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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皮肤病学强调整体观念，关注于人的整体

性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有诸内必形诸外”。

气作为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

对人体的生命活动有着推动、温煦、防御、固摄、气

化等作用。 这些作用一方面表现为气促进着血与津

液的生成，推动着它们的输布排泄，另一方面表现

为气构成人体卫外的屏障，抵御外邪入侵。 故而，当

人体气虚时，以上生理功能皆会受到影响。 皮肤被

覆于人体体表，与外界环境直接接触，人体内在的

病理变化和由此引起的与外在环境的不相适应，都

易于反映在皮肤上。 《素问·六节藏象论》指出“肺

者，气之本，魄之处也，其华在毛，其充在皮，为阳中

之太阴，通于秋气”，故人体气虚最易在皮肤上产生

病理变化。 因此，历代皮肤科医家都注重皮肤病的

内治法。 如赵炳南指出：“皮肤疮疡虽形于外，而实

发于内。 没有内乱，不得外患。 皮肤病损的变化与阴

阳之平衡、卫气营血之调和、脏腑经络之通畅息息

相关。 ”本文旨在探讨人体气虚后常见的病机及其

表现在皮肤上的病理变化。

1

气虚后常见的皮肤科病机及病理变化

1.1

气虚血瘀 气属阳，主动；血属阴，主静。 血在

脉管中的运行须依赖于气的推动，故有“气为血之

帅”、“气行则血行”之说；血在脉管内运行而不溢出

脉外，也须依靠气的固摄作用。 故当气虚无力推动

血液运行时，血行迟缓，甚则阻滞于脉络 ，形成瘀

血；气虚无力固摄，血液溢于脉外，固结不行，亦形

成瘀血。 此类病机外显于皮肤之上，常表现为慢性

皮肤病的皮损，特点为皮肤色黯、紫红、青紫，或出

现肌肤甲错、色素沉着、色素脱失、瘀斑、肥厚、结

节、肿块、瘢痕，如蛇串疮、皮痹、葡萄疫等；整体表

现可见疼痛、胸闷、短气 ，女性月经色紫黯夹有血

块，舌色紫黯有瘀斑，脉象弦涩。

1.2

气血两虚 此类病机亦属气血关系失常。 血液

的生成有赖于气的气化功能， 人体摄入的食物转化

为水谷精气，水谷精气化生营气和津液，营气和津液

生成血，这一系列的转化都离不开气的气化。 气旺，

则化生血液的能力亦强；气虚，则化生血液的能力亦

弱，甚则会导致血虚。体内气血两虚，肌肤失于濡养，

从气虚论治皮肤科疾病

张晓宇

1

翟晓翔

2

（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南京

210023

；

2.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徐州市中医院，江苏徐州

221000

）

摘 要 中医认为气是构成人体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气的不足会引起包括血瘀、血虚、卫表不固、水湿

内停等一系列病理变化。人体内在的气虚的病理变化反映在皮肤上，出现肌肤甲错、皮肤瘙痒、多汗、糜烂、渗出等病理表

现。 故对于辨证属气虚的皮肤病，可采用益气活血、气血双补、益气固表、益气行水等方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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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互为补充，组成一个完整的时间医学体系。 两

者不可偏废，缺一不可。 因为，时间因素只是疾病发

生发展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在临床施治

时切不可盲目夸大时空因素的作用。 因此，业医者

既要“时不可违”，有时又要“舍时从证”

[7]

。 因此，对

“舍时从证”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医学理

论，对拓展临床思维也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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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见风团、皮肤瘙痒、干燥、肥厚、粗糙、脱屑，如风

瘙痒、慢性湿疮、瘾疹等；全身表现包括面色不荣，唇

舌爪甲色淡无华，头晕目眩，心悸怔忡，神疲乏力，女

性月经量少色淡，舌淡嫩，脉象细而无力。

1.3

气虚卫表不固 卫气是人体抵抗外邪侵袭的屏

障，《灵枢·本藏》有云：“卫气者，所以温分肉，充皮肤，

肥腠理，司开合者也”，“卫气和，则分肉解利，皮肤调

柔，腠理致密矣”。凡卫气不足，营卫不和，气血运行失

常，以致腠理不密，卫外不固，则六淫百邪侵袭，疾病

由是而生。 风为六淫之首，百病之长，善于走窜，卫表

不固时，风邪最易侵袭人体，其邪郁于皮肤之间，一不

得疏通于内，二不得表解于外，使肌肤失于濡养而致

病。气虚固摄无力，腠理开合失司，体内津液外泄于肌

表，亦可致病。 其临床上常见症状包括多汗，风团，皮

肤粗糙、肥厚、干燥、脱屑、斑疹、斑丘疹及瘙痒，如瘾

疹、唇风、风热疮等；全身症状可见鼻塞、头痛、神昏、

拘挛、抽搐，舌淡红、苔薄白，脉浮或弦。

1.4

气虚水湿内停 由气虚所致的湿邪有内湿和

外湿之分。 外湿为外感湿邪侵袭人体所致，多由于

居住潮湿，涉水淋雨或从事水上作业工作。 处于此

类环境之下，人体正气充盛时，湿邪尚不能内侵致

病，而气虚卫外功能减弱时，外湿侵袭人体，疾病由

此而生。 内湿致病则是由于体内气虚，气之升降出

入运动不利， 津液因输布和排泄受阻而内停于体

内，聚而成湿，进而成痰、饮。 湿性重浊缠绵，此类疾

病一般病程较长，病位多在人体下部，皮损表现以

水疱、瘙痒、渗液、糜烂为主，常见于湿疮、脚湿气等

病；全身症状多见头重如裹，身倦乏力，呕吐清水痰

涎，舌淡胖苔厚腻，脉濡或滑。

2

益气法在治疗皮肤科疾病中的应用

2.1

益气法应用原则 气虚致病，自当采取益气之

法。 临床治疗气虚多从脾胃论治，《医权初编》有云：

“脾胃虚，诸病皆虚”，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胃气为人

身之本，补益脾胃，则气血化生。 因气虚所致的病因

不同，临床治疗亦常在益气的基础上加用不同治法。

如由气虚所致的血瘀，治疗当配以活血通络之品，以

通利血脉，促进血行，消散瘀血。气虚兼见血虚者，治

疗伍以养血补血之品，概因气与血互为滋生，以达补

气生血、养血益气之目的。 气虚卫表不固，治疗可加

用解表之品，以发散外邪，外卫肌表之力，治疗表虚

不固、诸邪外侵所致之病。 气虚水湿内停，治疗则加

用利湿行水之品，以通利水道，渗泄水湿。

2.2

益气法常用方剂 补阳还五汤为益气活血的

代表方剂，此方可治疗气虚血瘀，肌肤失养所致的

紫癜、溃疡、结节、瘙痒等证，有补气活血，化瘀通络

之能。 归脾汤气血双补，可治疗由心脾两虚，气血不

足所致，以肤生红斑、溃疡、紫癜或脱发为特征的皮

肤病。 玉屏风散作为常用的益气固表剂，常用于治

疗因机体阴阳失调、营卫失和、卫外不固，症见风

团、紫癜、瘙痒等证。 防己黄芪汤益气祛风，健脾利

湿，作为益气健脾剂可治疗因气虚风湿郁遏所致的

肤生水疱、苔藓化或多汗、麻木为特点的皮肤病。

2.3

益气法常用中药 皮肤科常用补气药， 以黄芪

为最。黄芪性甘，微温，归脾、肺经，功能补气健脾、益胃

固表、利尿消肿、托毒生肌，可扶正固本，大补脾胃之元

气，使气旺以促血行，活血而不伤正，又能促进伤口愈

合，可对症治疗皮肤科疾病因气虚而见多汗、风团、紫

癜、糜烂、溃疡者，对气虚常见的兼证也都有较好的治

疗效果。党参性甘、平，入脾、肺经，善补脾肺之气，又能

补气生血、补气生津，最宜气血两虚者使用。 白术甘、

苦，温，入脾、胃经，《本草通玄》言补脾胃药无能出其右

者，可益气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多用于治疗气虚水湿

内停。 其他常用药包括人参、太子参、山药等。

3

结语

中医皮肤病学将皮肤病常见的病因归为以下

八种：属于外因的风、湿、热、虫、毒邪和属于内因的

七情内伤、饮食劳倦、肝肾亏虚，治疗也多见祛风、

祛湿、清热、润燥、活血、补肾等法。 由此看来，气虚

或不为皮肤科的根本病因。 但于临床上，慢性皮肤

病因病程缠绵，反复发作，患者表现的症状除慢性

皮肤病耗伤肝肾常见的肤色暗淡、爪甲不荣、毛发

枯槁外，多有精神委顿、四肢乏力、少气懒言、胃纳

不香等气虚症状。 此类患者单纯给予补益肝肾的治

疗，往往效果不佳。 此外，部分患者因先天禀赋不

足，素体气虚，当其发生皮肤病时，即使是急性皮肤

病， 也仍以气虚证而非实证为皮肤病的主要兼证。

对于以上两类患者，在治疗时从气虚论治，于方药

中加用补气药，常收奇功。

由是可见， 气虚作为人体常见的病机之一，其

在皮肤科疾病的发生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 皮肤科

常见的风、湿、瘀等病因都可继发于气虚之上。 故而

以益气为本，佐以活血、补血、祛风、健脾、渗湿、行

水之法，是日久迁延，正气亏耗的皮肤病的治疗大

法。 此外，根据中医“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的发病原

理，临床治疗上当灵活运用中医治则，皮肤病证见

实证，在驱邪的基础上，也可根据患者实际情况，加

入少量益气之品扶助正气，以助驱邪外出。 本文探

析气虚与皮肤病发病、治疗的直接关系，以期为今

后临床诊疗及科研立论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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