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禤国维为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博士研究

生导师，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 禤老认为皮肤的生理功能与肾阴肾阳有着

密切关系，皮肤肌理受先天之阴濡之，先天之阳煦

之，则皮肤红润而光泽；若肾阴肾阳虚衰则皮肤变

得冰凉、萎缩、硬化、干燥、色素沉着等，且皮肤开合

的功能失调，外邪则易长驱直入传脏传腑，进而化

火、化风、致湿、致痰、致瘀，或导致更多病变，且肾

之阴阳虚衰，则人体正气难以激发，病邪难去，往往

致病久缠绵难愈。 他遵照《黄帝内经》阴阳理论，补

肾以调和阴阳治疗疑难皮肤病，临床取得了满意疗

效，现介绍其经验如下。

1

阳虚阴盛证，温补肾阳以和阴阳

肾中阳气衰微，阴寒内盛，不能温煦五脏，灌溉

四旁，或格阳于外，或戴阳于上。 如《素问·生气通天

论 》云 ：“阳气者 ，若天与日 ，失其所 ，则折寿而不

彰。 ”阳强则寿，阳衰则夭，临床主要表现为：无热恶

寒，呕吐，下利清谷，四肢逆冷，精神疲惫 ，小便不

利，舌淡苔白，脉沉微；或面赤，身不恶寒，脉微欲绝

或脉沉，无大热，烦躁不得眠。 常见于硬皮病、系统

性红斑狼疮合并肾病、雷诺氏病、冻疮、皮肌炎及寒

冷性荨麻疹等皮肤病，治疗当以温肾回阳为主。 禤

老通常以右归丸或阳和汤为基础方治疗这类疑难

性皮肤疾患，以鼓动肾阳，即所谓“益火之源，以消

阴翳”，从而达到温补肾阳以和阴阳之目的。 如硬皮

病属于中医学“皮臂”范畴，《类证治裁·痹证》曰：

“诸痹……良由营卫先虚，腠理不密，风寒湿乘虚内

袭。 正气为邪所阻，不能宣行，因而留滞，气血凝涩，

久而成痹。 ”《素问·痹论》云：“痹在于骨则重，在于

脉则血凝而不流，在于筋则屈不伸……”故中医认

为硬皮病主要由肺、脾、肾阳虚，致营卫不固、腠理

不密，寒湿之邪乘虚内袭，其中以肾阳虚为根本，体

弱阳虚不能化寒燥湿，寒湿凝滞，使气滞血瘀、经络

阻隔、肌肤脏腑痹塞不通而成。 治以温经通络、温肾

回阳为法，禤老常以阳和汤加味治疗，常用药有黄

芪、当归、熟地、白芥子、鸡血藤、丹参、甘草、川芎、

白芍、炙麻黄、鹿角胶等。 方中以鹿角胶温肾助阳为

主药，“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故以滋阴之熟地

助阳，共起补阳之力；又以当归、白芍、川芎、丹参、

鸡血藤养血祛瘀通络，黄芪益气通脉，白芥子祛皮

里膜外之痰，炙麻黄开腠理而达表，通阳散寒，宣通

经脉，俱为散经络之痰湿瘀滞而用；伍以生甘草化

寒毒，兼调和诸药。 全方从根本论治，温补肾阳使阳

气复而寒湿去，硬化萎缩之肌肤恢复濡养，最终恢

复弹性，达到阴阳平和的目的。 此类疾病缠绵难愈，

故用药须大于常人， 但必须在精确辨证基础上使

用，步步为营，有条不紊，方能收良效。

2

阴阳两虚证，益肾阴助肾阳以和阴阳

肾内藏阴阳，肾阳上蒸，肾阴下渗，一升一降，

维持人体气化及水液代谢平衡。 皮肤病多为慢性

病，病久必累及肾脏，使阴阳两虚，初始肾阳受损，

肾气不足，机体不得温煦，气化不行，可见水肿、小

便不利、眩晕耳鸣、神疲、畏寒肢冷等症，日久阳虚

及阴，又可见五心烦热、心悸腰酸、舌淡少津、脉弱

而数等。 正如唐·王冰注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

说：“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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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则阴无以化。 ”阴阳互资互助，一方虚弱必导致另

一方亦受损。 此类证候常见于硬皮病、系统性红斑

狼疮、皮肌炎、重症多形红斑、重症药疹、白塞病等

皮肤病的后期，阴损及阳，阴阳两虚，治以益阴助阳

为法。 禤老常以金匮肾气丸为基础方治疗此类皮肤

疾患，以益阴助阳而和阴阳，如治疗狼疮性肾炎后

期，常用药有地黄、山药、山萸肉、茯苓、牡丹皮、泽

泻、肉桂。 方中以地黄、山药、山萸肉三味补肾益脾

固肝，以填精养血益阴，谓之“三补”；以茯苓、泽泻、

丹皮三味益肾阴利疏通，达到益阴之功，从阴中求

阳，谓之“三泻”。 即所谓：“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

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以肉桂蒸精化气，使

肾阳升腾，则阴阳双补，阴阳得和。

3

阴虚火旺证，滋阴补肾以和阴阳

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肝阳上亢，阴虚火旺，灼

烁津液，主要表现为：头晕目眩，五心烦热，口干，失

眠，形体消瘦，便干尿赤，舌红、苔薄黄，脉细数。 常

见于痤疮、脂溢性皮炎、斑秃、脂溢性脱发、红斑狼

疮、皮肌炎、白塞病等，治以滋阴补肾为法。 禤老常

以六味地黄丸、 二至丸为基础方治疗此类皮肤疾

患，以滋阴补肾而和阴阳。 如治疗脂溢性脱发，中医

认为此病因患者素体肾虚，阴血不足，毛发失养，而

发为此病，阴血亏虚，毛发失养，故见头发脱落、稀

疏。 禤老常以二至丸合六味地黄丸加减，常用药有：

生地黄、熟地黄、山萸肉、蕤仁肉、牡丹皮、茯苓、泽

泻、山药、女贞子、旱莲草、丹参、黄芪、松针、蒲公

英、桑椹子、菟丝子。 方中以黄芪、松针益气固肾，补

肾阳生发，从阳引阴，使阴阳协调，即所谓“善补阴

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本草

述钩元》认为女贞子“为入肾除热补精之要品”，《本

草求真》言桑椹子“除热养阴……乌须黑发”，《本草

思辨录》云菟丝子“补肾精而主升”。 以生地、熟地、

山萸肉、蕤仁肉、女贞子、旱莲草、桑椹子等滋补肝

肾之阴以滋阴养血，菟丝子平补阴阳，蒲公英养发

生发；丹参、丹皮凉血活血，疏通毛窍；茯苓、山药健

脾以补养后天之本，因脾土灌四旁，故以后天补先

天，补脾益肾。 诸药共奏养肾阴、补肝血、降火热、和

阴阳之效。

4

虚中挟实证，补肾祛邪以和阴阳

本证见于肾阳虚弱气化不行，水津代谢失调而

致水、湿、痰内停诸症或见于肾阴亏虚，相火妄动，

燔灼营血，津液耗伤，气血失运，瘀热内蕴而致热、

毒、瘀之症。 可见于系统性红斑狼疮、银屑病、红皮

病、湿疹、血管炎、皮肤淀粉样变等疾病。 治疗当以

益肾祛邪为法， 禤老巧用六味地黄丸为基础方，同

时辅以利水、祛湿、化痰、清热、解毒、祛瘀之药物而

达到阴阳平和之功效。 如系统性红斑狼疮，常见面

部蝶形或盘状红斑，关节酸痛，疲乏无力，头晕目

眩，脱发，口腔溃疡，口干，心烦，失眠，消瘦，小便黄

赤，蛋白尿，舌红或暗红，苔薄黄，脉弦细或细数等

症候。 禤老认为本病发病无论外感、内伤，或饮食劳

欲情志所诱，诸多因素必本于机体正气亏虚，肾元

不足。 肾为先天之本，水火之宅，亦为一身阴阳之根

本，肾虚不足，百病由是而生。 先天禀赋不足，肾阴

虚损，热毒内炽，是导致本病的主要原因。 禤老认

为，本病虽以肾虚为本，但常见诸多毒瘀标实之象，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本病因禀赋不足，或七情

内伤，或劳累过度，以致阴阳失衡，气血失和，经络

受阻，风火寒湿之邪极易乘虚入侵，兼因腠理不密，

日光暴晒，外受热毒，热毒入里，瘀阻脉络，而内伤

脏腑，外阻肌肤。 热毒炽盛，燔灼营血，可引起急性

发作，疾病后期又多阴损及阳，累及心、肝、脾、肾等

脏，表现为上实下虚，上热下寒，水火不济，阴阳失

调的复杂症候，实乃本虚标实之证。 治疗上禤老认

为本病虽病情多变、病机复杂、虚实夹杂，而肾阴亏

虚始终是贯穿病程之主线， 故治宜滋阴补肾为根

本，根据病情辅以清热、解毒、消瘀，方能标本兼治。

禤老常以六味地黄汤化裁组成基本方：生地、熟地、

山萸肉、丹皮、茯苓、淮山药、益母草、甘草、青蒿、鱼

腥草。 本方以六味补肾阴之虚以求根本。 方中生地

滋阴清热，凉血补血；青蒿清虚热，凉血消斑；熟地

补血滋阴，益精填髓；益母草化瘀、通经、利尿消肿，

可改善肾功能；甘草泻热缓急，调和诸药。 可按原方

随证加减：若水湿内停者，加薏苡仁、车前草、白茅

根；上热较甚者，酌加石决明、知母；瘀斑者，加丹

参、赤芍、鸡血藤、莪术、泽兰；关节痛者，加鸡血藤、

肿节风、秦艽；夹湿者，加茵陈、土茯苓、布渣叶、积

雪草；发热不退者，加青天葵；津伤口干者，加芦根、

石斛；体虚乏力者，加薄盖灵芝；尿蛋白者加芡实、

牛蒡子。 诸药共奏补肾祛邪之功，虚实兼治以和阴

阳。

5

肾实证，祛邪佐以益肾以和阴阳

肾并非“主虚无实”，《灵枢·本神》曰：“肾气虚

则厥，实则胀。 ”肾实证的形成多由外邪侵袭或内蕴

之邪所致肾经受阻，湿热下注，燥热内结，或湿、热、

瘀、寒之毒内停而致。 可见于淋病、生殖器疱疹、梅

毒、阴囊肛周湿疹、结节性红斑、皮肤肿瘤等。 禤老

常以泻肾兼祛湿、清热、消瘀、润燥、散寒之法以达

到和阴阳之目的。 如治疗生殖器疱疹，禤老认为本

病是由不洁性交后阴户感受湿热淫毒所致，湿热邪

毒搏结于阴部，并循经蛰伏。 阴器为厥阴肝经环绕，

故邪毒聚结于肝经，下注二阴而致。 发作期以湿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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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盛为主证，治宜清热解毒利湿，禤教授用六味地

黄丸加减配合清热解毒利湿之药物，常用药物有板

蓝根、牛蒡子、诃子、蒲公英、虎杖、生地、丹皮、茯

苓、泽泻、赤芍、柴胡、紫草。 以板蓝根、牛蒡子、诃

子、蒲公英、虎杖、紫草清热解毒，生地、丹皮、赤芍

凉血活血，柴胡引药归肝经，茯苓 、泽泻取其泻膀

胱、肾之邪气，诚如寇宗奭《本草衍义》云：“泽泻虽

咸似泻肾，乃泻肾邪，非泻肾之本也……白茯苓亦

伐肾邪……泽泻养五脏，益气力，起阴气，补虚损”；

茯苓虽伐肾邪， 亦健脾， 取其补后天养先天之义；

《本草求真》：“世人传以黄柏治相火，而不知丹皮之

功更胜。 盖黄柏苦寒而燥，初则伤胃，久则伤阳，枯

燥之性徒存，而补阴之功绝少，丹皮能泻阴中之火，

使火退而阴生，所以入足少阴而佐滋补之用”，故牡

丹皮“治相火而养肾”。 茯苓、丹皮、泽泻皆肾经之

药，“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一辟

一阖，此乃玄妙，后世不知此理，专于一补，所以久

服必至偏胜之害”。 但禤老认为泽泻不可久服，因久

服降令太过，清气不升，真阴潜耗可至目昏，诚如

《本草蒙筌》所载：“泽泻，多服虽则目昏，暴服亦能

明目，其义何也？ 盖泻伏水，去留垢，故明目；小便

利，肾气虚，故目昏，二者不可不知。 ”且现代药理证

明泽泻久服易至肝肾损害。 该病非发作期及反复发

作者多以正虚邪恋为主，此时若单纯用清热利湿解

毒之品，虽可逐热毒以治标，但难免苦寒耗气伤阴

而犯虚虚之弊。 治疗时当清热祛湿的同时佐以益气

养阴，禤老常予知柏地黄汤为主方加减，常用药有

黄芪、太子参、生地、薏苡仁、知母、黄柏、土茯苓、柴

胡、山萸肉、泽泻、丹皮、赤芍、淮山药、茯苓。 诸药共

奏清热解毒、益气养阴之功。 由上可知，治疗肾实证

疾病，禤老常以祛邪中佐以益肾之法从而达到平和

阴阳之目的。

6

结语

人体的阴和阳是互相关联的对立双方，阴阳相

互维系，相互资生，阳虚往往及阴，阴虚亦往往及

阳，阴阳内涵的实质关键在于阴平阳秘，若阳失去

阴的涵养则浮而不敛， 阴失去阳的固摄则走而不

守。 禤老深谙其涵义，提出“平调阴阳乃治病之宗”

的观点，并运用于治疗疑难皮肤病以“和”为治疗手

段，以“和”为治疗目的，体现在组方用药上，临床常

获良效。

第一作者：梁家芬（

1985-

），女，硕士研究生，住院医师，

研究方向为中医药治疗皮肤性病。

通讯作者：李红毅，

lihongyich@126.com

收稿日期：

2013-12-17

编辑：傅如海 岐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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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历史人物有了标准像

日前，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的“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标准肖像绘

制工程第一阶段工作结题会”上，神农炎帝、轩辕黄帝、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

珍等

17

幅工笔重彩肖像画和

8

幅石刻像画通过评审验收。目前，第二阶段绘制工

作已经启动，争取明年年中完成全部

70

幅作品。

来自中医药界、历史服饰界、美术界的钱超尘、李一、王振瑞、赵连赏等专家一

致认为，第一阶段完成的工笔重彩画像、石刻像的人体形象及特征、道具、背景、服

饰、造型等均按照医史文献的记载、人物所处的朝代、身份、创作概述进行了创作。

以上作品通过验收，可以作为中医药史代表人物的原型定格像、标准像。

该工程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办公室立项，北京博爱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发起筹划并执行，是以纪念中国中医药发展史历代代表人物为目的的肖像创作工

程，拟以

70

幅大型工笔人物画作品完整表现中医药发展史的全过程。

2010

年

7

月， 工程项目组在服饰历史研究、 历代名医传记等多方面进行严

谨、细致地研究，组织中医药界、历史服饰界、美术界、国学界等各领域多位权威专

家学者，从原始奠基、学术原创、开创流派、历史影响等

4

个角度，从五千年中医药

发展史中选取了

70

位代表人物展现其光辉形象，纪念其伟大事迹。

截至

2013

年

6

月，工程先后完成了《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历史服饰研

究报告》《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人体描述》《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代表人物人

物传记》等一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摘自《中国中医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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