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痤疮属中医学 “肺风粉刺”、“痤痱”、“酒刺”等
范畴。 早在《素问·生气通天论》记载：“汗出见湿乃
生痤痱。 高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 劳汗当风，
寒薄为皶，郁乃痤。 ”[1]5 首次提出痤疮的病因病机，
指出湿郁化热而生痤疮；此外，汗出又外受风寒，卫
阳郁而化热亦可致病。 明·陈实功《外科正宗·肺风
酒皶鼻》载：“粉刺属肺，皶鼻属脾，总皆血热，郁滞
不散，所谓有诸内，形诸外。 ”[2]287 清代吴谦在《医宗
金鉴》中对痤疮亦有论述，曰：“此证由肺经血热而
成，每发于面鼻，起碎疙瘩，形如黍屑，色赤肿痛，破
出自粉汁。 ”[3]清·顾世澄《疡医大全》载：“粉刺即粉
疵，乃肺热而风吹之，多成此疵。 ”[4]综观古代文献记
载， 多数医家认为痤疮的病因大多与肺经风热、血
热瘀滞、湿邪蕴积、脾胃湿热等有关，多从肺、脾、胃
三脏治疗，而肾为五脏根本，从肾论治，治拟滋肾或
温肾，也不失为其治疗法则。 现代医学认为痤疮是
一种毛囊皮脂腺引起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主要与
性腺、内分泌功能失调导致皮脂分泌过多、毛囊内
微生物感染和全血黏度增高等有关，而性腺、内分
泌功能主要与中医理论中肾脏的功能相对应。 现将
从肾论治痤疮简要探析如下。
1 滋肾润肺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指出：“此由肤腠受于
风邪，搏于津液，津液之气，因虚作之也。 ”[5]提出“因
虚作之”的观点。 《张聿青医案》云：“肺合皮毛，毫有
空窍，风邪每易乘入，必将封固密，风邪不能侵犯。谁
为之封，谁为之固哉？肾是也。”[6]可见，肾阴肾阳的亏
虚会影响肾之封藏功能，皮毛开合失司，会导致外邪
侵袭人体而发病。 《杂证会心录》谓：“肾与肺，属子母

之脏，呼吸相应，金水相生。 ……肺属太阴……金体
本燥，通肾气而子母相生。 ”[7]中医认为各脏腑之间关
系密切，五脏之气，皆相贯通。肺肾二脏亦是如此，肺
与肾之间的阴液是相互滋生的， 肾阴为一身阴液之
根本，所以肾阴虚则不能上滋肺阴，导致肺经阴虚火
旺，发为痤疮。 治拟滋肾益阴，润肺降火。
2 温肾健脾

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是机体各脏阴阳之
根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水谷之海，为气血生化之源。脾
之健运，化生精微，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和推动，固有
“脾阳根于肾阳”之说，肾中精气亦有赖于脾胃运化的
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才能健旺。正如《景岳全书》所
云：“是以水谷之海，本赖先天为之主；而精血之海，又
必赖后天为之资。 ”[8]若肾阳虚衰，导致脾失健运，则水
湿内停，日久生痰，湿郁化热，湿热挟痰，痰凝瘀滞，凝
滞肌肤而形成痤疮。 治拟温肾助阳，健脾化湿。
3 补肾平肝

肾藏精，肝藏血，肾与肝的关系实际上就是精与
血的关系，肾中精气的充盛，有赖于血液的滋养；血的
化生，亦有赖于肾中精气的气化，两者关系极为密切，
因此有“肝肾同源”之说。若临床上肾阴不足可引起肝
阴不足，阴不制阳而导致肝阳上亢，称之为“水不涵
木”，肝郁化火，发为痤疮；反之，肝阴不足，可导致肾
阴亏虚，而致相火上亢。 治拟平补肝肾，滋阴降火。
4 交通心肾

肾在五行中属水，心在五行中属火。 《素问·六微
旨大论》指出：“升已而降，降者谓天；降已而升，升者谓
地。 天气下降，气流于地；地气上升，气腾于天。 ”[1]137 水
火升降亦如是，心火下降于肾，肾水上济于心，这样，心

摘 要 痤疮为常见皮肤病之一，脏腑功能失调可致本病，肾为五脏根本，阴阳之根，肾阴肾阳亏虚必然导致其他各
脏腑阴阳失衡，也是痤疮发生的根本原因。 痤疮从肾论治，以滋肾或温肾为大法，每能取得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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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之间的生理功能才能协调，称之为“心肾相交”。 反
之，若肾水不能上济于心，心火不能下降于肾而独亢，
导致肾阴虚于下，心火亢于上，上可发为痤疮、心悸等
症，下可出现腰膝酸软。 治拟滋补肾阴，清心降火。

综上可知，肾虚可导致其余各脏阴阳失调，补肾
是治疗痤疮的治本之法。 现临床上治疗痤疮多采用
清泄肺热、健脾祛湿、清肝凉血等方法，疗效不佳。如
临床上一些患者长期服用此类中药，痤疮无好转，甚
至更严重，切不可继续服药，当补肾治本。 本病初发
多为阳证，当用清热凉血之品，若复感寒邪或医家失
于补托，过用寒凉药物，多致气血冰凝，脾胃伤败，阳
证转为阴证，难治也。笔者通过跟随陈仁寿老师临床
实践，在临床中不拘泥于常法，若清热凉血祛湿药无
效，陈师多建议从肾论治，常建奇功。
5 病案举隅

案 1.李某，女，48 岁。 2014 年 3 月 21 日初诊。
患者痤疮反复发作四五年，刻诊：面部密布暗红

色丘疹、结节、囊肿，少数新疹肿痛明显，伴瘙痒，自诉
曾多次服中药疗效不佳，西药易反复，舌红苔黄、质干
少津，脉来细弦。 治拟滋肾降火，疏风清热。 处方：

女贞子 10g，墨旱莲 10g，生地黄 10g，丹皮 10g，
赤芍 10g，紫草 10g，金银花 10g，防风 10g，徐长卿
10g，山药 10g，云茯苓 10g，炒白术 10g，炒山楂 10g，
陈皮 6g。 7 剂。 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患者服药 1 周后，面部瘙痒明显减轻，皮损稍
有好转。 继服 8 周，面部光滑，痤疮明显减少。 平素
可用盐水轻轻擦洗痤疮，保持面部洁净。

按：元·朱丹溪《格致余论·相火论》说：“（相火）煎
熬真阴，阴虚则病。 ”[9]本案痤疮为肾阴虚证，肾水不足
以涵养肝木，阴不制阳，阴虚火旺灼伤津液，而致湿热
痰滞，发为痤疮。方中女贞子，色青黑，益肝补肾，墨旱
莲入肾，补精益下荣上，二至丸以滋养肝阴补肾水；生
地甘寒养阴，入肾经而滋阴降火，再以丹皮、赤芍、紫
草、金银花加强清热凉血之功，又可解毒散痈；防风、
徐长卿祛风止痒；怀山药益气养阴，兼补肺脾肾三脏；
茯苓、炒白术、炒山楂、陈皮健脾利湿，除脂祛油。诸药
合用，标本兼治，共奏双管齐下之效。

案 2.林某，女，45 岁。 2014 年 4 月 2 日初诊。
患者面部及胸背部痤疮多年不愈， 皮损为多种，

可同时有初发丘疹、脓疱、结节、周围有大量瘢痕，无痛
感，时有轻度瘙痒感。伴有畏寒怕冷，四末不温，大便溏
泻，少气懒言，舌淡胖、边有齿痕，或舌质紫暗，脉沉细
等症状。 拟以益气温阳，解毒化瘀法为治。 处方：

麻黄 6g，附片 6g（先煎），吴茱萸 3g，细辛 3g，炒
白术 10g，太子参 10g，生黄芪 15g，当归 10g，丹参
10g，生甘草 6g。 7 剂。 每日 1 剂，水煎分 2 次服。

服药 1 周，初发丘疹明显好转，瘙痒减轻，患者
自觉阳虚症状稍有好转。 原方继服 4 周，患者无新
生痤疮，痘印痘斑明显变淡，无畏寒怕冷、四末不
温、大便溏泄等阳虚症状。

按：《外科正宗·痈疽治法总论第二》 中有关于
“阳变为阴”的详细论述：“疮本发于阳者，为痈、为
热、为疼。 此原属阳症易治，多因患者不觉，以为小
恙，不早求治，反又外受风寒，内伤生冷；或又被医
者失于补托，而又以凉药敷围，图其内消之以和病
家之意，多致气血冰凝，脾胃伤败……”[2]17 因此，若
患者自身不擅调摄、贪凉饮冷，或医家过用寒凉均
可导致病情反复发作，迁延不愈，肺卫阳气更加耗
损，阳郁加重；久病肺气耗伤，卫阳不固，子盗母气，
使脾之气阳亦衰；久病及肾，又致肾之气阳虚弱。 本
案患者为阳虚寒凝，气血凝滞而成痤疮。 方取麻黄
附子细辛汤加减，源出于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原文
第 301 条：“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
辛附子汤主之。 ”[10]用于治疗少阴病始得之少阴阳虚
兼太阳风寒表实证。 方中麻黄解表散寒，附子、吴茱
萸温肾阳兼顾里虚，佐细辛既温少阴之经，又发太
阳之表；炒白术、太子参、生黄芪益气健脾，助阳止
泻；丹参苦寒，与甘温之当归相配，寒热并进，活血
凉血，祛瘀生新；生甘草清热解毒，调和诸药。
6 结语

肾乃先天之本，内藏元阴元阳，为水火之源，阴
阳之根。 皮肤的温度、润泽程度都有赖于肾中之精
通过脏腑经络来营养，因此，肾阴肾阳的亏虚，必然
影响皮肤的生理功能，发为各种皮肤病。 对于痤疮
的治疗，不能拘泥于常法，在确立病名的同时，详细
辨别病人的证型，对证治疗。 从肾论治痤疮体现了
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为现代
痤疮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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