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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皮癣是银屑病的俗称，在我国民间广为流传。民间形象

地称银屑病为牛皮癣，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因为银屑病难以

根治[1]，有如牛皮之韧；另外就是银屑病反复发作造成的皮损

肥厚、浸润，形如牛皮。然而，考究牛皮癣的源流，发现中医

文献中的牛皮癣并非均指现代医学中的银屑病，而是现代医学

所称的神经性皮炎。为了一探古今牛皮癣的差异，探索古代医

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用药规律，笔者以牛皮癣为检索词

在 《中华医典》 目录区和全文区检索并筛查出相关条文 71

条，其中目录区 9 条，内容区 62 条，总结整理如下。
1 牛皮癣古代病名源流清正

历史上明清时期是中医外科学的鼎盛时期，中医外科学成

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疾病的认识和治疗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

展，自明代起就有对“牛皮癣”疾病症状的详细描述，明·赵

宜真《外科集验方·疥癣论》曰：“一曰干癣，搔则出白屑，

索然凋枯。二曰湿癣，搔则多汁，浸淫如虫行。三曰风癣，搔

则痹顽，不知痛痒。四曰牛癣，其状如牛领之皮，厚而且坚。
五曰狗癣，则时作微痒，白点相连。六曰刀癣，则轮廓全无，

纵横不定是也。”将癣详细分为六种，其中包含了现代疾病的

银屑病、湿疹、神经性皮炎等，其中第四所指的牛癣，即接近

今之所指的牛皮癣，即神经性皮炎。
清代基本沿袭了明代的看法，如清·祁坤《外科大成》曰：

“诸癣，癣发于肺之疯毒。若疥则属于脾之湿热矣，总不外乎

风热湿虫四者相合而成。其形有六，搔之起屑者为干癣。有汁

水者为湿癣。不知痛痒者为风癣，即顽癣。坚厚如牛领之皮者

为牛皮癣。”清·许克昌、毕法合撰《外科证治全书》也提到：

“牛皮癣，状如牛领之皮，厚而且坚。”清·顾世澄《疡医大全》
曰：“牛皮癣顽硬且坚，抓之如朽木。”

从以上古代条文中不难发现，古人自明代起就有对牛皮癣

清晰的描述及界定，根据多数医家“状如牛领之皮，厚而且

坚”的描述，笔者推测，明清时期及后世医家所指之牛皮癣实

指现代医学之“神经性皮炎”。而非民间俗称的牛皮癣，也即

非指现代医学的银屑病。
2 牛皮癣的古代病因病机描述

明·朱棣《普济方》曰：“于诸癣中最为厚，邪毒之甚者，

俗谓之牛皮癣。狗癣白点而连缀。刀癣纵斜无定形。凡此八

者，皆风湿毒气折于肌中，故痛痒不已。久而不瘥，俱谓之

癣。又云露下勿卧，夏间着人面，令皮厚及喜生癣。”将其病

因归结为风湿毒气蕴结肌肤。明·朱棣《普济方》曰：“又有

牛皮癣，因饮牛饮余水得之，其状皮厚硬强。又有圆癣，作圆

又隐起四面赤。又有狗癣，因饮狗食余水，或用洗手面得之，

其状微白，点缀相连，亦微痒。又有雀眼癣，作细文似雀眼，

搔之亦痒痛。”由于其当时朴素的看法，将其病因归结为外源

性的“牛饮余水”。明·皇甫中《明医指掌》曰：“癣亦有五，

风癣、顽癣、湿癣、马癣、牛皮癣之别，皆由肺受邪毒，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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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肢，以生肉蠹。治之之法，不过清热驱湿，疏风散郁，凉血

杀虫之剂，治之无不效。虽然疥癣皮肤之恙，非心腹之疾，不

足为患，久而不已，元气因而亏损，以致尫羸者多矣。”将其

病因定位为邪毒，病位定位在肺，并且提出病久会损及元气以

致尫羸的说法。明·申斗垣《外科启玄》曰：“白壳疮者即癣

也，计有四种，曰风癣，杨梅癣，花癣，牛皮癣。皆因毛孔受

风湿之邪所生外。”将其病因归因为风湿之邪。清·陈士铎《洞

天奥旨》曰：“风癣、花癣、牛皮癣、杨梅癣，皆因毛窍受风

湿之邪，而皮肤无气血之润，毒乃附之而生癣矣。此等之疮，

非一二剂补气补血可以速愈也，故必须外治为妙。”提出其致

病之外因为毛窍感受风湿之邪，内因为气血亏虚。民国·吴克

昌《外科通论》曰：“顽癣，乃湿热凝聚，虫行皮中。有顽厚

坚硬者，俗称牛皮癣，是宜用百部膏搽之。”指出其致病因素

为湿热及“虫”，可以推测近代医家已经有了感染的概念，因

为古代之“虫”多是有形之邪的统称，并非真正的寄生虫。
总结起来，古代医家对本病病因病机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

入的过程，在重视外界诱发因素的同时，逐渐意识到脏腑及气

血在本病发病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近代医家提出“虫行皮

中”，可以推测当时的医家对本病的认识已经从宏观聚焦到微

观，从整体辨证聚焦到局部辨证，是现代皮肤显微镜及病理检

查的原始思想萌芽。
3 基于中医传承辅助系统的牛皮癣古代用药规律分析

3.1 资料选取及研究方法

3.1.1 选取范围 牛皮癣古代条文主要通过湖南电子音像出

版社 1998 年出版的第 3 版电子版《中华医典》以“牛皮癣”
为检索词在其目录区和全文区检索并筛查出相关条文 71 条，

其中目录区 9 条，内容区 62 条。检索的条文均导入 Excel 表

格，所导出的条文，每个条文就作者、症状、证候、治法、方

药等多方面内容客观分类提取，不加入个人主观意见、不作任

意改动，留底备案。本研究共收集内服方剂 21 首，药物种类

69 味；外治方剂 84 首，药物种类 68 味。将搜集的方剂全

部录入“中医传承辅助系统”。借助“中医传承辅助系统”
中的“数据分析系统”具有的“方剂分析”功能。以挖掘古

代医家治疗牛皮癣的用药规律，进而演化出治疗牛皮癣的核

心药物组合。
3.1.2 中药名的规范化 中药名称、因时代、地域的不同有

差别，方剂中一药多名、同药异名的现象很常见。根据数据统

计的需要，本研究依据《中药学》教材和《中药大辞典》为标

准进行规范整理，例如将“楝树皮”统一为“苦楝”，“沥青”
统一为“松香”，“明矾末”统一为“明矾”，“明雄黄”统一

为“雄黄”，“腻粉”统一为“轻粉”，“砒霜”统一为“白

砒”，“皮硝”统一为“芒硝”，“羊蹄根”统一为“牛舌草”，
“豨仙草”统一为“豨莶草”等。
3.1.3 药物归类的规范 本研究的药物归类统一按照 《中药

学》的分类方法和类型进行归类，内服药归为 30 小类，外治

药归为 88 小类。
3.1.4 数据挖掘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借助“中医传承辅助系

统”数据分析系统对古代医家治疗牛皮癣的方剂进行分析。
3.2 结果

3.2.1 内服药使用高频数分析 见表 1。本次研究内服药共涉

及 68 味，按使用频次高低排列。下表中列出了使用频数(次)

较高的前 18 味药。因本次检索《中华医典》内服药物较少，

所以内服药物中，使用频数(次)大于 10 次的仅有酒；分析发

现该 18 味药中大多数是杀虫、祛风、除湿之品，这与古代医

家认为该病是由风湿虫毒共同作用所导致的观点是一致的。

表 1 牛皮癣内服药物使用高频数(次)药物统计表

3.2.2 内服药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核心组合分析 见表 2。基

于改进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利用复杂系统熵聚类

分析方法，演化出内服药治疗牛皮癣的核心药物组合主要有

8组。

表 2 内服药物核心药物组合统计表

3.2.3 外用药使用高频数分析 见表 3。本次研究外用药共涉

及药物 135 味，按使用频次高低排列。下表中列出了使用频

数(次)较高的前 22 味药。可以看出外用药物使用最多的是油、
轻粉、斑蝥、醋、胆矾、巴豆等，其中不乏为有毒药物。
3.2.4 外用药基于复杂系统熵聚类核心组合分析 见表 4。基

于改进互信息法的药物间关联度分析，利用复杂系统熵聚类分

析方法，演化出外用药治疗牛皮癣的核心药物组合主要有 8 组。

药物频次

酒

防风

当归

苦参

白芷

甘草

川芎

荆芥

黄连

乌梢蛇

频率

1 0

8

8

7

5

5

4

4

4

4

药物频次

生姜

黄芩

生地黄

赤芍

蜂蜜

羌活

何首乌

金银花

制草乌

频率

4

4

3

3

3

3

3

3

3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核心药物组合

酒，土槿皮，黄柏

胆矾，红粉霜，川槿皮

制草乌，油，轻粉

槟榔，硫黄，五倍子

酒，土槿皮，油

胆矾，杏仁，红粉霜，木槿

蛇床子，牛舌草，葛根

槟榔，硫黄，大腹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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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外用药核心药物组合统计表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核心药物组合

酒，土槿皮，黄柏

胆矾，红粉，川槿皮

制草乌，油，轻粉

槟榔，硫黄，五倍子

酒，土槿皮，油

胆矾，杏仁，红粉，木槿

蛇床子，牛舌草，葛根

槟榔，硫黄，大腹皮

4 讨论

通过以上系统梳理发现，牛皮癣在我国古代确实是有着独

立病名、病因病机理论及治疗体系的疾病，牛皮癣更接近现代

医学之神经性皮炎，而非银屑病。现代医学认为神经性皮炎[2]

是以阵发性瘙痒和皮肤苔藓化为特征的慢性皮肤炎症。病因尚

不明确，一般认为与长期搔抓、摩擦和神经精神因素及某些外

在刺激因素有关。治疗原则为止痒，禁止搔抓，避免各种机

械、物理、情绪刺激，调整神经系统功能，镇静等。本病目前

尚缺乏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与手段，中医治疗在提高患者生存质

量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两千多年来，历代中医文献中详尽地

阐发了该病的病因病机和治则治法，汇集了历代医家的临床诊

疗经验，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本次对牛皮癣中医古文

献的梳理工作，试图通过文献整理与统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中医药对治疗神经性皮炎的理论认识，总结其规律和方

法，探索临床治疗新方案，为临床和科研工作提供新的思路，

不断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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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外用药使用频数(次)较高的药物统计表

药物频次

油

轻粉

斑蝥

醋

胆矾

巴豆

白矾

牛舌草

杏仁

土槿皮

雄黄

频率

33

1 7

1 2

11

9

7

7

7

7

6

6

药物频次

硫黄

花椒

制草乌

酒

蛇床子

全蝎

黄蜡

苦参

百部

槟榔

水银

频率

6

6

6

6

6

5

5

4

4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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