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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从五脏论治慢性荨麻疹的中医理论及治法探讨

尹仲衡　段行武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皮肤科，北京，１００７００）

摘要　荨麻疹是常见的变态反应性皮肤病，病因病机复杂，易于反复发作，临床表现为皮肤黏膜出现一过性局限性水肿，
伴有明显瘙痒感。本病在古代称为“瘾疹”“赤白游风”等。近年来中医皮肤科对荨麻疹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笔者

查阅中医古籍中荨麻疹与五脏的关系的论述及现代中医从五脏论治荨麻疹的文献，结合门诊中所见慢性荨麻疹患者临床

表现的不同特点，试图对从五脏角度论治慢性荨麻疹的机理及治法进行梳理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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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素问·五脏别论》
说：“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皮肤在人体位置最

为浅表，但与脏腑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生理病理两

方面：１）生理状态下皮肤有赖于五脏精气的濡养才
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如《素问·经脉别论》说：

“食气入胃，散精于肝……脉气流经，经气归于肺，肺

朝百脉，输精于皮毛。”《灵枢·决气篇》说：“上焦开

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２）病
理状态下，皮肤疾患的病情变化与脏腑状态可以相

互影响，脏腑的阴阳失衡可以导致皮肤疾患，如《素

问·调经论》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

阳”。反过来，皮肤疾病若不及有效治疗，病情进展

后也会影响脏腑，如《素问·皮部论》说：“百病之始

生也，必先于皮毛……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

去，传入于府……邪客于皮则腠理开，开则邪入客于

络脉，络脉满则注于经脉，经脉满则入舍于府藏也。”

而查阅近现代文献可知，中医学的整体观，特别是脏

腑辨证的思想对于皮肤病的诊治确有具足轻重的地

位，在临床中应用也十分广泛［１３］。慢性荨麻疹属于

皮肤科常见也是难治疾病之一，按病程分为急性和

慢性荨麻疹，特殊类型有胆碱能性荨麻疹、寒冷性荨

麻疹、压迫性荨麻疹、日光性荨麻疹等［４］。慢性荨麻

疹的中医辨证方法多种多样，在着重病因的基础上，

以脏腑辨证和气血辨证的应用最多［５］。但目前从五

脏论治本病的理论基础及用药思路尚未见文献进行

系统性整理，故笔者根据临床所见慢性荨麻疹患者

的不同症状特点，将五脏辨治慢性荨麻疹的要点分

而论之，按“理论基础”与“诊治思路”两部分进行简

要的整理与探讨。

１　从心论治
１１　理论基础　《疡医大全》说：“火聚胸中，肺受
熏蒸，心火愈炽。或热极反兼风化，或可期鼓动内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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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极生风而发，所谓阴斑阴疹。”本病从心论治

主要考虑到两方面因素，一是心藏神，与情志相关，

情志不畅等因素可使心火过亢，进而克伐肺金或煎

熬营血导致血热阴虚，如《素问·四时刺逆从论》

载：“少阴有余，病皮痹隐轸”。验之临床，可见部分

患者诉其常在工作劳累、情绪紧张时病情加重（与现

代医学中胆碱能性荨麻疹类似）；亦有患者诉其发病

多在夜间，瘙痒难忍而愈抓愈痒，眠差则进一步影响

情绪，形成恶性循环。正如《温热论》所言：“心主血

属营……营分受热，则血液受劫，心神不安，夜甚无

寐，或斑点隐隐。”二是心气布于表，又主行营血，心

火过亢则煎熬血分，行血不力，营气难于布达于表，

《外科证治全书·卷四·发无定处证》中有“瘾疹红

色小点，有
!

粒隐行于皮肤之中而不出是也。属心

火伤血，血不散，传于皮肤”的记载。在临床可见部

分患者面色、舌质等偏暗，疹色暗红，易发于腰部、腿

部等受压部位（即所谓压迫性荨麻疹）。

１２　诊疗思路　由上论述可知，心与荨麻疹发病的
关系以血为根本，这也是临床常用祛风药与理血药

治疗本病的依据［６］，而根据血分证候的不同，用药思

路主要有以下两点。

１２１　清热凉血、祛风止痒　适用于血分有热、心
经有火者，特点是疹块色红，皮肤灼热刺痒，搔后即

起风团或条痕隆起。此外还有心烦恶热，舌尖红苔

薄，脉象滑数。有学者认为此证候在人工荨麻疹中

多见，方用消风散加减：荆芥、防风、生地黄、当归、蝉

蜕、苦参、白蒺藜、知母、生石膏、生甘草等［７］。有学

者针对荨麻疹患者有以上特点者采用自拟方疏风凉

血，清热解毒：浮萍９ｇ、防风９ｇ、荆芥９ｇ、生地黄１８
ｇ、牡丹皮１２ｇ、赤芍１８ｇ、紫金皮３０ｇ、金银花１５ｇ、
连翘１５ｇ、刺蒺藜３０ｇ。方义：浮萍、防风、荆芥疏风
解毒；生地黄、牡丹皮、赤芍、紫金皮滋阴凉血；金银

花、连翘清热解毒；蝉衣、刺蒺藜疏风止痒［８］。

１２２　活血化瘀，熄风止痒　此法适用于经络皮部
气血不通，营卫之气不宣，风寒或风热相搏而致。其

特点是疹色暗红，易发于受压部位。兼有口唇舌质

较暗，紫或见瘀斑，脉细涩。有学者认为压迫性荨麻

疹多见此型证候，方取桃红四物汤加减。药用：桃

仁、红花、地龙、皂刺、当归、川芎、赤芍、鬼箭羽、丹

参、蝉蜕等。发于上肢者加桑枝、桂枝，发于下肢者

加川牛膝［８］。

２　从肺论治
２１　理论基础　荨麻疹病位在皮，皮毛腠理为肺之
所主。《诸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下·风候》说：“阳

气外虚则多汗，汗出当风，风气搏于肌肉，与热气并，

则生蓓?，状如麻豆，甚者渐大，搔之成疮。”《医宗

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中说：“此证俗称鬼饭疙瘩，

由汗出受风，或露卧寒凉，风邪多中表虚之人，初起

皮肤作痒，次发扁疙瘩，形如豆瓣，堆累成片”。先贤

的记载明确的指出了本病与肺的相关性：肺藏魄，凡

肺气充实、体魄健壮之人，其腠理密固，抵抗外邪的

能力则强，不易患病；而肺气虚弱卫外不固之人，则

六淫邪气可趁虚侵入，如《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

证并治》载：“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

……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瘾疹。”现代有学者认为，肺

为娇脏，不耐寒热。外邪侵袭后气机壅滞，则疏泄失

司而见皮肤斑疹瘙痒［９］。轻者仅稽留于表，重者可

侵害肺之本脏，阻遏肺气。临床可见部分患者的病

情与外界环境的变化有明显的相关性，如运动后发

病、遇冷或遇热则加重［１０］；或平素易于感冒；还有患

者在发作时会伴有明显的胸闷憋气。

２２　诊疗思路　益气固表、祛风止痒。由上可知从
肺论治的病机要点是外邪侵袭和腠理不固，两者又

可互为因果，即久病致虚，或本虚而致病［１１１２］，而在

针对荨麻疹与中医体质相关性的研究中，不同性别

荨麻疹患者中气虚质均占有较大比例［１３１４］。可见治

疗时应以补益肺气和祛风散邪相结合，视病情权衡

两法的主次。固本时可用玉屏风散，祛风时当辨其

寒热，风寒者可选桂枝汤以调和营卫［７］，风热者以宣

畅气机、透肌解表、清热逐风为法，可选麻黄连轺赤

小豆汤［１５１６］；表寒里热者方用麻杏石甘汤以外解表

寒，内泄里热［１０］。

３　从脾论治
３１　理论基础　《舟仙厝述·瘾疹》言：“瘾疹多属
于脾，以其隐隐在皮肤之间，发而多痒，或通身红者

或不红者也”。脾在荨麻疹的发病中有如下影响：一

是脾为后天之本，脾气充足则气血生化有源，精微上

输于肺，濡养皮毛腠理使其密固；脾虚则土不生金，

腠理不得充实，易于感受外邪，如《外科枢要·赤白

游风》云：“赤白游风属脾肺气虚，腠理不密，风热相

搏”。二是脾者仓廪之官，主运化，食入某些食物后，

若禀赋不耐，则胃虽受之但脾难于腐熟运化，遂化生

湿热、作痰动风。如《证治要诀·发丹》说：“瘾疹，

病此者，有人一生不可食鸡肉及章鱼动风之物，才食

则丹随发，以此见得系脾风”。临床常见患者诉平素

食欲较差，查看其肌肤干燥、粗糙而不滋润，或诉常

在食用某些特定食物（鱼虾、酒肉等）后发病，或每

于发病时伴有腹胀腹痛腹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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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诊疗思路　从脾论治者应考虑患者本虚标实
的状态，虚者为脾气虚弱，对某些异物禀赋不耐；实

者多为因虚致实，脾虚难运，化生湿热。

３２１　健脾益气，固表御风　适用于脾气虚弱者，
易受外感者。以健脾为本，兼以祛风，方药可选玉屏

风散合四君子汤加减，同时应注意风邪的寒热性质，

风热者可用柴胡、白鲜皮、白蒺藜、连翘、蝉蜕疏散风

热；风寒者可用防风、紫苏叶等合麻黄桂枝各半汤以

疏风散寒，调和营卫。疏散的同时可佐以乌梅、五味

子、煅牡蛎等收敛之品，以免开泻太过反而可能耗气

伤阴［１２］。

３２２　健脾除湿止痒　适用于体内湿邪偏盛者。
治疗时应辨别湿邪的寒热属性，相应的佐以温里或

清热药。寒湿者可用参苓白术散，湿热者可用消风

散、温胆汤、萆渗湿汤等加减加减［１７２０］。

３２３　重视湿邪兼夹证的存在　有学者用蚕砂饮
加减治疗体内素有湿邪，复感外邪者：症见风团色泽

鲜红，瘙痒无度，腹痛腹泄或伴有恶心，舌红苔黄腻，

脉数或濡数。药用：蚕砂、蚤休、丹参、白鲜皮、地肤

子、蛇床子、蝉蜕、槐花、牡丹皮、赤芍、生甘草等［２１］。

此外，有学者针对一些湿热地带风多夹湿，风湿相搏

而发病的特点，常随症选用徐长卿、苦参、地肤子、白

鲜皮等祛风湿止痒之品，使湿邪去，风邪易于疏

散［１２］。还有学者提出：临床上湿热往往与阳虚相

伴，二者看似矛盾，但客观的反映了本病的错综复

杂，湿热与阳虚共存考虑有以下因素：一是湿热与阳

虚存在因果关系，即阳虚不能温化水湿，郁久化热；

二是素体阳虚，短期内过多进食辛辣肥甘之品；三是

素体湿热，医生过度使用苦寒之药伤损其阳气；四是

素体阳虚，感受外界湿热［２１］。

４　从肝论治
４１　理论基础　《景岳全书·四十七卷贤集》：“赤
白游风……或因虚火内动，外邪所乘；或肝火血热、

风热所致”。肝对荨麻疹的发病主要有如下影响：一

是肝主疏泄，调畅气机与情志。疏泄功能正常，则一

身之气机协调。若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会导致全身

气机失调，血行不畅而致血瘀；平素急躁易怒、肝胆

火旺者则会损耗肝阴，导致阴虚。二是肝为藏血之

脏，又是罢极之本，过度劳累等因素可使肝之阴血耗

伤而致血虚。以上两方面，最终导致的共同结果是

皮肤不得营血濡养，均可出现生风化燥。验于临床，

部分慢性荨麻疹患者诉平日情绪不佳、有长期劳累

生活史、病情于夜间加重等表现，可考虑从肝论

治［２２］。

４２　诊疗思路
４２１　疏肝理气，清肝泻火　适用于辨证属肝气郁
结，甚至郁而化火，肝火炽盛者，患者平素情绪急躁，

病情心情抑郁急躁之时更甚，喜叹息，偶有胸胁胀

痛，或发疹常在月经前期，经后则逐渐消失；经期两

乳作胀，失眠多梦，舌质淡红，苔薄白，其脉弦，本证

型的要点在于使气血通畅，并降泻肝火，则风团自

散，肝火偏重者可选龙胆泻肝汤或小柴胡汤合升降

散加减［２３２５］，对于肝郁偏重者可采用丹栀逍遥

散［２６］，肝气犯胃者当在疏肝基础上加入陈皮、炒枳

壳、砂仁等和胃之药［２７］；此外，还有学者针对女性经

前荨麻疹以二仙四物汤加减调理冲任［２８］，药用：仙

茅１０ｇ，淫羊藿１０ｇ，当归１５ｇ，川芎６ｇ，生地黄１５
ｇ，赤芍１５ｇ，丹参１５ｇ，柴胡１０ｇ，防风１０ｇ，荆芥１０
ｇ，蝉蜕８ｇ，甘草３ｇ。
４２２　补养肝血，柔肝熄风　适用于辨证属血虚生
风者，常见于久病之人或老年患者，风团色淡红，日

轻夜重，或疲劳时加重，舌淡苔薄、脉弦细。柯韵伯

谓：“治风者，不患无以祛之，而患无以御之，不畏风

之不去，而畏风之复来。”因此，应注意血虚是病情反

复的根本原因，治法是补气养血、祛风通络，使血旺

则风自灭。可用当归饮子或八珍汤加减［７，２９］，风盛

者加僵蚕、乌梢蛇、全蝎；热盛者加蝉蜕、薄荷。

５　从肾论治
５１　理论基础　肾脏为先天之本，位于下焦，在五
脏中位置最内，是一身阴阳的根基，荨麻疹虽病位在

表，但若反复发作则会?伤人体正气，久病及肾；此

外，慢性荨麻疹患者多有长期服药史，若本已有不

足，又服用大量解表疏风、清热凉血解毒之药，则更

伤其阴，进而会导致阴阳俱损［３０］。

５２　诊疗思路　有学者认为一些难治性、顽固性皮
肤病与肾关系密切，大多为肾阴虚或肾阳虚，如能恰

当运用补肾之法，往往可使沉疴得愈。辨证为肺肾

不足，阴虚血热者，用麦味地黄丸加减以滋阴补肾敛

肺［２４］：加入乌梅敛肺肾；白蒺藜祛风止痒；甘草调和

诸药。辨证为肾阳不足者，可选用金匮肾气丸或四

逆汤加减以温肾壮阳［３１３３］。

６　小结
以上论述以脏腑辨证的角度，将五脏分开而论，

以探究每一脏对慢性荨麻疹发病和转归的影响，在

治疗部分则引用了前辈的用药经验，列举了部分方

药。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临床上慢性荨麻疹病机十分

复杂，病情容易反复。因此实际的辨证治疗中不可

受限于思维定式，拘泥于一脏的病变，固守一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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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而应四诊合参，整体把握患者五脏之间的联系、

脏腑阴阳气血的盛衰。如此才能在遣方用药时得心

应手，提高临床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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