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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型银屑病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中医学

“白疕”“干癣”“白壳疮”等范畴，近现代医家多按其

皮损特点从血论治，对血分的辨证可纵向反映疾病深

浅程度。根据一项寻常型银屑病治疗药物共现分析

研究，在进展期的治疗中，清热凉血、活血化瘀药物占

据主要，总体以攻邪为主；从静止期开始，补益药的使

用逐渐增多，但仍攻大于补；至消退期，补益药的使用

为主要，补大于攻[1]。可见虚实夹杂证存在于各个时

期，主要在静止期、清退期。银屑病虽为皮肤顽疾，然

“有诸内者，必形于外”，针对其虚实夹杂、缠绵难愈的

情况，治疗上唯有“司外揣内”方能“防微杜渐”。运

用脏腑辨证可根据全身整体状况横向反映病位所在

之处，若与从血论治相结合则有助于全面阐述虚实夹

杂证的病因病机，二者相辅相成。因此，本文着眼于

寻常型银屑病虚实夹杂证，将脏腑辨证运用于银屑病

各分期，并提出相应治则治法，以期为临床改善银屑

病皮损、提高疗效、减少复发提供参考。

1 进展期——肝肾阴虚，血热壅盛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北方生寒，寒生水，

水生咸，咸生肾，肾生骨髓，髓生肝”，揭示了肝肾同

源的关系。生理上，肝肾精血既可以滋润肌肤，又能

使机体免于外邪侵袭；病理上，肾阴亏虚，水不涵木，

致肝阴不足，虚风内扰，风盛则痒[2]。从中医体质学

角度而言，银屑病好发于素为阴虚阳亢体质之人，此

类患者肝肾阴虚，精血不足，易生内热，更易受外来

邪气侵袭。外邪蕴结于肌肤，化热化毒，耗津伤液，

致血虚生风化燥而发为本病，形成肝肾阴虚、血热壅

盛的病机。津液既伤，肝肾之阴益损，循环往来，贯

穿始终，致病情反复。若遇情志不舒，可进一步诱发

和加重阴虚血燥。此外，肾阴亏虚，金水失养，肺阴

不足，因肺主皮毛则皮损鳞屑干燥。因此，此期银屑

病以肝肾阴虚为本，热毒邪气为标[3]。验之于临床，

徐丽梅采用滋水涵木代表方一贯煎加减治疗银屑病

取效较佳[4]，覃家浪[5]运用自拟补益清热方治疗肝肾

阴虚型银屑病皮疹亦获得满意疗效。

寻常型银屑病进展期常见此证型，主要症状可

见皮疹为浸润性鲜红色红斑、丘疹，上覆银白色干燥

鳞屑，发怒或抑郁时尤重，平素多有口干口苦，腰脊

酸软，心烦易怒，大便干结，小便偏黄，纳可，舌红少

苔，脉弦细，治以清热凉血、滋肾养肝。段行武教授

针对此证经验方：水牛角20 g、生地黄 30 g、酒萸肉

10 g、酒黄精 20 g、北沙参15 g、麦冬10 g、葛根15 g、

玄参 20 g、白茅根 30 g、牡丹皮10 g、白芍 20 g、当归

10 g、醋莪术10 g、忍冬藤 20 g、鬼箭羽15 g、地肤子

15 g。该方由犀角地黄汤、增液汤化裁而来，重用水

牛角、生地黄清热凉血为君药；北沙参、麦冬、葛根滋

养肺胃，合酒萸肉、酒黄精滋补肝肾以治病之本，玄

参、白茅根、牡丹皮凉血活血，白芍、当归、醋莪术化

瘀和营、养血润肤，补肝之中寓疏达之力，共为臣药；

佐以忍冬藤、鬼箭羽、地肤子祛风除湿止痒。全方紧

扣病机，集滋阴、清热、养血、祛风四法，寓祛邪于扶

正之中，补泻兼施，邪正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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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静止期

2.1 脾气亏虚，余热内扰 《素问·经脉别论》云：

“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

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说明脾主运化

（包括运化水谷和运化水液）的功能对于维持机体新

陈代谢动态平衡至关重要。银屑病属慢性病，反复

发作，伐伤正气，正气不足，脾气亏虚，布散无力，脾

气不能散精，气、血、津液化生无源，即气血不主升浮

以滋养皮毛，则皮肤干燥脱屑，甚至皲裂出血，多在

秋冬季节发作，且皮损色淡，斑块巨大，银白鳞屑厚

浊难消，患者多伴气短乏力、腹胀便溏等症[6-7]。银

屑病发展至静止期时，体内热势渐去，但仍有余热留

滞，因脾气亏虚导致无力统血，余热内扰血分，血不

循经，血溢肌腠络脉而见红色斑丘疹[8]，形成脾气亏

虚、余热内扰的病机。此外，气虚易感受外来之邪，

又无力抗邪外出，故经久不愈。赵小英[9]针对此类脾

气虚的寻常型银屑病患者，选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而

取效，具有补益肺脾功效的黄芪注射液亦对寻常型

银屑病患者微循环及氧化应激状态有明显的治疗效

果[10]，这提示我们顾护脾胃对治疗本病的重要性。

寻常型银屑病静止期常见此证型，主要症状可见

周身皮疹色暗淡、脱屑明显，倦怠乏力，纳差，大便稀

溏，平素易感冒，舌淡红、苔白腻，脉濡缓，治以清热祛

风、健脾补中。段行武教授针对此证经验方：生黄芪

20 g、炒白术30 g、防风10 g、生地黄30 g、白芍20 g、丹

参20 g、槐花15 g、黄芩10 g、黄连10 g、广藿香10 g、白

花蛇舌草15 g、海桐皮10 g、白鲜皮10 g、清半夏10 g。

该方由玉屏风散、黄连解毒汤化裁而来。方中黄芪补

中气益肺气，炒白术益气健脾，二药相须为用，补正气，

实卫气，乃培固根本之法，以治“脾气亏虚”之本，共

为君药。因生黄芪、炒白术性温，易助阳化热，不少医

家畏用之，笔者认为准确辨证后可果断使用。同时黄

芪得防风而功愈强，且能祛风。生地黄、白芍、槐花、

丹参清热凉血活血，黄芩、黄连、广藿香、白花蛇舌草

清热祛风解毒，共为臣药；佐以海桐皮、白鲜皮、清半

夏胜湿止痒，以治“余热内扰”之标。全方清热解毒祛

风之中不忘益气健脾，以确保临床使用无虞。

2.2 脾肾阳虚，气滞血瘀 肾为先天之本，受五脏

六腑之精而藏之，与水液代谢输布、气机条畅密切相

关。肾阳的温煦，肾阴的化生是血液化生、循行和津

液输出的重要保证。久病不愈的银屑病患者可因饮

食不当、年老体弱、房劳过度、过服寒凉类药物等，导

致脾失健运、肾阳渐衰。肾阳不足，失去温煦气化作

用，则水液代谢输布失常，气机运行不畅，邪气不得

祛除，肌肤失于荣养，则病势缠绵反复，皮损久不消

退，常伴畏寒、乏力、疲倦等脾肾阳虚表现，并且沿

用清热解毒法治疗效果不佳。此外，肾阳不足，三

焦气化不利，气机升降失常，脏腑功能失调，血失通

畅，脉道涩滞而致血瘀。血瘀又进一步影响气血运

行，如此肾虚导致血瘀，血瘀加重肾虚，恶性循环，

形成了肾阳不足、气滞血瘀的病机[11-12]。对于此类

患者，脾肾阳虚是根本，外邪触发是诱因，血热瘀滞

是标象[13]。相关临床研究亦可为佐证：有研究者发

现采用温阳化瘀法可调节免疫功能治疗银屑病收到

满意效果[14-15] ；李萍运用调理脾肾的整体观念治疗

银屑病愈显率较高，从而提出了素体禀赋不耐的病

因及健脾补肾的治疗原则[16] ；宋坪采用二仙汤合麻

桂各半汤加减治疗肾阳虚型银屑病患者，强调应减

少使用清热解毒透散类药物[17]。

寻常型银屑病静止期常见此证型，主要症状可

见皮疹为暗红色斑块，上覆厚鳞屑，干燥而瘙痒，畏

寒肢冷，喜热，不出汗，舌质紫黯、舌下络脉迂曲，脉

沉涩，治以活血化瘀、健脾补肾。段行武教授针对

此证经验方：炮附子10 g、麸炒白术15 g、麸炒苍术

15 g、桃仁10 g、红花10 g、醋莪术10 g、桂枝10 g、鬼

箭羽15 g、威灵仙15 g、酒乌梢蛇10 g、苦参10 g、生

槐花15 g、拳参10 g、土茯苓 20 g、豨莶草10 g。该方

由金匮肾气丸、桃红四物汤化裁而来。方中炮附子

辛甘大热，补火助土，诚如《济生方·脾胃虚实论治》

曰：“肾气若壮，丹田火经上蒸脾土，脾土温和，中焦

自治”，麸炒白术、麸炒苍术益气健脾燥湿，共为君

药；桃仁、红花、醋莪术、桂枝活血祛瘀，鬼箭羽、威

灵仙、酒乌梢蛇祛风通络，共为臣药；苦参、生槐花清

热解毒，拳参、豨莶草、土茯苓祛风除湿，共为佐药。

全方寒温并用，补中寓清，补肾培元以助正达邪，健

脾益气使气旺而血行，祛瘀不伤正，则皮损可愈。

3 消退期——心肝血虚，风燥内蕴

《素问·灵兰秘典论》言：“心者，君主之官也，

神明出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说明心神失常在

七情内伤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银屑病本身即身

心共患疾病，皮损困扰对患者造成多种心理障碍，严

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如睡眠质量下降。而睡眠障

碍、忧虑又使得皮损进一步加剧、反复，最终形成一

种恶性循环[18]。患者反复经受进展期的急性发作和

稳定期的日久病程，皮损经多种治疗后仍消退缓慢，

导致患者身心俱疲，情绪低沉、抑郁，不思饮食。日

久阴血内耗，心肝血虚，脉道凝滞，内蕴风热，不能荣

养于外，致皮损肥厚脱屑、瘙痒难耐，形成心肝血虚、

风燥内蕴的病机。常伴有长期心悸健忘、面色无华、

头晕目眩、口燥咽干、爪甲无华等症状。抑郁、惊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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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心神不宁为银屑病患者主要心理特征[19]。李

斌将安神、调畅情志运用于银屑病各个证治阶段，对

改善患者身心健康状况和皮损疗效显著[20]。张燚也

提出需根据银屑病临床分期进行身心同治，重视疏

肝理气、调畅情志[21]。

寻常型银屑病消退期患者多见此证型，主要症

状可见皮疹多呈斑片状，颜色淡红，鳞屑减少，干燥

皲裂，可伴不同程度瘙痒，入睡困难，夜间易醒，多

梦，健忘，记忆力减退，头晕目眩，舌质淡红、少苔，脉

沉细，治以养肝滋阴、宁心安神、润燥息风。段行武

教授针对此证经验方：炒酸枣仁10 g、柏子仁10 g、

合欢花15 g、首乌藤15 g、炒栀子10 g、淡豆豉 6 g、当

归10 g、丹参 20 g、钩藤15g、鬼箭羽15 g、拳参10 g、

黄芩15 g、黄连10 g、肉桂 3 g。该方由当归饮子、养

心汤化裁而来。方中炒酸枣仁甘酸平，质润，入心、

肝经，合柏子仁、首乌藤、合欢花解郁养血补肝、宁心

安神、濡木生火，共为君药；炒栀子、淡豆豉清宣郁

热除烦，当归、丹参、钩藤养血活血、调气疏肝，鬼箭

羽、拳参、黄芩清热解毒、祛风除湿，共为臣药；佐以

黄连、肉桂交通心肾。全方以养血安神为主，心肝同

治，气血同调，滋中寓清，标本兼顾。

4 结语

综上所述，银屑病病机复杂，虚实夹杂证的存在

是其病程缠绵、迁延不愈、反复发作的关键。在银屑

病的各个时期，将整体脏腑辨证与局部皮损的从血

论治相结合有利于准确施治，二者不可偏废。根据患

者禀赋强弱和体质特点，结合脏腑辨证，进展期患者

较常见的虚实夹杂证为肝肾阴虚、血热壅盛，静止期

较常见的虚实夹杂证为脾气亏虚、余热内扰和脾肾阳

虚、气滞血瘀，消退期较常见的虚实夹杂证为心肝血

虚、风燥内蕴。虚实夹杂证的治疗应谨遵张仲景《金

匮要略》之法，即首重攻逐邪实，铲除夹杂证虚实往

复的邪实病本，辅以护胃建中。补不足，损有余，攻不

伤正，二者相辅相成。同时注重寒温并用、气血同调

等方法，以求邪实除而虚有回机。临床应用时还应分

清主证兼证，突出重点，兼顾他脏，紧扣病机，证有百

变，治随证转，即张仲景之“随证治之”。当然，针对

银屑病虚实夹杂证的治疗绝不局限于上述方药治法，

更多有效治法还需在临床中继续加以发现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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