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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龙虎回环”理论论治慢性荨麻疹※

杨 泽 1 王 阳 1 覃 敏 1 唐姗姗 1 贾 敏 2 吴 然 2▲

摘 要 慢性荨麻疹发病以气机升降失常为本，外感风邪为标。肝升肺降是全身气机升降出入

的关键，慢性荨麻疹的发生与肝肺功能失调关系密切。基于“龙虎回环”理论，贾敏教授认为，慢性荨

麻疹在临床上应重视肝肺同治，治肺先治风，治风先治肝，治肝宜治血。

关键词 龙虎回环；肝升肺降；慢性荨麻疹；肝肺同治

慢性荨麻疹是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

强而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水肿反应[1]。西医认为本病病

因复杂，病程在6  w以上，主要症状为皮肤出现风团，

伴有瘙痒。目前，西医治疗以抗组胺药物为首选，但

长期服用易产生耐药性，且停药后易复发[2]。慢性荨

麻疹在中医学上又被称为“瘾疹”或“风疹块”“赤白游

风”。近代医家多认为，本病病因乃禀赋不足、外邪入

侵、饮食不慎、内伤情志等[3]。中医治疗本病可以有效

减轻症状，降低复发率。本文基于“龙虎回环”理论探

讨慢性荨麻疹的治疗，以期为临床辨治慢性荨麻疹拓

宽思路，并辑验案1则，以兹佐证。

1 “龙虎回环”理论溯源及发展

“龙虎回环”本是道家术语。道家认为，龙腾飞上

升于天，是上升的象；虎下山扑食，是下降的象；回环，

即一升一降，循环往复。根据取象比类的方法，“龙虎

回环”被中医学发展并总结为“肝升肺降”理论。《黄帝

内经》奠定了该理论的基础，《素问·刺禁论》言：“藏有

要害，不可不察，肝生于左，肺藏于右。”这概述并不是

肝、肺在解剖学上的概念，而是对肝、肺的生理功能及

肝、肺之间联系的概括。《灵枢·经脉》又言：“足厥阴肝

经，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这说明肝、肺在

经络上是相互联系的。王冰在《补注黄帝内经素问》

对这一理论取象比类作了进一步解释：“肝象木……

故生于左也。肺象金……故藏于右也。”《医旨绪余》

则通过五行定位角度阐述：“卯位居左，木旺于卯，人

以肝应之，故肝居左；酉位居右，金旺于酉，人以肺应

之，故肺居右。”这后来被叶天士总结为“肝升于左，肺

降于右”，笔者认为其确切含义为：肺居上焦，属金，主

肃降，肺从右而降为顺，主治节而调节一身之气；肝居

下焦，属木，主升发，肝从左而升为顺，主疏泄而维持

气血运畅。肝升肺降，金木相制，升降相互协调，共同

调节人体全身气机，使气血流畅，脏腑安和，正如《临

证指南医案·虚劳》所言：“人身左升属肝，右降属肺，

当两和气血使升降得宜。”目前，肝升肺降的“龙虎回

环”理论已被用于指导临床治疗各种疾病。如胡茜茜

等[4]从“肝升肺降”论治肝纤维化；张雁等[5]运用气机升

降理论治疗顽固性频发咳嗽；丁鑫等[6]基于“龙虎回

环”论治慢性萎缩性胃炎。

2 基于“龙虎回环”理论论治慢性荨
麻疹的依据

2. 1　慢性荨麻疹与肺的关系　中医认为，诸气皆属

肺，肺为气之本。肺主司卫气的生成和正常运行，卫

气功能正常，则皮肤柔润、汗孔致密、外邪不得入侵；

卫气功能失调，则皮肤枯槁、易出虚汗、外邪容易侵

入。由此，符秦飞等[7]认为，肺卫失调、风邪充皮是荨

麻疹的核心病机。《医学实在易》记载：“气通于肺脏，

凡脏腑经络之气，皆肺气之所宣。”肺为华盖，主宣发

肃降，外合皮毛。营卫之气和津液通过肺的宣发肃

降，输布全身，皮肤毛发亦得到温养和润泽，成为抵御

外邪的第一道屏障。肺开窍于鼻，与天气直接相通，

若肺主气失司，宣降失调，则易受风寒、风热等外邪侵

袭，发为荨麻疹，正如《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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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风气相搏，风强则为瘾疹。”

2. 2　慢性荨麻疹与肝的关系　《杂病源流犀烛·肝病

源流》言：“肝和则生气，发育万物，为诸脏之生化。”肝

主升发，主疏泄，维持全身气机通畅，促进协调脾胃之

气升降有序。《续名医类案》又言：“肝为万病之贼。”若

肝失疏泄，气机失调，肝火上炎，可致情志异常，出现

紧张、烦躁、易怒等症状，这些症状可进一步诱发荨麻

疹。正应《医学入门·外感类》所云：“赤白游风属

肝火。”

《诸病源候论》曰：“风入腠理，与气血相搏，结聚

起相连，成瘾疹。”故风邪是瘾疹的重要病因。马淑霞

教授根据“风气通于肝”之说，认为荨麻疹发病多责之

于“肝风”[3]。肝主藏血，以血为体而属阴，能贮存血

液、调节血量而涵养皮肤。若肝郁化热，热极生风；或

肝血虚弱，血虚生风；或阴虚动风，风邪郁于肌肤则可

发为风团。血不养肤，易致瘙痒，故无论血虚、血燥，

还是血热均能导致瘙痒的发生[8]。

3 基于“龙虎回环”理论治疗慢性荨
麻疹

《黄帝内经》言“百病生于气”，说明气机升降失调

是导致疾病发生的重要机制。“升降息则气立孤危”

“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肝、肺一升一降，共同

维持并相互协调全身气机的升降，故基于“龙虎回环”

理论，治疗慢性荨麻疹的重点在于肝、肺同治，理肝治

肺，调达气机，既要益气祛风固表，也要疏肝清热活

血。中医认为“风盛则痒，无风不作痒”“风为百病之

长”，因此应以解表祛风之法为治疗本病的切入点。

肺主气，脾为气之母，故在治肺的基础上可佐益气健

脾之品，以达到“培土生金”之效。

瘾疹反复，病久及肝，肝疏泄功能失调，可使患者

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最终形成“因病致郁”“因郁致

病”的恶性循环[9]，故治肝应疏肝当先。风气通于肝，

无论是血虚、血热、血寒、血瘀、血燥引起的风证，宜从

血论治，乃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因此，

疏肝基础上亦重视治血，血瘥则风自除。《素问玄机原

病式》曰：“人近火气者，热微则痒……皆火之用也。”

说明热邪可造成皮肤瘙痒，而瘾疹多为风邪夹热邪，

表现为片状红色风团，游走不定，善行数变，故祛风的

同时，亦应清热止痒。《素问·至真要大论》有云：“诸痛

痒疮，皆属于心。”心主神明，克伐肺金，心主宰人的精

神意识和思维活动，故慢性荨麻疹常因皮肤瘙痒导致

心神不宁，易产生心烦、焦躁等不良情绪而夜不能寐，

在辨证基础上，常加用重镇安神之品。

4 验案举隅

詹某，女，15岁，2022年7月22日初诊。主诉：反

复皮肤风团伴瘙痒半年。患者半年前无明显诱因躯

干出现形态、大小不一的风团，风团呈淡红色，可自行

消退，自觉瘙痒较甚，昼轻夜重，影响睡眠。外院诊断

为“慢性荨麻疹”，予口服抗组胺药物（具体不详），症

状仍反复发作，多因情绪波动而诱发。皮损区有灼热

感，平素饮食可，眠欠佳，小便调，大便时有黏腻不爽。

检查：全身见散在大小、形态不一的淡红色风团，边界

欠清，部分皮损融合成片，散在抓痕，皮温稍高，皮肤

划痕症（+）。舌淡红，苔薄黄，脉弦细数。西医诊断：

慢性荨麻疹。中医诊断：瘾疹，辨为肝经风热证。治

法：疏肝理气，祛风清热。处方：祛风清热固表汤加

减。药用：柴胡 15  g，防风 15  g，生地黄 10  g，牡丹皮

10  g，郁金15  g，荆芥10  g，玄参10  g，蒲公英10  g，当
归 10  g，川芎 10  g，黄芪 15  g，白术 10  g，龙骨 20  g，
紫花地丁10  g，牡蛎20  g，地肤子15  g，白鲜皮15  g。
7剂，配方颗粒，冲服，每日 1剂，分 3次服用。另口服

富马酸卢帕他定片（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

限公司，国药准字：H20173112，规格：10  mg/片），每晚

1次，每次1片。

2022年8月5日二诊：全身风团发作已逐渐减轻，

偶有少量风团发作，瘙痒减轻，夜间睡眠较前好转。

继续守原方服用。7剂。

2022年8月12日三诊：全身风团未发，无瘙痒，精

神、大便、睡眠佳。

按 本案患者为学生，日常学习任务重，使之肝

气郁结，日久郁而化热，加之春夏季易受风热侵袭，内

外热邪郁于肌腠，发为瘾疹。日久耗气，气虚卫外不

固，复感外邪，以致风团、瘙痒反复发作，舌质淡红，舌

苔薄黄，脉弦细数，故辨证为肝经风热证。处方予祛

风清热固表汤加减，本方乃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贾敏

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所得[10]。《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云：“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

肺合皮毛，故用防风、荆芥解表祛风。内因由肝气郁

结引起，故用柴胡、郁金疏肝理气。肝气郁久化热，血

热生风，故在疏肝的基础上以当归、川芎活血行气化

瘀，生地黄、牡丹皮、玄参清热凉血，祛除血中之热，以

达“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效。患者内外热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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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故加用蒲公英、紫花地丁增强清热之效。病程较

久，表虚不固，故加白术、黄芪，其中黄芪不仅可补益

脾肺，实腠和营，还可固表止汗，凡表虚诸病者，乃必

用之品；白术功擅益气健脾，可助黄芪以加强益气固

表之功。白术、黄芪与防风合用为“玉屏风散”，此方

不仅补中寓疏、散中寓补，还寓有扶土抑木之意。本

病常有瘙痒症状，故用皮肤科常用中药地肤子、白鲜

皮止痒。而瘙痒致夜不能寐者，加龙骨、牡蛎以镇静

安神止痒。本例肝肺并治，治以祛风、益气、疏肝、清

热、凉血，中医整体观念贯穿治疗的全过程，内外因皆

去，则瘾疹瘥矣。综上，本案慢性荨麻疹病机虚实夹

杂，诊疗上应认识到脏腑辨证的重要性，灵活运用，以

调整气血阴阳，从而达到病邪祛除、阴阳平衡的目的。

5 结语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始终贯穿慢性荨麻疹的发

生、发展的全过程。“风邪上受，首先犯肺”，“风气通于

肝”，风与肝、肺密切相关。因此，贾敏教授主张诊治

本病应立足于整体观，以肝升肺降的“龙虎回环”理论

为基，在祛风的同时重视肝肺同治，随证加减用药。

祛风清热固表汤加减临证疗效较好，可供同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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