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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燥综合征（

Sjogren

’

s syndrome

，

SS

）是一种主

要累及全身外分泌腺体为主的慢性炎症性自身免

疫病，以口干和眼干为最主要的临床表现。 本病发

病年龄多在

40~50

岁，围绝经期居多

[1]

。 这一流行病

学特点提示我们，要重视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征

的防治。 中医将本病归于“燥证”“燥痹”范畴。 目前

已有文献证实，在改善外分泌腺功能上，与对照组

（羟氯喹、白芍总苷）相比，中医药治疗干燥综合征

临床疗效较好

[2-3]

。 对于干燥综合征的中医辨证论

治，众说纷纭，当代医家各持观点，有以疏肝养肝为

大法者

[4]

，有肺肠合治者

[5]

，有健脾益气者

[6]

，有从三

焦论治者

[7]

，有认为当补肾毓阴者

[8]

，各有义理，然而

对于围绝经期女性这一患病人群，并无针对性的论

述。 因此，因人制宜，针对这一类干燥综合征的高发

病率人群，分析其特有生理特征，我们认为其病机

之要在于“肾燥”，并认为补肾润燥为其治疗大法，

现总结陈述如下。

1

从“肾燥”论治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征的理论

基础

1.1

“肾燥” 之起源及内涵 《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曰：燥胜则干。故燥者，阴液不足。何为肾燥？追

根溯源，大约有四层意思。 其一，“六淫”中之燥邪

伤肾。 《素问·宣明五气》曰：五脏所恶：心恶热，肺

恶寒，肝恶风，脾恶湿，肾恶燥，是谓五恶。 意指其

气太过则反伤其脏，唯肺、肾所恶相反。 对此，《黄

帝内经太素》释曰：肺恶寒，肾恶燥者，燥在于秋，

寒之始也；寒在于冬，燥之终也。 肺在于秋，以肺恶

寒之甚，故言其终；肾在于冬，以肾恶燥不甚，故言

其始也。 清代高士宗亦注曰：燥气伤肾，故肾恶燥。

肾恶燥，乃燥气为病之义。 其二，肾精不足，而有肾

燥。 对于“肾恶燥”，《类经》释曰：肾属水而藏精，燥

胜则伤精，故恶燥。 《冯氏锦囊秘录》释曰：燥则精

竭涸。 明代马莳解释“肾恶燥”曰：肾主水，其性润，

而肾燥则精涸，故恶燥。 此所言侧重于阴精不足为

燥，认为肾燥是精亏耗，津液不足之病。 此二者乃

“肾燥”之本义。其三，肾燥而致肝失所养。 《存存斋

医话稿》有言：“盖肾属水，水亏则燥，水燥则无以

养肝， 木无水养， 则燥而生火……必用润药润其

肾，则燥而不合者可以复合，而且肝得所养……立

方之法，润肾为君，而兼用清肺补肝之品。 ”此所言

肾燥者可有肝阴不足之象，当滋养肝肾，所言合于

“肝肾同源”之义理。 其四 ，肾燥可致二阴开合失

司 。 《慎斋遗书 》中记载妇人泄泻 ，谓其 “肾燥不

合”，张东扶释曰：“肾既失其封蛰之职，不合而开

……凡物润则坚密无缝，燥则绽裂有痕，肾开窍于

二阴，肾耗而燥，其窍开而不合矣。 ”因此，肾燥失

于封藏，其窍开合失司。 其五，肾燥气化不利，水液

输布失常。 在《素问·藏气法时论》中，对于肾恶燥，

提出“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色黑，宜食辛”

的治法。 《类经》释曰：盖辛从金化，水之母也。能开

其腠理致津液者，以辛能通气也。 水中有真气，惟

辛能达之，气至水亦至，故可以润肾之燥。 高士宗

释曰：以辛能开腠理，致在内之津液而通气于外，

在下之津液而通气于上， 故能润也。 从其治法可

知，肾燥亦可表现为气化失职，腠理不开 ，津液不

布，此为肾燥义理之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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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肾燥”是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征之发病基

础 围绝经期女性处在一个特殊的生理时期，《素

问·上古天真论》曰：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

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沈氏女科辑要

笺正》中引语“谓天癸者，指肾水本体而言，肾为水

脏，天一生水，故谓肾水为天癸。 ”可知天癸竭、肾水

亏是围绝经期女性的重要生理特点。 对于干燥综合

征患者来说，较之中青年发病者，围绝经期女性患

者口干、眼干、猖獗齿症状更显著，更易出现肝脏受

累、间质性肺炎、白细胞减少，而抗

SSA

、抗

SSB

抗

体阳性率则低于中青年发病者，与这一生理特点也

有密切关系

[9]

。 《素问·宣明五气》曰：“五脏化液……

肝为泪……肾为唾”，可见肾主唾，无唾之症当究于

肾。 肾精不足，唾无所生则口干。 肝肾同源，肝开窍

于目，在液为泪，肝阴不足则眼干无泪。 肾阴虚化

燥，肝失所养，肝失疏泄，肾窍开合失度，可致大便

习惯异常，亦可致尿频尿多下消之证。 金水相生，水

枯则金燥， 可见咳嗽剧烈而痰少之证。 因此认为，

“肾燥”为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征之特点。

2

从“润肾燥”治疗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征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燥者润之。润燥为治疗干

燥综合征之大法。 肾为水脏，润肾燥不仅是指滋养肾

阴，意在通过各种治法使肾水充沛，散溢滋养全身。

2.1

补肾阴、填肾精为“润肾燥”之基础大法 肾燥

之基础在于肾中阴精亏虚，故当以滋肾填精、毓阴

润燥为其要法。 滋肾中药包括滋养肾阴之品如熟

地、枸杞、女贞等；血肉有情填肾精之品如炙龟版、

紫河车等；富含脂质润燥之品如核桃、芝麻等。 常用

方药以六味地黄丸、左归饮等为代表。 此外，肝藏

血，肾藏精，乙癸同源，因此养肝阴亦可滋肾精。

2.2

泻相火而坚真阴，为“润肾燥”之重要补充 肾

阴虚而虚火上炎、相火妄动，故在滋肾基础之上，当泻

火宁肾。 可以炙龟版、生地滋水泻火，以知母、黄柏、丹

皮清泻其相火。 常用方药以大补阴丸、滋肾丸为代表。

2.3

辛润通络，另辟蹊径，圆机活法 辛润指以“辛

味药”润燥，是指用辛散之品治疗水道不通、腠理闭

塞所致津液输布失常的疾病。 叶天士就提出了“络

以辛为散”的观点，认为以辛润通络。 《医学启源》

载：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黄柏，知母。 注云：开腠

理，致津液，通气血也。 在干燥综合征的治疗中，一

方面，使用辛药活血行气，助津液输布也是重要佐

使之法；另一方面，在大量使用滋肾养阴中药之时，

有滋腻碍胃之忧，辛散之品可以助运化，化解之，如

砂仁、半夏之类。

2.4

燥毒入络，润燥解毒 干燥综合征之燥病情缠

绵，难以根除，有医家提出“燥毒”的概念，将干燥综

合征区别于“六淫”之“燥”，燥甚化热，燔灼营阴，蕴

结为燥毒，当佐以清热解毒之品，善用土茯苓、白花

蛇舌草、金银花等

[10]

。

3

创设润燥解毒汤治疗干燥综合征

杨光辉教授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风

湿科主任，从事风湿病中西医结合诊治二十余年。在

此理论基础之上，创设润燥解毒汤，以补肾精养肾阴

为基础，兼用滋毓肝阴、补益肺胃、行气活血通络、泻

火解毒之法，临床疗效明确，患者外分泌腺受损症状

有明显改善

[11]

。 方取炙龟版、生地、山茱萸、白芍、石

斛、麦冬、玉竹、五味子、凌霄花、蛇莓、紫菀、甘草。其

中，以炙龟版、生地为君，既可养阴填精，又可泻火宁

肾；以山茱萸、白芍为臣，养肝阴；石斛、麦冬、玉竹、

五味子补肺生津，使金水相生，紫菀化痰通络，凌霄

花、丹皮辛润活血化瘀，蛇莓润燥解毒，共为佐使。

润肾燥治疗干燥综合征的核心在于补肾阴、填

肾精。 临床研究显示补肾法治疗干燥综合征能够有

效改善患者外分泌腺症状

[12-13]

。 同时，进一步的研究

发现， 中药治疗能够改善干燥综合征患者紊乱的性

激素水平

[14]

。 虽然目前干燥综合征发病机制尚不明

确，但近年来的研究显示，性激素比例失调是干燥综

合征的重要病因之一，并能够影响免疫反应

[15]

。 近年

来动物实验中，切除

SS

小鼠模型的卵巢

3

天后，小鼠

泪腺白介素

1β

（

IL-1β

）、肿瘤坏死因子

α

（

TNF-α

）、

白介素

4

（

IL-4

）显著上升，细胞凋亡加速，淋巴细胞

浸润，而在卵巢切除时给予生理剂量的性激素，则可

阻止上述病变发生以及促炎因子的上调， 推测性激

素水平下降通过上调促炎因子促进

SS

早期病变的发

生，促进抗

SSA

抗体产生

[16-17]

。

SS

患者唇腺整合素

α

（

INTα

）表达水平低下，体外细胞实验中发现，在脱氢

表雄酮（

DHEA

）和睾酮干预后，唇腺腺泡细胞整合素

表达增加

[18]

；然而，临床

DHEA

在

SS

患者中的使用

并不能显著改善患者症状

[19]

。 这一现状提示，补充单

一性激素不能起到治疗作用。 而补肾的中药复方则

可以调节性腺轴， 因此推测， 补肾阴中药能够改善

SS

患者症状的机理与调整失衡的性激素水平，进而

减少淋巴细胞聚集和炎症因子释放有关， 这也为研

究中医“肾液在唾”理论提供了一个研究思路。

综上所述，围绝经期女性是干燥综合征重要的

发病群体，肾燥阴亏是这一特殊生理时期的主要病

因病机，以补肾阴填肾精为主的润肾燥之法是治疗

本病之大法，能够有效改善围绝经期女性干燥综合

征的临床症状。 既往已经有大量文献提示补肾填精

中药能够调节围绝经期女性性激素水平失衡

[20]

，在

此基础之上，可以进一步研究补肾阴润肾燥中药在

干燥综合征治疗中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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