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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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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舂林教授是广东省中医院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 饮食原 则 饮食 以清淡 、 易消化 、 富于营养

师 ，
国家 中 医药管理局确定 的第二、 三、 四 批全国老 为 原则 。 避免食用 辛辣 、 燥热 、 刺激之 品 ，

如煎 、

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 ，
国家 中 医临 炒、 油炸的食物 ，

酒
， 辣椒等 ； 过敏体质的患者应特

床研究基地慢性肾 脏病研究的指导专家 。 年国 别注意避免食用含易 引起过敏反应的异体蛋 白 食品 ，

家 中医药管理局为黄春林教授建立名 医工作室 。 黄教 如虾 、 蟹等 。

授从 医 载
，
在慢性肾脏病 的治疗 中积累 了 丰富 的 中 医食疗 黄教授认 为 中 医食疗对 肾病

经验 ，
笔者着重介绍黄教授治疗 丨 肾病血尿的中 医 的辅助治疗具有

一

定的作用 。 用作急性血尿旳 中药食

治疗对策。 材
，

一

般都是性味甘淡寒 ，
具有清热 、 凉血 、 解毒 、

一般治疗 利尿的作用 ， 如 ： 清热解毒常选用 的 中药有金银花 、

积极预防感染 ， 减少炎症剌激 ， 减轻肾组织炎症 菊花 、 蒲公英 、 马齿苋、 竹叶等 ； 凉血止血常选 用 白

损伤
，
在本病治疗中具有重要意义 。 采取运动 、 饮食 茅根 、 槐花 、 荷叶 、 莴苣 ； 利尿常选用车前草 、 灯心

等调摄 ， 提高整体和局部机体 的抵抗力 ，
是预防疾病 草 、 薏苡仁等 。 用作慢性血尿的 中药食材 ，

一般都是

最简便 、 最有效的方法 。 性味甘涩平 、 或微寒 、 或微温
，
具有滋阴 、 固肾 、 健

运动 、 起居和精神调摄 进行适 当 旳体育锻炼
，

脾 、 收敛止血的作用
， 如滋阴药膳常选用 旳中药有生

增强体质 ； 养成 良好的生活起居习惯 ， 保持充足的睡 地黄、 黄精 、 桑椹 、 枸杞子、 麦冬、 沙参 、 玉竹 、 石

目民 ； 精神积极 、 乐 观
，
避免过度紧张 、 忧虑 、 疲 劳 。 斛 、 乌梅 ； 益气药膳常选用 的中药有人参 、 党参 、 黄

以上措施对保持机体健康
，
避免免疫系统的失调和局 芪 、 淮 山 药等 ； 补肾 益精药膳常选用 的 中 药有枸杞

部炎症有重要 的意义 。 黄教授还特别注意 ， 局部感染 子、 核桃仁 、 冬虫夏草 、 山药 、 芡实 、 桑椹 、 鱼胶 、

的预防 ， 如经常发生咽喉炎 的患者 ，
可以使用丁硼乳 燕窝等 。 黄教授按照辨证精神 ， 嘱患者选取上述中药

膏刷牙 ， 中药漱 口 液漱口
，
中药喉片含服等 ， 以减轻 食材做成茶 、 汤 、 粉 、 包点 、 粥饭、 菜肴等佳品 ，

进

或预防局部的炎症 。 行饮食治疗 。

饮食疗 法 饮食对于 肾病 的 发病和康复具 辨证治疗

有一定 的作用
，
饮食 不 当 可以诱发疾病 的发作或加 黄教授认 为 丨 肾病血尿的 基本病机为 肾络受

重
，
合理的饮食配合中药食疗可以对疾病起到

一

定的 损 、 血溢脉外 。 病 因分为外感 、 内伤
，
外感为病邪循

防治作用 。 经下传损伤肾络而成血尿 ； 内伤有阴虚火旺 、 虚火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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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血络 ， 脾气 不升 、 不 能统血 ，
肾元亏虚 、 精血不 益智仁 、 炙甘草各 。

固 。 据此黄教授将之分为 个证型进行治疗 ，
如下 ： 黄教授认为 肾病持续镜下血尿者以肾虚血络

急性期 肉 眼血尿 受损为多 ，
法当 补肾和络 ， 活血止血

”

，
临床除了

热毒炽 盛 ，
血热妄行证 主症 ： 起病 急骤 ，

辨证选择止血药 ，
尚 有 类对症止血的 中药 ： 胶类

外感之后不久出现持续性 肉眼血尿 ， 常伴有发热 ， 头 止血药 ， 如龟胶 、 鹿角胶 、 阿胶等 ； 甲 壳 、 金石类止

痛
， 视矇 ，

尿浊 多泡 ， 或少尿 ， 或有斑疹 ，
舌绛 ， 脉 血药

，
如煅龙骨 、 煅牡蛎 、 花蕊石、 海螵蛸等 ； 碳类

数 。 治法 ： 清热解毒 ，
凉血止血 。 方药 ： 清营汤 加 止血药 ， 如血余炭 、 栀子炭等 。 可在辨证方药的基础

减 ， 水牛 角 先煎 ，
生地黄 、 麦冬 、 金银花 、 牡 上

， 选加具有对症止血作用 的 中药 ， 以提高止血效

丹皮 、 大蓟 、 小蓟各 ， 玄 参 、 丹参 、 连翘 各 果 。

白茅根 竹叶心 ， 生甘草 。 加服 雷 辨病治疗

公藤多甙片 ， 每次 ， 每天 次 。 肾病血尿的洽疗 ，
现代医学主要措施之

一是

下 焦 湿 热 ，
气热血溢证 主症 ： 咽喉疼痛 之 防治感染 、 长期随访以观察病情变化

，
如果病情较

后出现 肉 眼血尿
，
可伴有尿道灼热 ， 或尿频 、 尿急 ，

重
，
合并蛋 白尿往往使 用激素 、 免疫抑制剂和血管紧

腰腹酸胀 ，

口 苦咽干
， 身重困倦 ，

舌质红 、 苔黄腻
，

张素 转换酶抑 制 剂 血 管 紧张素 受体拮抗剂

脉滑数或濡数 。 治法 ： 清热利湿 ，
凉血止血 。 方药 ： （ 类药物进行治疗。 因此

，
黄教授认为 中 医除了

小蓟饮子加减。 生地黄 、 黄柏 、 大蓟 、 小蓟 、 茜草各 辨证治疗之外 ，
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借鉴现代医学的知

黄连 栀子、 淡竹叶 、 蒲黄各 滑石 识
， 仿效现代医学的 方法 ， 开展辨病治疗 。

包煎 、 白 茅根各 ，
白 花蛇 舌草 ，

生甘草 控制 感 染 现代研究认 为 ， 急性黏膜感染可 以

。
诱发或加重 肾病 ， 尤其是上呼吸道旳感染 ，

从而

慢性期镜下血尿 引起肉 眼血尿 ； 而慢性隐匿性感染灶旳存在 ， 如慢性

阴 虚火 旺 ， 灼 伤 肾络证 主症 ： 肉眼血尿或 咽炎 、 慢性扁桃体炎 、 慢性 胃肠炎等 ， 都可能引 起肾

镜下血尿 ，
腰酸腰痛

，
手足心热

，

口燥咽干或咽痛 、 脏的慢性炎症 反应
，
使血尿长期存在

，

甚至疾病进

咽喉堵塞感 ， 或有盗汗 ，
夜寐不安

，
大便干结

，
舌质 展。 因 此 ，

治疗关键在于积极控制和预防感染。 黄教

红或红绛 、 苔少或花剥或无苔 ，
脉细数 。 治法 ： 滋阴 授在中 医药防治點膜感染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

具

降火 ， 凉血止血 。 方药 ： 知柏地黄丸合二至丸加减 。 有较好的疗效 。

干地黄 、 牡丹皮 、 山茱萸 、 茯苓 、 旱莲草 、 女贞子、 急性黏膜感 染 的 治 疗 急性黏膜感染是

侧柏叶 、 黄柏各
，
知母、 龟胶 烊化 各 泽 肾病诱发或加重的重要原因

，
其 中最常 见的是 由病毒

泻 、 蒲黄各 甘草 。 和 或 细菌引起的急性上呼吸道感染
，
因此

，
抗感染

脾 胃 亏虚 ，
气 不摄血证 主症 ： 肉眼或镜 下 和对症洽疗在 肾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后血尿的洽

血尿 ， 疲倦乏力 ， 纳呆便溏 ，
腰膝酸软 ，

舌质淡红 、 疗 中 ，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 现代研究表明 ，

具有解

苔薄 白
， 脉细弱 。 治法 ： 健脾益肾 ， 补气摄血 。 方 表 、 清热功效的大多数中药 ， 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抗病

药 ： 归脾鹿地汤 加减。 黄芪 ， 仙鹤 草 ， 党 毒 、 抗菌作用 。 黄教授认为 ，
这一类中药的使用方法

参 、 白术 、 茯神 、 山茱萸 、 鹿角胶 烊化 、 熟地黄各 有二 ：

一是在传统辨证方药 中 ， 根据病原体培养的结

当 归 、 龙 眼 肉各
，
木香 后下 、 炙甘草各 果和药敏试验 ， 选择加用相应的 中药 ；

二是按照中 医

。
的辨证精神选择这些具有抗病毒 、 抗菌的 中药 ， 组成

肾元亏虚 ，
血络受损证 主症 ： 肉眼或镜下 新旳方剂 。

血尿 ， 反复发作 日 久 ，
时有尿浊 、 尿泡沫增多 ，

腰膝 上呼吸道感染由流感病毒引起 ， 若表现为风寒证

酸软 ， 夜尿增多 ，
舌质淡红 、 苔薄 白

，
脉沉 、 尺脉 时

， 可选用 麻黄 、 桂枝 、 荆 芥 、 防风、 紫苏叶 、 辛

弱 。 治法 ： 培补肾元 ，
固 肾摄血。 处方 ： 熟地黄 、 山 夷 、 白 芷等具有疏风散寒抗病毒作用 的中药 ， 方剂可

茱萸 、 肉 苁蓉 、 菟丝子 、 淮山 药各 ， 杜仲 、 茯 选用荆防败毒散 、 麻黄汤 、 桂枝汤 等 ；

若表现为风热

神 、 芡实 、 仙鹤草各
，
鹿角胶 详化 ， 乌药 、 证时可选用金银花 、 连翘、 蝉蜕 、 升麻 、 野菊花 、 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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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等 ，
具有疏风清热抗病毒作用 的 中药 ， 方剂可选用 况

，
这些中 药可辨证使用 ， 如血尿伴有大量蛋 白尿

，

桑菊饮 、 银翘散等。 病毒感染如未能及时控制 ，
接踵 或血尿伴有肾功能快速减退 ， 需要应用 大量激 素治

而来的是细菌感染 ， 如支气管炎 、 咽喉炎 、 扁桃体炎 疗
，
临床表现通常 为阴虚火旺 ， 可配合清热养阴类药

等 ， 常常表现为肺有痰热 ，
治宜清肺化痰 ，

前胡 、 桔 物 ， 如知母 、 秦皮 、 夏枯草 、 白花蛇舌草 、 水牛角 、

梗 、 瓜蒌 、 浙 贝母具有清热除痰抑菌 的作用
，

黄芩 、 穿心莲等清热药 ， 地黄 、 何首乌 、 玉竹等养阴药 ，
以

鱼腥草 、 射干等具有清肺热抑菌的作用 ；

白头翁 、 秦 减轻激素兴奋 、 高代谢副作 用 旳 同时
，
可增强其疗

皮 、 大黄等具有清肠 泻热抑菌的作用
，
肺与大肠相表 效

，

激素减量维持期常表现为阳气亏虚
，
可配合益气

里
，
清泻大肠热邪 ，

有利于肺热旳消除 。 在
一派清热 扶阳类药物 ， 如人参 、 党参 、 黄芪等益气药 ， 附子 、

药中 ，
要注意加少许木香 、 丁香 、 藿香等芳香化湿的 干姜 、 仙茅 、 淫羊藿 、

巴戟天 、 肉苁蓉 、 杜仲 、 鹿

药物 。 目 的有二
一是利用其抗菌作用 ，

二是利用其 茸 、 海马 、 海龙 、 冬虫夏草等温肾补阳药 ，
以改善肾

芳香健脾
，
防止病邪伤胃以及苦寒药败 胃 。 另外 ， 黄 上腺皮质轴的功能 ， 避免激素依赖 ， 预防复发 ， 且同

教授还强调治疗外感时 ，
当避免使用含有肾毒性的中 时改善虚弱 的证候 。 肾病血尿合并蛋 白尿 ， 激素

药 ， 如苍耳子 、 马兜铃 、 汉防己 、 关木通等 。 无效或有禁忌症时 ， 可改用或配用雷公藤属的中药仍

慢性 炎症的控制 肾病患者常常 因机体免 可能有效。 但要密切关注其毒副作用 ，
尤其是生殖毒

疫功能低下 ， 容易合并长期的慢性隐匿性炎症 ， 如慢 性 。 黄教授认为 ，
雷公藤厲的药毒易伤及肾精 ， 影响

性咽炎 、 慢性扁桃体炎 、 慢性 口腔炎 、 慢性皮肤炎 、 生殖 。 因此
，
补肾填精是对抗其生殖毒性 的治疗大

慢性胃肠炎 、 慢性泌尿系炎症等 ，
从而加重疾病的进 法

，
男性大 多采用补肾益精 ， 滋阴助阳 ， 促进精子生

展
， 使血尿长期难消 ，

还可能因此出现蛋 白尿和肾功 长 ， 常用 五子衍宗丸 、 右归丸 饮 丨等方药 ； 女性大多

能损害的进展 。 黄教授认为 ， 慢性炎症的中 医病机属 采用补 肾益精 ， 养血调经
，
维护 月 经正常

，
常用乌鸡

于 正虚邪恋
，
应扶正祛邪 ， 使用补益抗菌 、 补益 白凤丸 、 嫦娥加丽丸 、 育宫丸等 。

抗炎旳思路去组方治疗 ，
以提高机体的抗病 力

，
有效 具有 和 样作 用 中 药 的 应 用

消除隐匿性感染灶 ，
控制慢性炎症 ，

对 肾病的缓 类通过抑制 肾素 血管紧张素 系统 ，

解具有
一

定作用 。 起到降低蛋 白尿 、 保护肾功能的作用 ，
对于 肾病

补益抗菌药是指具有补益功能又有不同程度抑菌 血尿合并蛋 白尿的 患者 ， 可以联合使用 。 但有晐嗽 、

作用 的中 药。 具有补气健脾作用 的抗菌 中药有人参 、 高钾血症 、 肾功能损害等副作用 。 现代研究发现 ， 许

党参 、 黄芪 、 白术 、 扁豆、 甘草等 ，

具有滋阴养血作 多 中药都具有类似 样作用 ， 如具有

用 旳抗菌 中药有当 归 、 川芎 、 地黄 、 白芍 、 黄精等 ； 样作用 的中 药有黄精 、 白果 、 豨莶草 、 地龙等 ， 具有

具有补肾助 阳作用 的抗菌中药有菟丝子 、 蛇床子 、 续 样作用 的中 药有红芪 该品 为豆科植物 多序岩黄

断 、 杜仲 、 鹿衔草 、 冬虫夏草等 ； 具有补肾益阴作用 夜 的 干燥根 。 因

的抗菌中药有 山茱萸、 女贞子 、 枸杞子、 桑椹 、 旱莲 其皮色红润 ， 故称红芪 、 牛膝 、 青风藤等 。 黄教授

草
；

具养心益肺作用 的抗菌 中药有天冬 、 麦冬 、 沙 认为 ， 黄精 、 白果 、 黄芪本来就具有益气固 肾摄精 的

参 、 玉竹、 五味子等 。 临证之时 ， 结合不同 旳情况 ，
功效 ， 同 时又可以抑制 ， 减少尿蛋 白

，
而没有

加以选择应用 。 咳嗽 、 高血钾等副作用 ，

一

举两得 ， 可以长期服用而

免疫调 节 与 免疫炎症的 处理 肾病 属于免 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 。

疫复合物沉积在 肾脏导致 的免疫炎症 ，

当持续性镜下 病案举例

血尿伴蛋 白 尿超过 时
，
可应 用激 素进行治疗

，
毕某

，
女 ， 岁 。 年 月 日 初诊 。 现

以控制免疫炎症 ，
但激素的应用伴有多种副作用 ，

辨 病史 患者于 年 月 体检发现尿检异常 尿红

证选用具有类似作用的中药 ， 可以起到减毒增效的作 细胞 ， 尿蛋 白 ±
，
尿红细胞位相显示畸形红细

用 。 具有类似肾 上腺皮质激素样作用 的 中 药 ， 有人 胞 个 总数 个 血肌酐、 双

参 、 黄芪 、 鹿茸 、 冬虫草 、 附子 、 肉桂 、 柴胡 、 知 肾 超未见异常 ， 肾穿刺显示 肾病 轻微病变 。

母 、 秦艽 、 防 己等 ，
共 多种 。 根据不同 的临床情 间断服用 中 药和 中成药

，
效果欠佳 。 年 月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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尿红细胞 ， 尿蛋 白 。 年 月 日 来黄 二服。

教授处就诊 ， 诊见 ： 腰酸痛 ， 咽喉不适 ， 纳眠可 ，

二 年 月 日
，

三诊 。 月 经淋漓 不断 ，

二

便调 。 查体 ： 血压 ：

，
咽充血

，

舌 便调 。 舌淡 、 苔黄
，
脉沉 。 尿 常规 ： ± 。 月经

偏红、 苔黄微腻 ，
脉弦细

，
双下肢无水肿

，
中医诊断 淋漓不尽

，
结合舌脉

， 提示脾虚不能统血 ， 故加用黄

为血尿 ，
证厲肾阴 亏虚 ，

湿热瘀血
，
处方 ： 干地黄 、 芪 、 海螵蛸 ，

健脾益气收敛止血 。 共 剂 ， 水煎

知母各 ， 黄柏 、 茯苓 、 旱莲草 、 女贞子 、 侧 柏 服 ，
日
一

剂 ，
分温二服 。

叶 、 蒲公英各 牡丹皮 、 泽泻 、 龟胶 烊化 各 以后间断服药 ， 并饮食治疗
，
如滋肾银耳汤 、 山

山茱萸 、 蒲黄各 ， 甘草 。 共 剂 ， 水煎 药薏米芡实粥等 ， 随访 年
，
血尿消失

，
未再复发。

服 ，
日
一

剂 ，
分温二服 。 按

： 患者腰酸痛 ，
咽喉 不适 ， 镜下 血尿 ，

脉细
，

年 月 日
，
二诊 。 腹稍胀 ， 大便稀烂。 舌红 ， 苔黄微腻 ， 辨证属于 肾 阴 亏虚 、 湿热血疾 ， 当

复查尿常规 ： 尿隐血 ± 。 舌淡 、 苔 薄 白
，
脉 以滋 肾清利活血为 法 ，

经治疗后
，
血尿消失

，
但 出现

弦 。 腹胀便烂 ， 提示脾虚夹湿 ， 故在上 方基础上 加 脾虚表现 ，

故予 以健脾补 肾 ，
收敛止血

，
而收全功 。

用 藿香芳香化湿 。 共 剂 ， 水煎服 ，

日
一

剂
，
分温 （编辑 ：

刘淑碎 ）

仝小林教援临束辨 治 红皮病 型银屑 病 经验介绍

段娟 、 刘 莱莱

中 国中 医科学院广安门 医院
，
北京 北京王府中西医结合医院

，
北京

关键词 红皮病型银屑病 ； 分期论治 ； 犀角 地黄汤 ； 青蒿 鳖甲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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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皮病型银屑病 ， 性质顽固 ， 愈后易复发 ， 易继 动风 ； 临床可见身热 、 皮肤弥漫性潮红、 肿 胀 、 脱

发各种合并症 ，
西医疗效欠佳。 笔者跟随仝小林教授 屑 、 瘙痒 ， 手抖 、 身颤 ，

舌红或红绛 、 舌体颤动 、 苔

门诊 ，
现总结其临床辨治红皮病型银屑病经验如下 。 黄腻 ， 脉疾数 。

血热为本
，
动态辨证 中 期热毒入营 ，

血燥 阴 伤 中期热毒入营 ，
内

红皮病型银屑病中医病机多表现为毒火炽盛 ，
郁 侵脏腑

，
潘烁营血 ，

血燥阴伤 ； 可见心烦 ，

口干不欲

火流窜
， 阴血耗伤 ，

从而蒸灼肌肤 。 本病随病机时 饮 ， 小便色黄
，
大便 干结或黏腻不爽 ，

舌干红绛少

相性的演 变 ，
大致可分为 个不同病期

，
出现不同 津、 苔干黄 ， 脉细数。

的症状体征和证候变化。 后期 营血亏耗 ，
气 阴 两伤 日 久 邪热渐衰 ，

血

急性期热在血分 ，
热毒炽 盛 血热是本病发生 受煎熬 ，

终致营血耗伤 ， 气血不足 ， 肌肤失养 ； 可见

的 主要根源 ， 在 此基础上加 之外 感风、 湿 、 热之 皮损 、 肿胀消退
，
常伴有头晕 ，

神疲乏力
，

舌淡红 、

邪 ，
情志 内伤

，
饮食失节等诸 因素激发

，
气机壅滞 ， 苔光 剥 中有裂纹

，
脉濡细数。

郁久积热 ，
血热夹湿毒 ，

泛滥肌肤而形成红皮
，
甚则 病期 不 同 ，

证候随 变 本病主要证候 的分布与

收稿 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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