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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瘙痒是一种没有原发性皮损，仅以皮肤瘙痒

为临床表现的一种瘙痒性皮肤病，局限性以阴道、肛

门周围多见，泛发性可泛发全身[1]。中医古籍文献中

亦有“痒风”“血风疮”等名称。许克昌《外科证治

全书》有云：“遍身搔痒，并无疥疮，搔之不止。”仲景

云：“脉浮而洪，浮则为风，洪则为气，风气相搏，风

强则为瘾疹。身体为痒，痒则为泄风，久为痂癞。气

强则为水，难以俯仰。”患者发病之初自觉瘙痒剧烈，

反复抓挠之后皮肤出现抓痕、血痂等破损，日久皮肤

肥厚，色素沉着，甚则出现苔藓样变。桂麻各半汤出

自《伤寒论》原文23条，本是治疗太阳病之阳气怫

郁在表，而不得越出的身痒。《伤寒贯珠集·太阳篇

上》：“身痒者，邪盛而攻走经筋则痛，邪微而游行皮

肤则痒也。……桂枝所以为汗液之地，麻黄所以为

发散之用。”桂枝汤与麻黄汤既调和营卫，又轻散外

邪，小发其汗。其中桂枝辛温，解肌祛风；酒白芍酸

苦微寒，敛阴和营。二者等量相配，一收一散，相反

相成，具有养血和营、调和营卫之功。生姜、大枣可

助桂枝、酒白芍调营卫，甘草调和诸药，配合麻黄使

肌肤之痒毒从表解，合苦杏仁相须为用，宣中有降。

在治疗风瘙痒时，我们在桂麻各半汤基础上加祛风

止痒药如荆芥、防风、苦参、白鲜皮、地肤子、马齿苋、

白蒺藜等，久病入络酌加路路通、全蝎、地鳖虫、地龙

等活血药，临床使用疗效较好，现择病案2则介绍如

下。

1 血虚阴伤，燥而生风，久病入络之风瘙痒案

罗某，男，72岁。2016年10月5日初诊。

患者近几年来无明显诱因全身皮肤出现不同程

度瘙痒，不可遏制，尤其在洗浴后或者夜间加重，眠

差，入睡困难，不多时即被痒醒，睡时多梦。曾在多

家医院就诊，服用各种脱敏药、镇静药等西药，疗效

均不佳。刻诊：全身皮肤松弛且干燥，后背部及四肢

皮肤粗糙，搔抓痕迹明显，甚则出现苔藓样变，有的

部位甚至因搔抓而血痂累累，尤其小腿至足踝部已

有糜烂性皮损，有细薄鳞屑。大便干燥难行，时1周

便1次，且需要开塞露帮助。舌红苔薄黄，脉弦滑有

力。西医诊断：皮肤瘙痒症。中医诊断：风瘙痒。辨

证：血虚阴伤，血燥生风，久病入络。治法：养血活

血，滋阴化燥。方用桂麻各半汤加减，处方：

桂枝15g，酒白芍15g，麻黄10g，炙甘草15g，苦

杏仁15g，荆芥15g，防风15g，苦参15g，白鲜皮15g，

地肤子15g，马齿苋15g，路路通15g，地鳖虫15g，玄

参15g，麦冬15g，生姜5片，大枣3枚。10剂。日1剂，

水煎300mL，分早晚2次服用。药渣留存，隔2日泡

药浴1次。

治疗10日后，据患者家属反应，患者瘙痒情况

略有好转，夜间睡眠时间略增长，大便情况也有好

转，原方加全蝎10g续服，药浴仍2日1次。1个月

后，患者诸症均有明显好转，皮损亦逐渐结痂，向

愈。

按语：患者年逾七旬，为久病久虚之体，气血亏

虚，易被外邪侵袭，致使血虚生风化燥，肌肤失于濡

养而瘙痒。《圣济总录》言：“风瘙痒者，表虚卫气不

足，风邪乘之，血脉留滞，中外鼓作，变而生热，热即

瘙痒。久不瘥，淫邪散溢，搔之则成疮也。”据四诊

所得，该患者属于血虚阴伤、血燥生风所致，且考虑

到患者年龄较大，久病久虚，气血俱虚且伤络，故而

以桂麻各半汤化裁治疗。方中桂枝汤调和营卫，麻

桂麻各半汤加味治疗风瘙痒验案2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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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汤疏达肌表。再加荆芥、防风祛风散邪；白鲜皮擅

走肌肉，解毒祛风，引邪从小便出；地肤子祛风止痒；

马齿苋解毒祛邪，益气补虚；苦参清热燥湿杀虫；路

路通有通经行气活血之效。诸药合用，达透肌发散

之功。在上方基础上酌加地鳖虫、全蝎等活血药，玄

参、麦冬等滋阴化燥药。另患者病情较重，药浴从3

日1次改为2日1次，疗效甚佳。

2 热盛伤阴，血燥生风之阴痒案

赵某，女，53岁。2017年2月25日初诊。

患者近2月来无明显诱因出现外阴瘙痒，发作

呈阵发性，坐卧不安，夜间尤甚，长期搔抓但瘙痒不

止，出现抓痕、血痂和继发性毛囊炎。情志萎靡，饮

食减少，大便难，干而黏。无糖尿病、黄疸、血液性疾

病等病史。舌红苔薄黄，脉浮迟。西医诊断：外阴瘙

痒症。中医诊断：阴痒。辨证：热盛伤阴，血燥生风。

治法：解肌透表，清热化燥。方用桂麻各半汤、白头

翁汤、当归贝母苦参丸加减，处方：

桂枝15g，酒白芍15g，麻黄10g，炙甘草15g，

苦杏仁15g，当归15g，苦参15g，白鲜皮15g，地肤

子15g，马齿苋15g，路路通15g，浙贝母15g，白头翁

30g，秦皮15g，白蒺藜15g，生姜5片，大枣3枚。7剂。

水煎服，分早晚2次服用。药渣留存，每日局部坐浴

30min。同时嘱其勿不洁搔抓，私处也要进行日常护

理，保持外阴清洁干燥，勤更换内裤，不穿紧身裤、兜

裆裤、化纤内裤，宜穿宽松、舒适、透气的棉质内裤，

忌辛辣刺激食物，不吃海鲜等易引起过敏的食物及

药物。治疗过程中局部坐浴时注意药物浓度、温度

及时间等。

7日后患者来述，服用该方3剂即痒大减。现外

阴瘙痒明显减轻，夜晚睡眠好转，原方加地鳖虫15g、

木香10g，7剂，巩固疗效。

按语：本方由桂麻各半汤、白头翁汤、当归贝母

苦参丸三方合而化裁，配合局部坐浴，效果显著。《普

济方》云：“夫妇人风瘙痒者，由体虚受风邪故也，风

入腠理，与血气相搏，而俱往来在于皮肤之间。”故

而用桂麻各半汤既疏表解肌又调和营卫，配合白头

翁汤清热解毒凉血。方中白头翁清热解毒凉血；秦

皮苦寒性涩，清热燥湿止带；当归贝母苦参丸清热

化燥，其中当归和血润燥，贝母解燥郁而散热，苦参

通窍逐水散热，佐贝母入膀胱经以除热结；再加白鲜

皮、地肤子、马齿苋、白蒺藜、路路通祛风散邪、解毒

活血。全方引邪从腠理、膀胱而出，给邪气以出路，

局部坐浴直达病灶，故而疗效卓著。二诊时又加行

气之木香，活血之地鳖虫以助药力。

3 结语

临床研究表明，桂麻各半汤对荨麻疹、皮肤瘙痒

等病症有极好的疗效[2]。探究其机理：麻黄水提取物

有抗补体的作用，可抑制与变态反应有关的嗜碱性

细胞和肥大细胞释放组胺等化学介质[3] ；甘草的粗提

物能够抑制致敏大鼠抗体的生成，有阻滞肥大细胞

过敏介质释放的作用[4] ；芍药苷对肥大细胞组胺释放

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防风水煎剂和醇提取物有较强

的抗组胺作用[5] ；苦参含有的氧化苦参碱能够直接作

用于膜表面，从而降低细胞膜的流动性，抑制过敏介

质的释放[6] ；地龙某种组分可阻滞组胺受体[4]。临床

应用需注意，本病与人体生理结构异常变化及某些

基础性疾病（如肝胆疾患、内分泌障碍、肾功能不全、

脏器肿瘤、寄生虫、妊娠、精神神经疾患）和气候环

境、生活习惯等有关，并且本病多好发于老年人，秋

末或冬季的时候易出现，为排除系统性疾病，应注意

及时检查患者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肿瘤系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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