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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常型银屑病（以下简称银屑病）又称牛皮癣，

是由免疫介导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皮肤病，以皮

肤局部或泛发的鳞屑性红斑、丘疹或者脓疱为主要

临床表现[1-2]。本病属损容性疾病，严重影响患者的

身心健康。银屑病病因复杂，发病机制尚未完全阐

明，西医认为与遗传、感染、免疫等因素相互作用有

关[3]，临床以免疫抑制剂及激素治疗为主要治疗手

段，短期疗效尚可，但存在药物依赖、停药易复发等

问题[4]。

银屑病的中医学病名有“白疕”“干癣”“白壳疮”

等，历代医家认为本病乃素体血分有热或阴虚血亏，

加之外感风、湿、寒、毒、热、虫等邪气，气血运行失

衡，内外而合所致，并逐渐形成从“血分”论治银屑

病的现代中医诊疗思路[5-6]。而《外科启玄》[7]有言：

“大凡疮疡皆由于五脏不和，六腑壅滞，则令经脉不

通而生焉”，故临证治疗银屑病还需“司外揣内”，立

足于五脏之病机以疗其本，方能痊愈。笔者基于临

床实践经验，试从五脏论述银屑病的发病机制及其

相应治法，请同道斧正。

1 内审五脏，外观皮损以辨病机

1.1  肺金受袭，气机不宣，腠理闭塞  《外科证治全

书·白疕》[8]记载：“皮肤燥痒，起如疹疥而色白，搔

之屑起，渐至肢体枯燥坼裂……因岁金太过，至深秋

燥金用事，乃得此证”，表明银屑病“本于肺，标于皮

毛”的病理特点。肺主皮毛，司水谷精微等营养物

质敷布皮毛腠理，皮润毛荣而卫表得固，邪不可干，

正如《明医指掌》[9]所言：“夫肺居至高之上，主持诸

气……外主皮毛，司腠理开阖，卫护一身。”肺为娇

脏，外合皮毛，上通鼻窍，易受外邪侵袭。肺金受袭，

肺气失宣，腠理闭塞，则气血津液难以外达肌表，故

银屑病患者多在外感邪气后出现复发或病情加重，

而秋季燥邪当盛，极易伤肺，故秋冬季节症状更甚。

肺气失宣型银屑病患者多有外感病史，除见典型皮

损外，常伴有口干咽燥或咽痛、咳嗽咳痰等上呼吸道

症状。

1.2  心火化热，心神失养，肌肤不荣  张介宾[10]言：

“热甚则疮痛，热微则疮痒。心属火，其化热，故疮疡

皆属于心也。”心属火，心火主降为其生理特点，若心

火上炎，灼伤脉络，迫血妄行，血溢脉外，瘀于腠理肌

表，便会出现皮肤红斑、瘙痒，并伴有口舌生疮。心

主血脉，调控血液生成与运输，若心阳不振，无法化

赤为血，血液亏虚，肌肤失养，便会出现皮肤干燥、脱

屑及瘙痒，兼面色苍白、形寒肢冷；或心气不足，无力

推动血液运行，瘀阻脉道，可见肌肤色暗、瘀斑瘀点，

伴有心悸怔忡，活动后加重。心藏神，主宰脏腑生理

功能和意识思维活动，若出现烦躁不安、焦虑抑郁、

失眠多梦、反复瘙痒等心身疾病，其实证责之心火上

炎，虚证乃心血久耗、心神失养所致。

1.3  肝失疏泄，气血不行，血虚风燥  《医宗金鉴·外

科心法要诀》言白疕“生于皮肤，形如疹疥，色白而

痒多不快，故由风邪客皮肤，亦由血燥难荣外”[11]。

肝为风木之脏，主疏泄、藏血，可调畅三焦气机，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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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气血津液，协调脏腑功能。若肝疏泄失司，气机郁

结，血行不畅，则气滞血瘀，络脉瘀阻，出现皮肤肥厚

粗糙；或疏泄太过，肝阳上亢，化火伤阴，外泛肌肤，

导致皮损鲜红、点状出血；或肝不藏血，阴血亏虚，血

虚生风化燥，肌肤失养，爪甲不荣，多见皮损肥厚、鳞

屑叠生、指甲凹陷或顶针样改变。此外，若肝失疏泄

引发情志异常，致使气血阴阳失和，则进一步诱发及

加重皮损，而皮损的加重又会引发更多不良情绪，造

成“因郁致病”的恶性循环。

1.4  脾土失和，湿邪为患，浸淫肌肤  《脾胃论》[12]

有言：“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而诸病之

所由生也。”饮食不节、劳倦过度、情志不畅或药毒

过服均可耗伤脾脏，致使脾胃运化失权，气血生化乏

源，气机升降失常，水液代谢失调。脾脏既伤，水液

停聚成内生湿邪，若与外邪之风湿热毒相合蕴于肌

肤，则发为斑疹，皮损处颜色淡红、肥厚浸润、鳞屑黏

腻等，伴有瘙痒难耐；脾胃失司日久，气血不畅、津液

不布，渐生瘀血，皮损处皮肤粗糙、鳞屑较厚、瘙痒顽

固。总而言之，脾虚湿蕴型银屑病病本在于脾胃虚

弱，其标为湿邪浸淫，故临证除见皮肤肥厚浸润、鳞

屑黏腻等表现外，亦有腹胀便溏、食欲不振等脾胃不

足之证。

1.5  肾气亏虚，阴阳两虚，肌表失养  《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曰：“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

肺生皮毛，皮毛生肾。”肾为先天之本，卫气根于肾。

皮毛依赖卫气的温煦、津液的敷布和精血的滋养，肾

气充盈则卫气方能“温分肉、充肌肤、肥腠理、司开

阖”。肾藏精，主骨生髓化血，若肾精亏虚，血液化生

不足，血脉空虚，则肌肤失养，发为皮损，并伴有口干

咽干、手足心热、潮热盗汗等肾阴虚证，或腰膝酸软、

形寒肢冷、疲乏无力等肾阳虚证。肾之阴阳乃机体

的根本，肾阴肾阳虚损日久必然引起其他脏腑的阴阳

失调，而其他脏腑阴阳失衡日久也必然累及肾之根

本。故肾阴阳两虚贯穿银屑病发生发展始终，而肾

气虚衰是银屑病迁延不愈的重要原因。

2 内安五脏，外荣肌表以立治则

2.1  清肺解毒，疏风宣肺  肺气失宣型银屑病患者

盖因外感所致，疾病初期和进展期均以“热”“毒”

为主要病机，治宜清肺解毒、疏风宣肺，方选银翘散

（《温病条辨》）加减。方中金银花、连翘既外散表邪、

清热解毒，又内入五脏，辟秽化浊；薄荷、牛蒡子善疏

上焦肺热以解毒透疹；桔梗、生甘草止咳利咽；然风

温之邪居卫，恐唯用辛凉难开其表，荆芥穗、淡豆豉

辛温散寒以助君药开腠疏表；因热邪伤津，加芦根、

竹叶清热解津。肺与大肠相表里，热毒蕴结可伤肠

津，见大便秘结者可加生大黄、槐花助排便通腑。病

情缠绵反复，耗伤营阴，皮损呈干燥瘙痒、鳞屑较多

者，多见于疾病静止期或退行期，此时以“燥”为病

机关键，方选清燥救肺汤（《医门法律》）加减。方中

桑叶入肺经而清透泻燥；石膏、麦冬甘寒养阴而清

燥；阿胶、胡麻仁滋阴润肤；苦杏仁、枇杷叶苦降以止

咳平喘；人参、生甘草益气补中以培土生金。全方并

用清、宣、润、补、降五法，共奏清宣肺燥、气阴双补

之功。此外，清热苦寒之剂恐遏伤阳气，酌加麻黄、

桂枝等以温阳发散，开玄通府。

2.2  清泻心火，解毒消斑  心火旺盛型银屑病病位

在心，病机关键为心火上炎，治宜清泻心火、解毒发

斑，方选犀角地黄汤（《外台秘要》）加减。犀角地黄

汤为治疗热入血分之经方，以犀角（现水牛角代替）

为君药，凉血清心而解毒，生地黄助其清热凉血而养

阴，少佐赤芍、牡丹皮以凉血化瘀而散斑。诸药合

用直入血分，且清中有养，无耗血留瘀之虞。心火上

炎，阳浮于外，见心烦不安、夜卧不寐等郁证表现，可

配伍生龙骨、煅牡蛎以镇静安神。若心火煎熬日久

以致气血亏虚，见心悸心慌、倦怠疲乏等心神失养之

虚证，可替换为天王补心丹加减以调养心神。方中

生地黄、玄参滋阴降火；辅天冬、麦冬清心润燥，酸枣

仁、柏子仁养心安神，当归、人参大补气血以宁心神，

五味子酸敛以收心阴，茯苓、远志渗湿以交心；再入

丹参养心血而活血，桔梗为舟载药上浮。诸药入心

以清虚火、养心血、安神明。此外，心血亏虚极易瘀

阻血脉，致肌肤甲错，斑疹难消，酌加桃仁、红花、香

附等行气活血之品以祛瘀血、畅气机、退斑疹。

2.3  清疏肝火，养血祛风  银屑病急性发作常与情

志失常有关，多见于肝郁化火者，治宜清疏肝火、养

血祛风，方选龙胆泻肝汤（《医方集解》）加减。方

中龙胆草为君药，上泻肝胆实火，下利三焦湿热；黄

芩、栀子泻火，泽泻、木通、车前子渗湿，共为臣药，

增君药泻火除湿之力；火旺者必阴虚，佐以生地黄、

当归养血益阴，使燥湿而不伤阴；使以柴胡疏肝胆之

气。全方泻补并施，降中寓升，使肝火去、湿浊除，肝

经所循诸症皆愈。若病程已久，病情进入静止期，此

时原有皮损部分消退，新疹较少，表面鳞屑较多而细

碎，瘙痒轻而泛发，可选用当归饮子（《重订严氏济

生方》）加减以养血润肤祛风。方中以四物汤补血活

血，生地黄凉血以清热，黄芪补气以运血，荆芥、防

风、白蒺藜祛风以止痒。临证还需根据伴随的情志

及全身症状进行灵活加减，如平素暴躁易怒，皮损呈

鲜红、点状出血，舌红苔黄、脉弦数者，多属肝郁化火

之实证，加黄芩、栀子、钩藤、石决明等清肝平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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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平素抑郁易哭，皮损呈干燥、鳞屑粗糙，舌淡苔薄

白、脉弦细者，多属心肝血亏之虚证，加白芍、郁金、

酸枣仁等养肝解郁之品。此外，“见肝之病，知肝传

脾，当先实脾”，若见胸膈满闷、脘腹胀痛、呕恶噫气

及不思饮食等症，酌加炒苍术、怀山药等健脾和胃之

要药，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4  健运脾土，祛湿止痒  银屑病患者常因过食肥

甘厚腻辛辣之品内伤脾胃，诱发及加重皮损，其病

位在脾，治宜健运脾土、祛湿止痒，方选除湿胃苓汤

（《外科正宗》）加减，配以清热解毒、祛风止痒、养血

滋阴之品。方中厚朴、陈皮、苍术、炙甘草燥湿和中，

泽泻、猪苓、茯苓、白术健脾利湿，赤茯苓、滑石、黄

柏清热利湿，再入枳壳行气以助湿浊运化。全方燥

利并用，寒热共寓，从理气、健脾、分消走泄全方位

“除湿”。此外，湿邪常与他邪杂合为病，临床表现变

化多端，故祛湿之法亦随症而变：若与内热相结，湿

热熏蒸，皮疹呈潮红肿胀，则宜清热利湿并重，加蛇

床子、地肤子；或外受风邪，风湿相搏，皮疹呈泛发、

瘙痒难止，宜发汗宣表散湿，加麻黄、防风；或阳虚受

寒，寒湿入里，皮疹淡暗，伴形寒肢冷，宜温阳散寒化

湿，加桂枝、羌活；或湿邪内阻，肌肤失养，外燥由生，

皮损呈肥厚干燥，宜养血润肤为主，加鸡血藤、当归。

2.5  滋阴补肾，平调阴阳  肾气虚衰型银屑病患者

多见于疾病消退期，此时久病入里，病情迁延不愈，

治宜滋阴补肾、平调阴阳，方选右归丸（《景岳全书》）

加减。方中附子、肉桂温壮元阳，熟地黄、山萸肉、枸

杞子、山药滋阴益肾以填精益髓、并补肝脾，菟丝子、

杜仲补肝肾强腰膝，当归与补肾之品相合增补益精

血之力。全方阴中求阳，纯补无泻，共奏温壮肾阳、

滋补精血之功。若伴五心烦热、夜寐不安、舌红少苔

等肾阴虚证，可选用左归丸加减，重用熟地黄为君药

以补肾之真阴，佐山萸肉、山药滋补肝脾以固肾精，

龟甲胶、鹿角胶补阳益阴，枸杞子、菟丝子、川牛膝濡

养肝肾之精血。慢性、顽固性银屑病常规辨治效果

不佳时，均可从肾入手。

3 验案举隅（段行武主诊）

王某某，女，39岁。2022年3月21日初诊。

主诉：躯干、上肢皮疹反复发作伴瘙痒6年，加

重3 d。患者6年前无明显诱因突发上肢皮疹伴瘙

痒，后延及前胸后背，当地医院诊断为银屑病，服用

中药汤剂及外用卡泊三醇软膏，效果不显。3 d前因

情绪压力大，皮疹症状加重，遂来就诊。刻诊：躯干、

上肢散在泛发红斑、丘疹及斑丘疹，上覆黏腻鳞屑，

刮之渗血，部分融合成片，可见抓痂，不思饮食，月经

量少，口渴，二便调，眠可，舌暗红、苔薄黄，脉弦滑。

患者平素性急易怒，久居潮湿环境。西医诊断：银屑

病；中医诊断：白疕（肝胆湿热型）。治以清疏肝火，

祛湿止痒。方选龙胆泻肝汤加减。处方：

龙胆草6 g，生地黄30 g，白茅根30 g，忍冬藤

20 g，蝉蜕6 g，丹参20 g，板蓝根15 g，生甘草6 g，

黄芩15 g，苦参6 g，豨莶草10 g，鬼箭羽10 g，玄参

20 g，白鲜皮10 g，焦山楂15 g。14剂。每日1剂，水

煎，早晚分服。另予卡泊三醇软膏涂于患处，每日2

次。嘱清淡饮食，保持情志舒畅。

2022年4月12日二诊：患者皮疹大部消退，色

暗红，偶见新发瘙痒亦基本缓解，纳可，咽痛咳嗽

2 d。予初诊方去龙胆草、生地黄、蝉蜕、苦参、豨莶

草、白鲜皮，加山豆根6 g、生槐花15 g、醋莪术10 g、

炒苦杏仁10 g、土茯苓20 g、桑叶10 g，14剂。

2022年4月26日三诊：患者皮疹基本消退，皮

疹干燥粗糙，咽痛咳嗽好转，自诉月经推迟1周。予

初诊方去山豆根、炒苦杏仁、桑叶，加柴胡6 g、川芎

10 g、香附10 g、白芍10 g、当归10 g，14剂。

三诊方服完后，患者未再复诊。电话随访，患者

诉月经已至，皮疹消退，瘙痒已无。

按语：本案患者为中年女性，平素性情急躁，肝

火内生，加之久居潮湿之地，湿热搏结，以致蕴火化

毒，内伤脾胃而不思饮食，外泛肌肤而发斑丘疹。结

合舌脉可知患者初诊时病机以肝火旺盛，兼夹湿邪

为主，治宜清肝泻火、祛湿止痒，方选龙胆泻肝汤加

减。方中龙胆草、黄芩清热燥湿，生地黄、白茅根清

热凉血，玄参、板蓝根清热解毒养阴，丹参、鬼箭羽

活血散瘀，苦参、白鲜皮、豨莶草祛风湿以止痒，蝉

蜕疏风透疹止痒，焦山楂健脾消食。患者皮损蔓延

至上肢，忍冬藤具有引经通络之效，能走经络而清热

毒，助诸药驱邪而无伤阴化热之嫌，故加之。全方药

性偏凉，少佐味甘性平之生甘草可助诸药收效。二

诊时患者皮损大部分好转，瘙痒减轻，故去龙胆草、

生地黄、蝉蜕、苦参、豨莶草、白鲜皮等苦寒之品，加

生槐花凉血止血以去余热，配以醋莪术温通祛瘀；

患者新发咽痛咳嗽，故加山豆根、土茯苓以清热解毒

利咽，炒苦杏仁、桑叶以清热止咳平喘。三诊时患者

皮损基本消退，但见皮肤干燥粗糙，为肝阴血亏虚之

象，治宜柔肝养肝、养血润燥为主，加柴胡、白芍、当

归养血柔肝，川芎、香附活血调经；咳嗽好转故去清

热止咳之品。本案患者病程较久，病情复杂，属顽固

型银屑病，治疗时应标本同治，先清解毒，再调其滞，

养其阴血，方可奏效。

4 结语

银屑病病机复杂多变，但无外乎内外二因，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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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七情六淫、风湿热毒为标，在内为五脏病变、阴阳

虚实为本。根据银屑病患者皮损特点和临床症状，

审五脏内在病变，察皮损进展变化，以求内外相合，

达标本兼治之目的。而把握银屑病每个阶段的演变

规律是明确病机的前提，唯有谨守病机，审证求因，

将整体脏腑辨证和局部皮损辨证相结合，方能充分

发挥中医药治疗银屑病的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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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高热惊厥是由小儿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

感染所致38 ℃以上发热时出现的惊厥，其患病率

约为4%~10%，占小儿各类惊厥的30%[1]，是儿科急

危重症之一。西医认为该病是由多种病原微生物

引起，包括近期流行的新型冠状病毒、流感病毒、支

原体等。本病发病机制复杂，可能主要由于婴幼儿

的大脑发育不够成熟，对外界刺激过于敏感，导致

神经细胞异常放电，因而发生惊厥[2]。反复发作的

高热惊厥可造成脑损害和智力损伤，另有一部分患

儿会转变为癫痫[3]。西医治疗本病常使用布洛芬退

热，地西泮、水合氯醛镇静抗惊厥，起效快，但药物

的毒副作用不容忽视。

高热惊厥可归属于中医学“急惊风”范畴，其发

病突然，变化迅速，证情凶险，为中医儿科四大证之一。

目前中医治疗本病主要从痰、热、惊、风入手，以中药

内服为主。泰州市姜堰中医院儿科研究团队根据小

王氏止痉散贴敷涌泉穴治疗小儿高热惊厥临证撷要

吕红粉  王 倩  周海霞  陈 研  丁 婷  黄裕华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江苏泰州 225500）

摘  要  小儿高热惊厥是儿科急危重症之一，由多种病原微生物引起。本病可归属于中医学“急惊风”范畴，中医治

疗多从痰、热、惊、风入手。王氏止痉散为王玉玲名老中医验方，由生大黄、栀子、僵蚕、细辛、川牛膝组成，具有补肾、清热、

通腑、息风之功效。基于王老临证思想，小儿高热惊厥的病机可归纳为以肾气不足为本，感受病邪后迅速从热而化，邪风盛

行、肝风内动遂成惊，与王氏止痉散功效相合。考虑到小儿对口服中药的接受度低以及胃肠功能较弱易出现不良反应，临

床选择具有益肾、平肝、息风、醒脑、开窍作用的涌泉穴，予王氏止痉散穴位贴敷，获效满意。附验案1则以佐证。

关键词  小儿高热惊厥；王氏止痉散；穴位贴敷；涌泉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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