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医 学 传 薪

28 2022 年总第 54 卷第 1期

单兆伟教授是全国名中医，以诊治脾胃病见长。

笔者有幸跟单教授学习，现将单教授从脾胃论治皮

肤病之经验总结如下，与同道分享。

1 皮肤病之病因病机与脾胃关系密切

任何一种疾病发病的原因归结无外乎内、外两

端，皮肤病亦然。就外因而言，主要由于寒温不适、

饮食失节，正如《难经》所云：“损其脾者，调其饮食，

适其寒温。”皮肤病患者，更多见发作于进食腥发动

风、油腻酒涝之品后，可见饮食及起居与皮肤病发病

密切相关。就内因而言，早在《灵枢》中就曾有云：

“有诸内者，必形于外”，揭示出皮肤病发病之本质，

根于内在。《内经》亦提出：“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肺

主皮毛”等论述，不难看出皮肤病的发生与五脏六腑

关系密切。而脾胃乃五脏六腑之源，所以脾胃在皮

肤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外科证治

全书》曰：“肌肉乃脾胃所主……肌肉不能自病，脾胃

病之。”另外，脾主四肢，开窍于口。脾胃健旺，则气

血来源充足，四肢有力，口和唇华；若脾胃不健，营血

乏源，致血虚营滞，气虚湿阻，则发生湿疹、痤疮、银

屑病等皮肤疾病。脾主统血，若脾气虚，统摄无权，

血溢脉外可出现各种出血性疾病，如癖斑、紫癒等。

凡此种种，无论何脏导致，最终皆以脾胃为根本。

2 从脾胃论治皮肤病举隅

单兆伟教授作为孟河医派传人，临床注重辨证

与辨病相结合，用药轻灵，尤其重视顾护脾胃功能，

临证将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对于部分

疑难杂症的诊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单氏经验，其中

皮肤疾病的诊治就位列其中。现分述如下：

2.1 湿疹 中医文献典籍并无“湿疹”之名，但有类

似的描述，如“湿毒疮”“湿癣”“四弯风”“血风疮”等，

可归属于中医学“湿疮”范畴，是一种过敏性炎症性

皮肤病，临床起病有急性、亚急性和慢性之分，常表

现为弥漫性分布、多行性皮损、较为明显的渗出性损

害，无明显季节性，瘙痒剧烈，反复发病，易成慢性反

复发作，长期发作可见皮肤增厚、色素沉着、干燥粗

糙、角化明显、肌肤甲错。

单教授认为，湿疹发病过程中湿邪为主要致病

因素，湿性重浊、黏滞，易兼夹致病，因其致病特点，

临床常表现为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疡科心得集》

有云：“湿毒疮……此因脾胃亏损，湿热下注，以致肌

肉不仁而成；又或因暴风疾雨，寒湿暑热侵入肌肤所

致。”临证常见之病因病机不外乎素体脾气不足，加

之饮食无度，或喜食甜腻肥甘或辛温发散之品，或喜

食寒凉耗阳之物，久之则脾气亏虚，健运之力匮乏。

若起居不慎，复感外邪，内外之邪相兼致病，囿于肌

肤腠理之间，则发为本病。总体而言，四肢为诸阳之

本，脾主四末并主肌肉，湿疹病因由脾弱生湿，湿聚

生热，热盛生风，风湿相搏，发于皮肤，四肢尤甚。其

中湿邪作为关键性的致病因素，最易与他邪兼夹致

病，如风、寒、暑、燥等外邪，湿性具有重浊黏滞、反

复缠绵的特点，使得临床症状迁延反复，经年难愈。

单教授常以参苓白术散为基础方，以健脾益气、化湿

和中，临证常加土茯苓、白鲜皮、地肤子、忍冬藤、连

翘等利湿、疏风、清热、凉血之品，每获良效。

案1.徐某，女，54 岁。2017 年 9 月12日初诊。

主诉：双手湿疹1年余。左手多，不甚痒，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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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皮，夜尿 2~3 次，晨起口干，眼睛浮肿，时有腰酸，

形体微胖，舌淡红、苔薄腻。西医诊断：湿疹。中医

诊断：湿疮病；辨证属水湿浸渍。治以益气健脾、疏

风除湿。处方：

太 子 参10 g，茯 苓10 g，炒 薏 苡 仁15 g，防 风

10 g，土茯苓10 g，凌霄花10 g，地肤子10 g，白鲜皮

10 g，车前子15 g，菟丝子10 g。14 剂。每日1 剂，水

煎分 2 次服。

2017 年12 月8日二诊：患者诉湿疹减轻，流水已

止，唯平素易感冒，遂予膏方调补两冬，后未再复发。

按：此案湿疹，起于去年夏日，患者感受湿热之

邪，加之形体微胖，有脾虚湿盛之象，湿邪内外相合，

浸淫肌肤，发为本病，甚则挠破流水。正如《医宗金

鉴》所云：“遍身生疮，形如粟米，瘙痒无度，搔破时，

津脂水，浸淫成片。”本病湿困为先，治当健脾益气

化湿为本，疏风清热养血祛风为标，标本同治。方中

太子参、茯苓健脾益气助运，以制水湿之源，同时强

气血生化之源；炒薏苡仁、土茯苓清化湿热；凌霄花、

地肤子、白鲜皮、防风凉血祛风，取“血行风自灭”之

意；车前子、菟丝子补益肝肾，强先天之本。全方以

脾胃为本，兼顾后天及先天之气，标本同治，故收效

乃捷。

2.2 痤疮 痤疮可归属于中医学“粉刺”“酒刺”范

畴，症见：颜面部、胸背部等出现米粒样及针尖样大

小皮疹，常伴有黑头，能挤出粉渣样物。痤疮是一种

累及皮脂腺、毛囊腺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以丘疹、

粉刺、结节、脓疱及瘢痕为主要表现。陈实功亦在

《外科正宗》中提出“盖疮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

单教授认为，痤疮常见于两类人群：一为形体

偏胖，痰湿质居多，又因多食不节，或嗜食肥甘辛辣

刺激之物，日久损伤脾胃，脾失健运，运化乏力，湿由

内生，蕴久化热，湿热相携，蕴结化毒，气机升降功能

受损，血脉不通，瘀阻脉络，透于皮下，发为痤疮；另

一为素体偏瘦削，阴虚质居多，临证常见情绪急躁易

怒，或多忧多思，总归于肝气失于条达，气运不畅，横

逆犯胃，脾胃升降失司，水谷精微之气无法疏布于四

肢，转而为湿毒热瘀之邪，侵犯血脉，发为本病。痤

疮多见于颜面部皮肤组织较为薄弱之处。单教授提

出治疗当健脾益气、化痰除湿，辅以清热活血。常于

巩固后天脾胃的基础上，加用忍冬藤、白蒺藜、白芷、

生甘草等疏散风热；牡丹皮、生地黄凉血止血；更加

骨碎补、沙苑子补益肝肾。

案 2.张某，女，25 岁。2017 年 3 月17日初诊。

主诉：面部痤疮间作。气温骤升时面部有烘热

感，自觉上热下寒，下肢轻度浮肿，腹胀腹鸣，矢气，

大便每日1~2 次，不成形，舌淡、苔薄黄腻，另有经行

量少，夹有血块，痛经。诊断：痤疮；辨证为脾气不

足，夹有瘀热。治以健脾益气、化瘀清热。处方：

太子参10 g，炒白术10 g，生薏苡仁15 g，连翘

10 g，白 芷10 g，土 茯 苓10 g，葛 根10 g，醋 五 灵 脂

10 g，蒲黄炭10 g，忍冬藤10 g。14 剂。每日1 剂，水

煎分 2 次服。

2017 年 4 月5日二诊：面部痤疮较前消退，唯

烘热感仍作，口干，加生地黄10 g、知母10 g、凌霄花

10 g，以增加凉血清热之力，14 剂。

2017 年 4 月28日三诊：痤疮色减淡，全身烘热

感缓解，口干不显，酌增健脾益气之力，予党参 10 g，

去凉血清热之生地黄、知母。并嘱患者饮食起居适

度，调畅情志，后症情未再有反复。

按：本案痤疮，好发人群以中青年居多，尤以痰

湿、阴虚体质者多见，脾气多为湿困，肝气失于调畅，

加之饮食失度，过食高粱厚味，湿热瘀毒互结，熏蒸

于上，发痤疮于颜面及躯干部。单教授指出，肺胃积

热及痰湿血瘀是主要致病因素，临证以健脾益气、清

利湿热为出发点，结合凉血活血之品。方中太子参、

炒白术、生薏苡仁健脾益气除湿为本，连翘、白芷、忍

冬藤疏风透热；月经来潮有血块、痛经，故以五灵脂

及蒲黄炭疏通血脉，散瘀止痛。后期以热象为主，故

予生地黄、知母清肺胃之热，取“白虎汤”之意，正如

《伤寒论·辨阳明病脉证并治法》所云：“三阳合病，

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面垢……若自汗出者，

白虎汤主之。” 

2.3 银屑病 本病又称“白疕”“蛇虱”等，是一种

以慢性炎症为特点的难治性皮肤病，常反复发作。

临床常表现为皮肤红斑，且红斑伤附着白色鳞屑，较

为松散，搔抓后，出现出血点，呈露水样，常有薄膜，

其发病原因尚不明确，常反复发作，病程缠绵，西医

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对于银屑病病因的认识，不

外乎外因及内因，前世医家多从血分论治，有从热、

从虚及从瘀论治的观点，也有从肺、从痹论治的不

同。单教授以脾胃论治为立足点，提出“健脾益气，

祛风除湿”的总体辨证思路，辅以凉血、补血、活血

的治疗法则。

案 3.王某，男，32 岁。2018 年 8 月31日初诊。

主诉：银屑病10 余年。天气干燥时皮肤瘙痒，

乏力，腰酸，晨起口中异味，舌红、苔白腻，脉细滑。

诊断：银屑病；辨证为脾肾气虚，湿热相搏。治以健

脾益肾、清利湿热，佐以养血通络祛风。处方：

太子参10 g，炒山药10 g，生地黄10 g，炒蜂房

6 g，焙蜈蚣 2 g，乌梢蛇 6 g，凌霄花10 g，土茯苓10 g，

白鲜皮10 g，地肤子10 g，红枣10 g，炙甘草 3 g。14

剂。每日1 剂，水煎分 2 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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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10 月16日二诊：皮肤干燥瘙痒有所缓

解，皮肤时有破溃，加强凉血清热及补肾益气之功，

予初诊方加杜仲10 g、菟丝子10 g、紫草10 g、生石膏

10 g，14 剂。

2018 年12 月25日三诊：皮肤瘙痒破溃基本缓

解，乏力腰酸减轻，予二诊方去蜈蚣、乌梢蛇继服。

后症情平稳，嘱继续服药，保持皮肤湿润，避免刺激

食物摄入，畅情志。

按：本案银屑病，多数医家责之于血病，单教授

认为银屑病缠绵难愈，病症经年不解，湿从中生，湿

邪困脾，脾之生化乏源，精微疏布不利，气血两亏，湿

邪化燥，再耗精血，以致脾虚生风、血虚风燥，瘙痒不

断，局部皮肤干燥角化、脱屑、皮色改变。正如《千

金方》所云：“痒症不一，血虚皮肤瘙痒……有脾虚身

痒……”单教授认为当从脾论治，以益气健脾为本，

辅以除湿养血、祛风润燥。方用太子参、炒山药顾护

脾胃后天之本，以利生化之源；炒蜂房、蜈蚣、乌梢蛇

兼具清热解毒、祛风养血、通络止痒之功，现代医学

研究亦证实三味药均有抗菌消炎作用；凌霄花、地肤

子、白鲜皮凉血祛风。全方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共奏

益气、养血、清热、除湿之功，守方加减，贵在坚持。

总体而言，单教授在临床诊治皮肤病的过程中，

始终以顾护脾胃之气为本，用药精当轻灵，极少使用

大苦大寒伤胃之品。单教授临证反复强调脾胃为后

天之本，重视脾胃运化与五脏六腑间相互关联及转

化，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同时注重患者饮食及起居调

适，认为瘥后饮食调摄是治疗疾病的重要环节，尤其

在皮肤病发作期及加重期，避免外邪加重脾胃负担，

影响正气恢复，内外兼顾，药食结合，方可收良效。

第一作者：肖君（1979—），女，博士研究生在

读，主任中医师，中西医结合消化及消化内镜专业。

通讯作者：单兆伟，本科学历，主任中医师，博

士研究生导师，全国名中医。jsszyysz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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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病名在古代中医文献中并无明确记载，

根据患者临床症状和体征，可将其归属于“胁痛”“臌

胀”“黄疸”“癥积”“肥气”等范畴。早在《难经》中

就载有与其相似的症状：“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胁

下，如覆杯，有头足。久不愈，令人发咳逆，疟，连岁

不已。”《仁斋直指附遗方论》中“癌者，上高下深，

岩穴之状……毒根深藏”是对“癌”最早的记载。首

届全国名中医陈宝贵教授为张锡纯中西医汇通学派

的第三代传人，其在“正损为本，癌毒为标”的理论

指导下辨治肝癌，注重扶正祛邪、抗癌解毒，临床疗

效颇佳。笔者有幸侍诊，现将陈师基于癌毒理论辨

治肝癌之经验介绍如下。

1 正损为本，癌毒为标

陈师认为肝癌病因以正气亏损为本、癌毒搏结

为标，而癌毒致病又有内伤外感之辨。外感者，六淫

之邪如周边环境中某些物理或化学潜在致癌因子、

病毒等侵袭，损伤正气，气血循行瘀滞，而成积块。

内伤者，在先天禀赋不足基础上，复因七情内伤，致

陈宝贵基于癌毒理论辨治肝癌之经验

林小林 1  桑 怡 1  刘 丹 2

（1.杭州市中医院，浙江杭州310007；2.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天津301700）
指导：陈宝贵

摘 要 陈宝贵教授认为肝癌主要是在正气虚损的基础上，热郁、血瘀、痰凝、气滞、湿阻而成癌毒，导致脏腑、气血、

经络、阴阳失调，日久郁而形成有形之结块。癌毒蓄积为肝癌发病之关键，癌毒“走注”为肝癌转移之因，正邪交争贯穿癌

毒演变之始终，治疗应秉持“扶正祛邪、抗癌解毒”的原则。附验案1则以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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