩固疗效。

按　左头疼，左耳鸣，月经后
期，月经初及月经末皆见血块等，

俱关乎肝乃至于肾，而心烦乃母

（肝）病及子（心）、水不济火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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雀斑则为阴血淤阻而成，与瘙痒症

一样，咸不离风；用四妙丸并非清

利湿热，而是为引热下行。三法合

用，药尽痒除。

３．１６　阴阳不调，中气亏虚　蔡
某，女，３０岁。２００５年 ８月 ２２日
初诊。诉皮肤瘙痒 １个月。２００４
年３月因车祸而致右侧踝关节粉
碎性骨折。半年后即经常感冒，低

烧（３７．５～３８．５°Ｃ）、汗出。就诊
前约一个月开始皮肤瘙痒。发现

甲减一年余。脉细，舌红，苔白。

证属阴阳不调，中气亏虚。治宜调

和阴阳，补益中气。方投《金匮要

略》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及补中益气

汤加味：桂枝 １０ｇ，炒白芍 １０ｇ，生
姜３片，大枣１２枚，炙甘草１５ｇ，煅
龙牡各 ２０ｇ，炙黄芪 ４０ｇ，炒白术
１２ｇ，陈皮１０ｇ，升麻３ｇ，柴胡６ｇ，党
参１５ｇ，当归１０ｇ，吴茱萸６ｇ，防风
１０ｇ，神曲１２ｇ，益母草１０ｇ。七剂。

８月２９日复诊。服上方后，瘙

痒及低热俱减，但汗多。脉细，舌

暗红，苔白。守上方去吴茱萸、神

曲；加浮小麦３０ｇ，七剂。
９月 ５日三诊。服上方后瘙

痒消失，汗出亦有所减少，大便正

常。但背部有少许散在的脓点伴

轻度瘙痒。低热亦不明显。脉细，

舌红，苔薄白。守上方去防风，改

炙甘草为生甘草；加栀子６ｇ、白茅
根１５ｇ。七剂。
９月１２日四诊。近两天腰以

上皮肤瘙痒，且发红，偶见脓点；白

天汗多，低热尽退。脉细，舌红，苔

少。守上方去补中益气汤，加甘麦

大枣汤：生甘草 １５ｇ，浮小麦 ５０ｇ，
大枣２４枚，桂枝１０ｇ，白芍１０ｇ，生
姜３片，炙甘草６ｇ，煅龙牡各２０ｇ，
生地１５ｇ，地肤子１０ｇ，白藓皮１０ｇ，
炒栀子６ｇ，苦参１０ｇ，女贞子 １５ｇ，
旱莲草１５ｇ。七剂。
９月２６日五诊。上肢偶尔瘙

痒，低热未曾发作。余可。脉细，

舌红，苔白。守上方加炙黄芪３０ｇ，
七剂，以善其后。

按　粉碎性骨折，致正气受
伤，故阴阳失调，营卫不和，是以经

常感冒、低烧、汗出。初诊前的一

个月继发皮肤瘙痒，此亦与阴阳失

调，营卫不和相关。从脉证看，病

人无中气亏虚之象，但金元·李东

垣用补中益气汤治疗高热证，有鉴

于此，而桂枝加龙牡汤在《金匮要

略》中用治男子失精或亡血、女子

梦交。汗血同源，故首选桂枝加龙

牡汤，调肾以济心，次选补中益气

汤。复诊时去吴茱萸、神曲，以嫌

其略温，加浮小麦，以清养其心；三

诊去防风，是因其虽痒而不甚，所

易生甘草，且所加栀子、白茅根，以

强清热之功；四诊时去补中益气

汤，加甘麦大枣汤，是适应腰以上

瘙痒、脓点之需。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檲檲檲檲檲檲檲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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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林拾趣　

春来话红杏

春天，燕子呢喃，布谷声声，绿满田野，杨柳青青，杏花也迎着和煦的春风，盎然开发，“满园春色

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杏花，“道白非真白，言红不若红，请君红白外，别眼看天工”。细细观

赏起来，光洁细腻，白中透红，令人神往。

杏，自古以来，就与医药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传在三国时代，东吴名医董奉简居庐山，为人治病，

从不取金钱报酬。施恩者不图报，而受惠者却不忘恩，患者病愈之后，就在他家的周围栽上杏树。小

病愈者栽一棵，大病愈者栽五棵，几年之后，竟栽得杏树十万余棵，蔚 然成林。直到现在，“庐山杏林”

仍在医界传为佳话，而且“杏林”已成为中医药界的雅称。

杏树的一身皆可入药。杏叶能治目疾、水肿；杏花能治女子伤中、寒热痹症；杏枝可治跌打损伤引

起的瘀血，但临床上用得最多的还是杏仁。

中医认为，杏仁苦、温，有毒，能止咳平喘，润肠通便。杏仁随配伍不同，可用于多种咳喘；与麻黄、

甘 草同用，组成三拗汤，能治疗风寒咳嗽、喘满痰多；与桑叶、菊花配伍，如桑菊饮，能治疗风热咳嗽；

与桑叶、贝母、沙参同用，组成桑杏汤，可治疗燥热咳嗽；由 杏仁等组成的麻杏石甘汤，则能治疗肺热

咳嗽。在使用时须注意用量，煎汤每剂４～９克。阴虚咳嗽及大便溏泻者忌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