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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脏应时”论荨麻疹季节性发病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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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荨麻疹是一种以疹块时隐时现，并伴有瘙痒为主的过敏性皮肤病，中医称之为“瘾疹”。该病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
外多责之于六淫具有季节性，内因脏腑功能受季节气候调控。本文从“五脏应时”角度出发探讨荨麻疹的病因、发病机制

和临床防治３方面内容，认为季节气候变化与荨麻疹发病密切相关，这为临床预防和治疗荨麻疹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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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荨麻疹为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病，其发病机
制较复杂，现代医学认为是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

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暂时性水肿［１］，临

床表现常为大小不等的风团块，发病迅速，疹块发无

定处，时起时消，且具有一定的季节性，这与不同季

节接触的过敏原不同密切相关。根据中医“五脏应

时”理论，自然界季节时间、外界环境变化对人体生

理状态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不同季节脏腑适

应性调控功能失常会导致诸多疾患产生。中医学认

为，荨麻疹发病外多责之于六淫邪气客于肌表，营卫

失和，内因禀赋不足，脏腑功能失调。现就中医“五

脏应时”理论与荨麻疹发病相关性做一简要的探讨。

１　致病因素多具季节性
六淫致病多具季节性。春季多风，风性善行而

数变，易侵袭人体肌表发病。荨麻疹若在春季发作，

多因感受风邪。《伤寒论·平脉法》曰：“脉浮而大，

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瘾疹，身体为

痒”。《金匮要略·水气病篇》亦曰：“风气相搏风强

则为隐疹……”。夏季气候炎热，雨水较多而潮湿，

热蒸湿动，人体易感受湿热之邪，熏蒸皮肤而发荨麻

疹。如张山雷《疡科纲要·论痒》载：“风湿之邪郁

遏于肌腠脉络之间，可使阳气郁闭，清气不升，营卫

不和，疹痒剧烈，风团色白……频年累月，不易速

愈”。夏季火热之邪旺盛，也常与风邪相兼致病。如

《诸病源候论·风 候》曰：“夫人阳气外虚则多

汗，汗出当风，风气搏于肌肉，与热气并，则生 。

状如麻豆，甚者渐大，搔之成疮”。此外，夏季蚊虫生

长繁殖迅速，蚊虫叮咬也可使荨麻疹发作［２］。《疡科

选粹·隐疹》中提到：“赤疹起于卒如蚊咬”。《证治

准绳·疡医》中也说：“又有赤疹者，忽然起蚊虫咬，

烦痒急者重抓疹起，搔之遂受手起……”。秋冬之季

天气逐渐转凉，气候干燥，人体极易感受风寒之邪导

致荨麻疹发作。正如《千金要方·瘾疹》云：“风邪

客于肌中则肌虚，真气发散，又被寒搏皮肤，外发腠

理，开毫毛，淫气妄行之，则为痒也，所以有风疹瘙

痒，皆由于此”。

现代医学认为荨麻疹四季均可见［３］。该病常由

一些致敏物质如花粉、霉菌、尘螨或物理因素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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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温度、湿度、紫外线等引起，而这些因素在不同的

季节会有不同的变化。春季天气转暖，花木盛开，花

粉的传播对荨麻疹的发作有很大影响。有学者［４］对

３５６例慢性荨麻疹患者应用２０种吸入变应原进行
皮内试验，结果显示多种变应原中以春季花粉最高

为４１例，这说明在春季发作的荨麻疹，与当季花粉
的吸入有较大关系。夏季气温高，人们穿着减少，皮

肤暴露增多，被蚊虫叮咬及接触过敏原的机会增大，

因此，夏季该病也易发作。有学者［５］从气温、气压、

温度等９种气象因素研究分析，发现北京地区荨麻
疹在６～８月高发，并且气温升高或湿度增大都会使
荨麻疹的发病人数增多。另有学者［６］对泰安地区

２０４７例慢性荨麻疹的过敏原进行流行病学分析，发
现呈季节性发作的有１０４４例，且各季节过敏原不
同，春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早春花粉、桑蚕丝、小

麦面，夏季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多价昆虫、葱，秋季

好发者常见过敏原为多价霉菌Ⅰ、烟、尘螨，冬季好
发荨麻疹者常见过敏原则为夏秋花粉、蒿属花粉及

豚草。这提示不同季节诱发疾病发作的因素不同。

２　脏腑功能多应时而变
人体内在脏腑的生理病理状态与外界季节变化

具有同步相应性，气候变化异常时会引发人体五脏

之气发生病理改变。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

“天之邪气，感之害人五藏”。又如《素问·四气调

神大论》云：“逆春气则少阳不生，肝气内变；逆夏气

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

满；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沉”。荨麻疹的发作

除了与六淫邪气的季节性分布有关以外，还与内在

脏腑功能调节密切相关。

春季多风，风善行数变，这与荨麻疹时起时消，

发无定处的特点极为相似。《素问·至真要大论》

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风有内风和外风之分。

外风指六淫中的风邪，春季易感受风邪，邪气客于肌

腠，营卫失和发病。内风的产生与肝的生理功能发

生异常有关。孙一奎《赤水玄珠·赤白游风》云：

“妇人赤白游风，属肝经郁火，血燥生风”。《景岳全

书·赤白游风》亦云：“赤白游风……或因虚火内

动，外邪所乘；或肝火血热、风热所致”。可知肝经火

热亢盛，血燥生风导致荨麻疹发作。此外，肝属春木

而主风，喜条达而恶抑郁，在当旺春季，肝主升发的

功能增强。肝脏依赖肝血的收敛使其升发而又不刚

暴太过，然而一旦肝阴血不足，肝体必丧失阴柔之性

而升散无制，以致阳亢内风生，这与荨麻疹发病急骤

具有相似性。同时，肝主疏泄，具有调畅情志的功

能，一旦情志活动异常，致使肝不能正常发挥其调畅

全身气机的功能，进而出现气血失调，脏腑失和，若

复感风邪，内不得疏泄，外不得透达，郁于皮毛腠理

发为本病［７］，故荨麻疹患者常出现抑郁、焦虑等情绪

不良的症状。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诸痛痒疮，皆属于

心”。这与荨麻疹患者有剧烈瘙痒的症状相应。

《素问·四时刺逆从论篇》亦载：“少阴有余，病皮痹

隐疹”，认为荨麻疹发病的病机为“少阴心经有火”。

《医宗金鉴·痘疹心法要诀》云：“心火灼肺风湿毒，

隐隐疹点发皮肤”。可见，心经有火易引发荨麻疹。

由于心与夏季相通应，夏季温度较高，心为阳脏，人

体易感受火热之邪使得心火亢盛。心主血，热入血

分以致血热壅盛，血热传于皮肤引发荨麻疹。如《外

科证治全书·发无定处证》云：“红色小点，有窠粒

隐行于皮肤之中而不出是也。属心火伤血，血不散，

传于皮肤”。另一方面，血热煎熬津液易成血瘀，气

血同源，血瘀则气机运行不畅，气机逆乱则生风成

痒［８］。感受火热之邪所致的荨麻疹，疹块发为红色，

触之有热感，患者常伴有口干欲饮、尿赤、便结、舌红

苔黄等热象表现。此外，心经郁热扰动心神，故荨麻

疹患者亦可现心烦、失眠、烦躁等症状。

脾与长夏相通应。长夏雨水增多，湿气最重，且

气候炎热，湿热交蒸入侵肌表，熏蒸皮肤而致荨麻疹

发作。《奇效良方·诸血门》载：“热胜于阴，发于疮

疡，湿滞于血则为脾痛瘾疹”。同时，外湿易损伤脾

阳，阻遏气机，致脾失健运，湿浊内生。《丹仙 述·

瘾疹》曰：“瘾疹多属于脾，以其隐隐在皮肤之间，发

而为痒，或通身红者，或不红者”。张景岳在《景岳

全书·非风》中亦强调：“瘾疹者，自卑湿而得之”。

长夏本湿热旺盛，若再食肥甘厚味、鱼虾等辛辣刺激

之品，则会助湿热内生，作痰动风。如《奇效良方·

疮疡门》载：“今富贵之人，不知其节，以饮食久?、

膏粱厚味、醇酒辛辣之物，日久太过，其味具厚，乃阳

中之阳。逆于肉理则湿气太胜，湿热之化面上行，其

风块多出于胸部、或见于四肢”。内湿易阻滞经络气

血运行，使阳气郁阻，清气不升，且内湿与外湿相合

故引发荨麻疹。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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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若脾虚则土不生金，皮毛腠理不得充实，卫外

功能减弱，此时复感风邪，极易引发荨麻疹。

肺外合皮毛，与秋季相通应。“皮毛”是人体之

防御屏障，也是与外界相沟通的媒介，为一身之表，

具有防御外邪的功能［１０］。秋季气候转凉，肺为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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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风寒之邪极易侵袭肺脏，使肺卫外功能减弱，气

机壅滞，腠理郁闭，不得宣发疏泄而发荨麻疹。如

《诸病源候论·风瘙身体隐轸候》所云：“邪气客于

皮肤，复逢风寒相折，则起风瘙隐疹”。肺朝百脉，可

助心行血，当外界邪气侵犯肺脏使肺气不利，则血液

运行不畅，肌肤失于濡养可现瘙痒。此外，肺与大肠

相表里，肺宣发肃降功能失常时，可引起腑气不通，

故临床上部分荨麻疹患者伴有大便秘结的症状。

《素问·生气通天论》云：“阳气者，若天与日，

失其行，独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是故阳因

上而卫外者也”。强调阳气的重要性。肾阳为一身

阳气之根本，能温煦全身脏腑形体官窍。肾与冬季

相通应，冬季气候严寒，若患者久病表虚，卫外不固，

且肾阳虚损，身体不得温煦，此时又复感寒邪，则多

发为肾阳虚型寒冷性荨麻疹，通常患者受寒冷性物

质刺激后，受冷区则会出现瘙痒性水肿或风团［１１］。

３　临床防治可因时而治
３１　预防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
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

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

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中医“未病先防”的

重要性。

荨麻疹在一年四季均可发作，故季节性发作的

患者应根据自己的好发季节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尽

量降低发病率或减轻症状。春三月，此谓发陈，万物

复苏，阳气升发，此时应该调畅情志，适当增加户外

活动，增强体质，使肝气条达，正气充足，有助于抵抗

外邪。但春季多风，要尽量避免感受风邪。并且春

季花朵盛开，现代医学认为有些荨麻疹的发作与接

触过敏原有关，春季主要的过敏原是各种花粉，因此

要避免过敏原的吸入。夏三月，此谓蕃秀，阳气盛

长，既要避暑，又不可贪凉；邪热易扰心神，要保持平

和的心情，调畅情志；夏季湿热之气亢盛，饮食宜清

淡，不可过食肥甘厚味，以防湿邪内生，诱发疾病。

秋冬之季气候转凉，应当注意保暖，特别是冬季，阳

气闭藏，寒气当令，好发于冬季的荨麻疹患者应该避

寒就温，防止寒邪侵袭。《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

时》曰：“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

应之”。人体的生理活动随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而

发生生长收藏的相应变化［１２］。因此，对于荨麻疹的

预防，要顺应四时之气，根据春夏秋冬阴阳之气的消

长变化，调整个人起居、情志以顺应之［１３］。如《素问

·四气调神大论》所云：“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

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

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

矣”。

３２　治疗　对于荨麻疹的治疗，宋代陈言在《三因
极一病证方论·瘾疹证治》中提出：“内则察其脏腑

虚实，外则分其寒暑风湿，随证调之，无不愈”。由于

该病与季节气候密切相关，可根据“天人相应”理

论，采取因时治宜的方法施治，如《素问·疏五过

论》云：“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

春季多风，对于外风所致的荨麻疹，治疗以解表

祛风为主。有学者［１４］收集整理了从东汉至今的荨

麻疹用药情况，从药物使用频率来看，解表药居于首

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防风。防风走表而祛风邪，乃

治风之要药。风为百病之长，常兼其他邪气致病。

众多医家无论对荨麻疹的分型如何差异，都有风寒

型和风热型，因此在治疗上应兼以散寒和清热。肝

风内动常见的证型有肝阳化风证、热极生风证、阴虚

动风证、血虚生风证等。在治疗上应分别采用平肝、

清热、滋阴、养血的方法，旨在祛除肝风，恢复肝正常

的生理功能，使气血运行输布正常，从而达到治疗荨

麻疹的目的。有学者［１５］整理分析了大量古今文献

资料，总结从肝论治慢性荨麻疹的方法，分别为疏肝

理气，清热止痒；清肝解热，湿止痒；益气养血，祛

风止痒；滋阴柔肝；养血祛风；调摄冲任，和营止痒；

行气活血，疏风通络。

心应夏，夏季气候炎热，荨麻疹发病多为心经郁

热型。治疗以清心凉血为主，辅以祛风。不清热则

血不宁，不祛风则痒不止。正所谓“治风先治血，血

行风自灭”。根据这一原则，有学者［１６］提出用验方

凉血消风散进行治疗血热风盛型荨麻疹。凉血消风

散由水牛角粉、生地黄、牡丹皮、白僵蚕、龙骨、紫荆

皮和甘草组成，方中水牛角凉血解毒，为治血热壅盛

之要药；生地黄清热凉血，滋阴生津；牡丹皮清热凉

血，活血散瘀，使血行而不留瘀；白僵蚕、紫荆皮祛风

止痒；龙骨重镇安神，平肝潜阳；甘草调和诸药。临

床上常用药物还有黄芩、黄连、连翘等清热凉血之

品，使火平热降，毒解血宁。当血热得以祛除，血液

恢复正常的濡养功能，气血正常运行，营卫调和，则

皮肤病变消失，心烦，焦躁等症状也随之消除。

长夏多湿，对于外湿所致的荨麻疹，代表方剂为

消风散，其中苍术散风祛湿，苦参清热燥湿，木通渗

利湿热，三药合用体现了从湿论治的思想。配以荆

芥、防风等祛风除湿，当湿邪得以祛除，则气血调和，

疹块自消。早在《外科正宗·疥疮》就有记载“消风

散，治风湿浸淫血脉，致生疮疥，疹痒不绝，及大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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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风热瘾疹，遍身云片斑点，乍有乍无并效”。有学

者［１７］将荨麻疹分为５种证型，其中湿热壅盛，湿重
于热型的荨麻疹临床表现为入夏即发，挟有水疱，多

发于下肢，深秋之后逐渐好转，使用苍术、薏苡仁、云

茯苓、泽泻、黄柏以清热除湿。另有学者认为湿邪具

有相兼性［１８］，在冬为寒湿，在春为风湿，在夏为热

湿，在秋为燥湿。所以在治疗上应辨季节，发于长夏

者，当清暑化湿，代表方如藿香正气散加减，药用藿

香、佩兰、紫苏、白芷、大腹皮等。无论何种观点，其

目的都在于祛湿。此外，脾虚与湿盛之间互为因果，

湿性重浊黏滞，易困脾耗伤脾气，妨碍脾的运化。而

脾失健运，则湿更难去，以致脾虚湿困，病情反复发

作［１９］。所以在祛湿的同时要兼以健脾。当湿邪一

去，脾恢复正常的运化功能，精气血津液正常生成输

布，脏腑、经络、肌肉得到充足营养而发挥其正常的

生理功能，病变自除。

肺为娇脏，与秋季相通应，易受外邪侵犯致肺气

不利，卫外不固，邪气闭郁，营卫失和发病。临床在

治疗此种外感型荨麻疹时，常以解表宣肺为主。解

表药大多主入肺经，能够宣利肺气。有学者［２０］根据

“肺主皮毛”理论对荨麻疹进行辨证论治，将其分型

为风寒束表，肺气郁闭证，风热犯表，肺失清肃证和

胃肠湿热，上熏于肺证，均取得良好效果。此外，《伤

寒论》云：“太阳病，得之八九日……以其不能得小

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后世众多医家

根据荨麻疹患者有剧烈瘙痒的症状，用桂枝麻黄各

半汤治疗风寒型荨麻疹［２１］。其中，麻黄有较好的宣

肺作用，桂枝汤能调和营卫，诸药合用，效果明显。

对于肺脾气虚所致的荨麻疹，要补益肺脾之气，黄芪

为临床常用药。黄芪主入肺脾二经，当肺脾之气得

以补充，脾运化功能恢复正常，肺气通利，卫外功能

正常，营卫调和，疾病治愈。

对于发于冬季的肾阳虚型寒冷性荨麻疹，治疗

应以和营消风，温阳补肾为主。有学者［２２］用真武汤

治疗５６例寒冷性荨麻疹，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方中
附子为“命门主药”，辛甘温煦，有峻补元阳之效，合

生姜加强温阳散寒之力。有学者［２３］认为该类荨麻

疹表卫不足，受寒发疹仅是其标，而肾阳不足为其

本，故用金匮肾气丸温补肾阳。金匮肾气丸在补阳

之中配伍大量滋阴之品，目的在于阴中求阳，使阳有

所化。另有学者［２４］研究发现多数慢性顽固性荨麻

疹患者伴有免疫功能低下，并且他采用补肾法治疗

慢性顽固性荨麻疹取得了很好的疗效。现代药理学

研究证实，益肾药在调节免疫功能方面有重要作用，

能提高机体免疫力，调节机体内环境［２５］。

虽然五脏各主其时，但在调控上又可相互影响，

并且六淫具有相兼性，所以在临床施治上应灵活变

通，不可一味遵从“肝应春”“心应夏”“脾应长夏”

“肺应秋”和“肾应冬”的特征，应循仲景在《伤寒论》

中所云：“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４　小结
综上所述，荨麻疹在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在各

个季节的发病特点又有所不同。究其原因，一方面

是荨麻疹多由外感六淫邪气诱发，而六淫具有季节

性；另一方面是人体脏腑功能受季节变化的调控，荨

麻疹春病多在肝，夏病多在心，长夏病多在脾，秋病

多在肺，冬病多在肾。基于此，对荨麻疹提出因时而

治，不同的季节采取不同的治法，这主要体现了中医

“天人相应”的思想。《素问·宝命全形论》云：“天

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

之法成”，“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

曰人”。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四时寒暑的交

替，阴晴风雨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的生

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时气适时而至，人身容易适应，

不易致病；若时气偏胜，失去中和常态，人身适应不

来，则会致病［２６］。本文以“天人相应”理论为核心，

从“五脏应时”探讨季节气候变化对荨麻疹的影响，

了解该病发生的外在因素和内在脏腑功能调控机

制，进行辨证分型，合理使用药物，这对临床治疗荨

麻疹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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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同岁会）其运热寒雨”［１１］，岁火不及，寒乃大行，

自然界气温相对偏低，在人体亦从水化，火气上炎之

性受到抑制，可表现为抑郁，《素问·五常政大论》

记载为：“伏明之纪……藏气反布……其病昏或悲

忘”，加上厥阴所至为风府、为生、为飘怒，风火相煽，

自然界又有阳气生发的趋势，人体与之相应，在本有

的阳气郁遏之象下，可表现为或加重抑制，或郁极暴

发，出现躁狂之象。可见，双相情感障碍患者的发病

与阳郁失升，郁极乃发有关，其间歇、反复、循环的抑

郁和躁狂发作，便是阳气功能紊乱，阴阳升降失衡所

致，脏腑定位与肾关系最为密切。

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表现十分复杂，本研究从

五运六气出发，分析了双相情感障碍的发病规律及

病因病机，提示临床医生在双相情感障碍的诊疗中

要时刻注意自然界阴阳升降的规律对人体情绪的影

响，尤其是在太土少阴君火阳明燥金之年（甲子、甲
午年）及少火厥阴风木少阳相火之年（癸巳、癸亥
年），要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采取预防措

施。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中国古代历法以干支纪年，

６０年为一甲子周期。五运六气则通过“天干化运，
地支化气”之法，以岁运（以太少分共１０种）、司天
在泉（６种）来解释一年的运气特点，为 ３０年一周
期，故分析发病期的岁运司天在泉的运气因素，有
３０种可能。而本研究所收集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
的发病期岁运司天在泉，共有２４种，并未涉及其余

６种岁运司天在泉的分布情况，虽不能全面评判双
相情感障碍患者易发作或波动的运气因素，但其临

床参考意义较大。在今后的研究中要扩大样本量、

增加地域划分以作更深入的分析。

参考文献

［１］沈渔?．精神病学［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９：５４４５９１．

［２］杨春强．双相情感障碍的最新研究进展［Ｊ］．精神医学杂志，

２００７，２０（６）：４０８４１０．

［３］黄悦琦，洪武，邱美慧，等．中国双相情感障碍不同躁狂发作亚型

危险因素的现况调查［Ｊ］．中国心理卫生杂志，２０１５，２９（１２）：９２７

９３２．

［４］杨威，白卫国．五运六气研究［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１：１１８５．

［５］方药中，许家松．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讲解［Ｍ］．北京：人民卫

生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７００．

［６］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美国）张道龙译．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Ｍ］．５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０１６１．

［７］皱勇．五运六气入门与提高十二讲［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２０１７：６５１．

［８］王新志，康紫厚，李燕梅．甜梦口服液联合盐酸文拉法辛治疗脑卒

中后情感障碍临床观察［Ｊ］．中国医药，２０１３，８（８）：１０９３１０９４．

［９］高治国．双相情感障碍的中医病因证治探讨［Ｊ］．中医研究，

２０１７，３０（１１）：５７．

［１０］任应秋．任应秋运气学说六讲［Ｍ］．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２０１０：１５０．

［１１］田代华．黄帝内经素问［Ｍ］．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２８

１９０．

［１２］王琳，贾晓．王彦恒温肾解郁法治疗重症抑郁障碍经验［Ｊ］．

中华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５，３０（３）：７７０７７２．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上接第１０８５页）
［１１］安立辉，金春琳，陈晴燕．“芪桂祛风汤”在原发性获得性寒冷性

荨麻疹治疗中的应用价值分析［Ｊ］．中国医药指南，２０１６，１４

（２）：１９４１９５．

［１２］刘国华，武青庭，谢雪姣．《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观再探［Ｊ］．

江西中医药，２０１７，４８（１２）：９１２．

［１３］张锐年，田永衍．《黄帝内经》天人观探析［Ｊ］．中医研究，２０１６，

２９（１２）：１４．

［１４］张晓杰．荨麻疹方药证治规律研究［Ｄ］．济南：山东中医药大

学，２００３．

［１５］李志文．从肝论治慢性荨麻疹的理论文献研究［Ｄ］．北京：北京

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３．

［１６］龚凤娟．杨娟．艾儒棣．血热风盛型荨麻疹的治疗［Ｊ］．四川中

医，２００８，２８（６）：１０３．

［１７］陶初明，方勇超．辨证治疗 ６２例慢性荨麻疹［Ｊ］．四川中医，

２００６，２４（５）：７３．

［１８］陈会苓．从湿论治荨麻疹［Ｊ］．山东中医杂志，２００７，２６（５）：３４９

３５０．

［１９］陈非凡，黄远峰．加味参苓白术散治疗慢性荨麻疹临床疗效分

析［Ｊ］．光明中医，２０１６，３１（７）：９５６９５８．

［２０］邢良．王玉玺．浅谈“肺主皮毛”理论辨证论治瘾疹［Ｊ］．中医药

学报，２０１２，４０（３）：１３０１３１．

［２１］梁蔚丽，何采辉．桂枝麻黄各半汤配合穴位贴敷治疗风寒型荨

麻疹［Ｊ］．吉林中医药，２０１６，３６（３）：２５９２６２．

［２２］张书元，刘西珍，田蕾，等．真武汤治疗寒冷性荨麻疹临床观察

［Ｊ］中医药学报，２０００，２８（５）：３１．

［２３］路新国．金匮肾气丸治疗寒冷性荨麻疹［Ｊ］．上海中医药杂志，

１９８８，１０（９）：３２．

［２４］陈达灿．补肾法为主治疗顽固性荨麻疹［Ｊ］．新中医，１９９９，３１

（７）：１４１５．

［２５］郭艳辉，彭鑫，潘晓辉．荨麻疹中医病因病机探讨［Ｊ］．中医研

究，２００９，２２（１）：９１１．

［２６］方满锦．析论《黄帝内经》的天人合一［Ｊ］．忻州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１７，３３（１）：１６．

（２０１８－０４－１５收稿　责任编辑：徐颖）

·０９０１·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Ｍａｙ２０１８，Ｖｏｌ．１３，Ｎｏ．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