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医药通报·实验研究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６３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学院（４３００６１）

中医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进展※

● 刘　真１　指导：陈国权２

　　摘　要　慢性荨麻疹是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属中医瘾疹范畴。其发作时伴有剧烈瘙痒或烧灼感，
以此起彼伏为特点，常反复发作，难以根治。中医认为本病多由患者禀赋不足，卫外不固，风寒湿热之邪

得以入侵，邪郁腠理，营卫失和或胃肠郁热，复感风邪，致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通达，郁于腠理而发病。目

前，中医治疗本病，或以辨证治疗为主，或运用古方为主加减治疗，或以验方、自拟方加减治疗，或用中药

外熏，或用针灸治疗，治疗时多从祛风、除湿、养血、活血、固护卫表等方面着手，取得较理想的效果。

　　关键词　荨麻疹　慢性　中医药治疗　进展

　　荨麻疹是一种变态反应性皮肤病，分急性和慢
性，现一般认为病程超过 ８周即可诊断为慢性荨麻
疹。在我国古代文献中，春秋战国时期所称风疹，汉

代所称瘾疹，隋唐代所称风痹瘾疹、赤疹、白疹，元代

所称疫疙瘩，明代所称白婆瘼、逸风，清代所称风疹

块、鬼饭疙瘩等，就其临床表现而论，基本上就是荨麻

疹。慢性荨麻疹病因较为复杂，且反复发作，迁延难

愈，给患者造成了极大的痛苦。而中医药治疗本病收

效颇好。本文就近五年来有关治疗慢性荨麻疹的文

献综述如下：

１　以辨证论治为主治疗
辨证论治是中医治疗疾病的主要特色，在慢性荨

麻疹的临床治疗中各医者根据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

对其之分型及治疗有着不同的体会。许建平［１］等将

慢性荨麻疹分为四型：⑴风寒袭表型：方取桂枝汤加
减；⑵风热互结型：方取消风散加减；⑶禀赋不足型：
方取参苓白术汤加减；⑷气血两虚型：方取养荣汤合
玉屏风散加减。治疗结果：风寒袭表型６１例，痊愈３８
例，显效９例，有效１１例，无效３例；风热互结型４５
例，痊愈２９例，显效８例，有效７例，无效１例；禀赋不
足型６４例，痊愈５１例，显效４例，有效３例，无效６
例；气血两虚型４６例，痊愈３２例，显效５例，有效４

例，无效５例。总治愈率６９４％，总有效率９３０６％。
宋业强［２］等将其分为两证：⑴风热证：治以清热祛风
止痒法，方用白鲜皮饮加减。⑵风热兼虚症：治以清
热祛风，兼以养气补血法，方用复方黄花汤，并以西药

对照治疗：息斯敏，口服１０ｍｇ，每日１次；６岁至１２岁
儿童，每日服 ５ｍｇ。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８３５６％，对照组为６６６７％，二者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田润安［３］等将其分为４型：⑴表虚不固、营卫不和型：
治以健脾益气、固表御风，方用玉屏风散合桂枝汤化

裁。⑵气血亏虚、风从内生型：治以益气养血、祛风固
表，方用八珍汤加减。⑶阴虚血热型：治以养阴清热、
凉血祛风，方用自拟方五味黄精饮加味。⑷淤血阻
络、风邪久羁型：治以理气活血、通宣经络，方用桃红

四物汤加减。治疗结果：治疗１００例，治愈６５例，显
效２０例，有效１０例，无效５例，总有效率９５％。刘凤
芝［４］等将其分为 ６型：⑴内热型：宜用消风散加减。
⑵风寒型：宜用当归四逆汤加减。⑶风湿型：宜用祛
风胜湿汤加减。⑷肠胃型：宜用健脾祛风汤加减。⑸
血热型：宜用凉血消风散加减。⑹血淤型：宜用治血
祛风汤加减。治疗结果：显效率为 ２１％，有效率为
４１９％，总有效率为６９３％。宋梅娟［５］将慢性荨麻疹

分为三型：⑴风热型：治以辛凉解表、疏风止痒，凉血
清热。方以消风散加减。⑵风寒型：治以辛温透表、
疏风止痒。方以桂枝加味汤加减。⑶血虚受风型：治
以益气养血、疏散风邪。方以四物汤加减，治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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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２２例，痊愈８例，显效１１例，有效２例。总有效
率９６６％。

２　运用古方为基本方加减治疗
慢性荨麻疹病程较长，多缠绵难愈。然而临床上

一些医者通过明辨病机，权机达变，使用古方经方随

证治之，也收到了理想的效果：

２．１　当归饮子加减　当归饮子具有养血活血、祛风
止痒之功，是治疗慢性荨麻疹的常用方剂之一。刘若

缨［６］运用本方加减治疗８７例，瘙痒甚者加乌蛇１２ｇ、
僵蚕１０ｇ；自汗者加五味子 １０ｇ、浮小麦 １０ｇ；精神紧
张、失眠者加酸枣仁１０ｇ，牡蛎３０ｇ；肌冷畏寒者加桂
枝１０ｇ，白术１５ｇ。治疗２０天。治疗结果：治愈３５例
（４０２％）、好转 ４８例（５５２％）、未愈 ４例（４６％）。
杜芙萍［７］运用本方治疗该病３２例，治愈２６例，显效３
例，好转２例，无效１例，总有效率９６７％。冯霞［８］运

用本方治疗６０例，治疗２周，痊愈２２例，显效２５例，
进步１１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７８３３％；治疗四周，
痊愈３１例，显效２５例，进步４例，无效０例，总显效率
９３３３％。侯新安［９］运用本方加减治疗６０例，１０天为
一疗程，结果：治愈３７例，好转２０例，无效３例，总有
效率９５％，治愈时间平均为１４ｄ。
２．２　桂枝二麻黄一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　周海
虹［１０］用桂枝二麻黄一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治疗慢性

荨麻疹，取方中桂枝汤调和营卫，疏通血脉；麻黄汤祛

风透表，通达经络，且配合桃红四物汤益气养血，活血

通络。治疗３２例，治愈１９例，有效１０例，无效３例，
治愈率５９４％，总有效率９０６％。
２．３　达原饮加减　杨瑞海［１１］等用达原饮加减治疗

慢性荨麻疹，认为其有益气养血、活血祛风的作用。

其治疗慢性荨麻疹邪陷少阳证３０例，治愈２２例，好
转５例，未愈３例，有效率９０％。
２．４　桂枝汤加减　桂枝汤出自《伤寒论》，又出自《金
匮要略》。具有调和营卫、解肌祛风之功。罗淑文［１２］

运用桂枝汤加黄芪五味饮治疗慢性荨麻疹３０例，痊
愈１２例（４００％），显效 ８例（２６７％），有效 ６例
（２００％），无效２例（６７％），总有效率 ９３３％。龙
涛［１３］运用桂枝汤治疗４８例，对照组３８例，给以赛庚
啶２ｍｇ，３次／ｄ，口服。治疗２０天为一疗程，治疗组临
床治愈２４例，显效１７例，好转１例，无效６例，总有效
率８９７％；对照组临床治愈７例，显效１３例，好转９
例，无效９例，总有效率７６３％。
２．５　阳和汤加减　阳和汤有养血益气、温经散寒的

作用。临床上用其治疗慢性荨麻疹是取其温经补血、

散寒通滞之义。王少龙［１４］等以之配伍祛风之品，以

达养血补血、温经散寒、祛风止痒之效，治疗３９例，７
天为一疗程，愈３３例（一个疗程治愈６例，两个疗程
治愈１５例，三个疗程治愈９例，四个疗程治愈３例），
好转５例，未愈 １例，总治愈率 ８４６％，总有效率
９７４％。５例好转者于４～１２个月有复发，再次使用
上方仍然有效。

２．６　玉屏风散加减　玉屏风散出自《丹溪心法》，具
有健脾益气、固表祛风之功。肖经芮［１５］用之加味治

疗慢性荨麻疹以达益气固表之效，且配合西药治疗慢

性荨麻疹３２例，即以玉屏风散加味为主，同时口服多
虑平２５ｍｇ，日３次，开瑞坦１０ｍｇ，日１次。并以单纯
西药组２８例及单纯中药组 ３０例对照治疗。均以 ２
周为一疗程，两个疗程后统计生效。结果：中西医结

合组治愈２２例（６８７５％），好转８例（２５００％），无效
２例（６２５％），总有效率９３８０％；西药组治愈１０例
（３５７１％），好 转 ８例 （２８５０％），无 效 １０例
（３５７１％），总有效率 ６４２１％；中药组治愈 １０例
（３３３３％），好 转 １０例 （３３３３％），无 效 １０例
（３３３３％），总有效率６６６６％。闫俊国［１６］等以之为

主治疗６６例，治愈３６例（５５％），有效２３例（３４％），
无效９例（１１％），总有效率为８９％。沈明［１７］以之为

主治疗慢性荨麻疹９６例，并以对照组５０例口服息斯
敏１０ｍｇ／日，７日为一疗程，分别治疗三个疗程，评定
疗效。治疗结果：治愈６９例，好转２１例，无效６例，
总有效率９３７５％；对照组治愈８例，好转１６例，无效
２６例，总有效率４８％。曹广法［１８］等以之治疗７８例，
连续用药 ２周为一疗程。治疗结果：治愈 ５１例
（６５３８％），显效１３例（１６６７％），好转７例（８９７％），无
效７例（８９７％），总有效率９１０３％，平均服药时间为
３２天。徐海［１９］治疗６６例，并以４０例为对照治之，对
照组口服盐酸西替利嗪片 １０ｍｇ，日一次，赛庚啶片
２ｍｇ，每晚一次，雷尼替丁片１５０ｍｇ，每日三次。两组疗
程均为４周。治疗结果：治疗组治愈１８例（２７３％），好
转３３例（５００％），未愈 １５例（２２７％），复发 １９例
（２８８％），总有效率 ７７３％；对照组治愈 １３例
（３２５％），好转１９例（４７５％），未愈８例（２００％），复
发２１例（５２５％），总有效率８００％。不良反应：治疗
组无一例出现不良反应，对照组有１７例出现嗜睡、精
神不振，且两组复发率有着显著的差异。华刚［２０］等

以玉屏风散为主治疗４６例，３０日为一疗程，结果：一
个疗程后，痊愈３７例，好转６例，无效３例，总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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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３５％，痊愈疗程最短５天，最长３０天，平均１８天。
２．７　小柴胡汤加减　小柴胡汤出自《伤寒论》，又出
自《金匮要略》。向东方［２１］认为用之加减既可调和营

卫，又可调和脏腑、气血，亦可和解少阳，因而成为治

疗慢性荨麻疹的依据。治疗２１例，痊愈１６例，好转５
例，治愈率为７６２％。其中定时发作，遇冷发作者均
痊愈，无规律发作２例痊愈，５例好转。
２．８　当归四逆汤加减　当归四逆汤出自《伤寒论》，
是用于血虚寒凝致厥的代表方剂，具有养血散寒、温

通经脉及运行气血的作用。张雅兰［２２］等通过临床观

察，发现有些荨麻疹为血虚复感风寒所致，故用当归

四逆汤加味治之。治疗 ４２例，服药最长时间为 ３０
天，平均１８天，痊愈２０例，显效１８例，好转４例。

３　自拟方加减治疗
在慢性荨麻疹的临床治疗中，一些医家及医者根

据自己的经验自拟方剂，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３．１　多皮饮加减　多皮饮（地骨皮、五加皮、大腹皮、
丹皮、桑白皮、白鲜皮、赤茯苓、冬瓜皮、扁豆皮、干姜

皮）是我国著名老中医赵炳南教授的经验方。本方有

健脾除湿、和血调营、祛风止痒之效，为临床治疗原因

不明顽固性慢性荨麻疹的有效方药。刘峥［２３］以之治

疗慢性荨麻疹３０例，并与对照组３０例相比较，对照
组口服皿治林（咪唑斯汀）１０ｍｇ，每日一次。两组均
治疗１４天。治疗结果：治疗组３０例，痊愈１０例，好
转２０例，有效率１００％：对照组治愈３例，好转２２例，
无效５例，有效率８３３３％。
３．２　归地十皮汤　叶启铭［２４］自拟归地十皮汤（当

归、熟地、五加皮、桑白皮、地骨皮、丹皮、干姜皮、陈

皮、茯苓皮、白鲜皮、大腹皮、蝉衣）治疗慢性荨麻疹。

他认为慢性荨麻疹基本病机为血虚风扰，治疗当以调

和阴阳气血、散热散寒、疏风除湿，而此方合用，寒热

并举、标本兼治，切中病机，则能取得较好的临床疗

效。治疗结果：服药最多者３０剂，最少者５剂，治愈
２４例（６０％），好转１４例（３５％），无效２例（５％），有
效率达９５％。
３．３　疏风清热合剂　莫均均［２５］自拟疏风清热合剂

（鸡血藤、白英、防风、蝉蜕、牡丹皮、丹参、紫草、原蚕

沙、荞麦、王不留行、茯苓、首乌藤）治疗慢性荨麻疹，

遇冷风吹易发者加生黄芪、白术；精神紧张易发者加

龙齿。莫氏认为该方具有祛风清热、益气固本之效。

治疗４９例，并以对照组治疗４９例，对照组口服特非
拉丁，每日２次，每次６０ｍｇ，甲氰咪胍，每日口服４次，

每次 ０２ｇ。两组均连服 ２周后停药，１周后观察疗
效。治疗结果：治疗组显效２０例，有效２７例，无效２
例，总有效率９５９％。对照组显效９例，有效３５例，
无效５例，总有效率８９８％。
３．４　荨疹汤　刘志芬［２６］等认为慢性荨麻疹的治疗

应益气固表、养血祛风，自拟荨疹汤（党参、黄芪、当

归、首乌、生地、赤芍、川芎、僵蚕、玄参、蝉衣、炒蒺

藜），热盛加银花藤、蒲公英、夏枯草，湿盛加苍术、苡

仁、泽泻，挟淤加丹皮、红花、丹参，风盛加荆芥、防风、

乌梢蛇，食鱼虾易诱发者加山楂、鸡内金、苏梗。治疗

４０例，２周为一疗程。经１～３个疗程治疗后，１５例痊
愈（３７５％）；好转２０例（５０％），无效５例（１２５％），
总有效率８７５％。
３．５　消疹汤　傅南琳［２７］等认为荨麻疹的病因虽然

主要是“风”，但发散性较强的祛风药不宜大剂量使

用，否则有时会反致皮疹加重，其认为必须寓祛风于

散寒、清热、补虚固表或调理冲任之中，以既除已成之

风，又去生风之因，标本兼治，使气血调和，方能收到

较好的效果。故而自拟消疹汤加减治疗８２例，基本
痊愈３０例（３６６％），显效 ３５例（４２７％），有效 １２
（１４６％）无效５例（６１％）；显愈率为７９３％。在有
效病例中，风团起效时间：最少２天，最多２０天，平均
（６±３）天；止痒起效时间：最少２天，最多２５天，平均
（８±３）天；风团消失时间：最少２天，最多３０天，平均
（１２±５）天；瘙痒消失时间：最少７天，最多３０天，平
均（１８±７）天。

４　中药外熏治疗
中药治疗慢性荨麻疹以调和营卫、祛风止痒为基

本原则。用中药熏蒸治疗本病，可使药物均匀弥散直

达病所，扩张周身毛细血管，加快血液循环，促进皮肤

对药液的吸收。申艳梅［２８］等采用该法治疗慢性荨麻

疹３２例进行疗效观察。自拟方药：五味子、白术、防
风、白芍、蛇床子、地肤子、苦参、苍术、透骨草各１５ｇ、
黄芪３０ｇ、桂枝９ｇ、干姜１０ｇ。夏季熏蒸２５～３０分钟，
冬季３０～４０分钟，每天１次，５～７次为一个疗程，一
般治疗２～３个疗程。同时选对照组２６例，给以葡萄
糖酸钙１０ｍｌ，维生素 Ｃ３ｇ，加入５％葡萄糖液２０ｍｌ中
静脉推注，每天两次；扑尔敏４ｍｇ口服，每天三次；每
晚加服苯海拉明，连续７天。风团控制后，扑尔敏减
为每天一次，口服，连服７天。再减为隔日一次至停
药，３周为一个疗程。治疗结果：治疗组痊愈２３例，显
效６例，有效３例，无效０例，总有效率１００％；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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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治愈１３例，显效６例，有效５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
９２３１％。

５　针灸治疗
针灸刺络放血及拔罐均可通络、活血行血，使毒

邪淤血得除。赵立爽［２９］等认为“治风先治血，血行风

自灭”，故以针刺血之会穴膈腧，多气多血之阳明经穴

合谷、风池、足三里，脾经穴位血海，再配合少阳风木

之经风池、风市，太阳经穴肺腧、以益气固表、祛风止

痒。诸穴除肺腧外，均宜针泻久留，共奏驱风通络之

功。治疗慢性荨麻疹１６例。治疗结果：临床治愈１２
例，显效３例，无效１例。

６　小　结
荨麻疹是临床常见的一种过敏性疾病。现代医

学认为本病的发生可能因患者体内的肥大细胞脱落

颗粒引起组胺的释放，致使血管通透性增加，毛细血

管扩张，组织水肿，从而产生皮肤风团、瘙痒。中医认

为本病多因禀赋不足，或因脏腑病变，气血不和，阴阳

失调，或因卫表不固，汗出当风或感受风寒、风热之

邪，郁于肌肤而发病。《金匮要略》谓：“邪气中经，则

身痒而瘾疹。”中医药在治疗慢性荨麻疹中能够随证

施治，许多自拟方的应用、内治外治的结合都为我们

在临床上的治疗提供了很好的思路。此外，《内经》病

机篇中指出：“诸痛疮痒，皆属于心”。然综上所述，我

们不难看出，荨麻疹的发生除关乎心外，与其它脏腑

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所见其所涉及的病变脏腑

还有脾、胃、肠、胆、肺等等，此无疑为我们在临床上的

治疗拓宽了思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五脏六

腑皆令人痒，非独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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