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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晓勇主任医师是云南省中医医院皮肤科主

任，国家级名老中医刘复兴教授出师的学术继承人，

从事皮肤病的临床和教学工作 23 年，积累了丰富的

临床与教学经验，对难治性皮肤病的诊疗有自己的见

解。针对难治性皮肤病中的银屑病、湿疹、带状疱

疹，笔者尝试介绍欧阳主任的临床治疗经验和中医思

考如下。
1 银屑病

银屑病属中医学白疕范畴，是一种常见的红斑鳞

屑性和易于复发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病[1]。目前，中西

医对本病无彻底的根治之法。欧阳主任在治疗银屑病

的实践中总结了以下经验。
1.1 从血分论治 血是构成和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

基本物质之一。血循脉而流，营养、滋润全身。血不

足，则百脉空虚，身体衰弱，百病丛生。“诸痛痒疮

皆属于心”、“心主血脉”，提示皮肤病的发生与血密

切相关。银屑病皮损有红斑、鳞屑、点状出血特征，

辨病辨证可从血热、血瘀、血燥三方面考虑。
1.1.1 血热证（多见于银屑病进行期） 皮损为鲜

红色红斑、丘疹，上覆银白色鳞屑，新皮疹不断出

现，脱屑多，红斑压之褪色，瘙痒甚，伴见口干舌

燥，心烦易怒，小便短赤，大便秘结，舌质红、舌苔

薄白或薄黄，脉弦滑或数。治法：疏风清热，凉血活

血。方药：刘复兴验方荆芩汤加味：荆芥、黄芩、牡

丹皮、乌梢蛇各 15 g，生地黄、赤芍、紫草、生槐

花、水牛角、云南茜草根各 30 g。

火之源；合痛泻要方、薏苡附子败酱散加味抑肝扶
土，祛湿行瘀化浊，以消阴翳。反佐一味大黄炭，不
仅能够泄热解毒，并能入血分，止血行瘀，推陈出
新，使阳气能够畅行无阻。路教授常说：胃肠的蠕
动，是有其节律性的，浊阴不降，则清阳难升，欲使
阳升，先要浊气下降，温阳的同时不要忘记顾及阴
邪，所谓升降相因是也。但用药宜中病即止，待脓血

渐去，虚象毕露，则温运中焦与敛肠并施。如《读医
随笔·用药须时邪有出路》云：“虚弱之人，中气不
运，肠胃必积有湿热痰水，格拒正气，使不流通……
服补益者，必先重服利汤，以攘辟其邪，以开补药资
养之路也。……斯胃中常时空净，而可受温补，亦不
妨辛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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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血瘀证 （多见于银屑病静止期或病程日久
者） 皮疹暗红，白屑难脱或屑多且薄，或疹色淡

红，病程较长(半年以上)，皮疹压之不褪色，伴见口

干欲漱不欲饮。舌质暗紫或暗红有瘀点、瘀斑，苔薄

白，脉涩或沉涩，可有舌下脉络迂曲。治法：益气活

血，化瘀通络。方药：王清任补阳还五汤加减：生黄

芪 50 g，红花、水蛭各 5 g，赤芍、水牛角、云南茜

草根、生地榆各 30 g，川芎、桃仁(冲)、三棱、莪术

各 15 g，当归 10 g。
1.1.3 血燥证 （可见于银屑病静止期或退行期）
病情稳定或皮损部分消退，细碎脱屑，伴见口干舌

燥，秋冬加重。舌质淡红或舌质淡，舌尖红，苔少、
少津，脉缓或沉细。治法：养血活血，祛风润燥。方

药：清燥救肺汤加味：桑叶、枇杷叶、杏仁(粉，

冲)、乌梢蛇各 15 g，炙甘草、阿胶各 10 g，生石膏

50 g，麦冬、沙参各 20 g，白鲜皮、炒胡麻仁、地

肤子、云南茜草根各 30 g。
1.2 从气血论治
1.2.1 气血同调 《素问》云：“人之所有者，血

与气耳”，人之一身，不离气血。《素问·调经论》指

出：“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素问·至真要

大论》中载：“疏其血气，令其调达。”王清任说：

“治病之要诀，在明白气血。”欧阳主任认为：气血既

是人体生理基础，维持人体正常生命活动的主要物

质，又是各种疾病的病理基础，脏腑经络的病理变化

无不影响气血，皮肤病的变化无不涉及气血。因此，

如何看待气血的病变是临床辨证的基础，气血辨治法

是业医诊病的基本方法之一。故在银屑病的诊治中往

往可从气血论治，气血同调。
1.2.2 补气生血活血 银屑病是一个慢性易复发性

疾病，久病则耗气伤血，如《普济方》曰：“凡病经

多日，治疗不愈，须当为之调血”。而气为血之帅，

血随气行。在银屑病后期者，反复发作者，体质虚弱

者，需考虑补气生血活血之法，选当归补血汤或八珍

汤，体热血燥者选《万病回春》温清饮。
1.3 解表温通论治
1.3.1 辛温解表 银屑病多发于青壮年，青壮年多

阳刚之气，血热血燥者居多，故临床治疗上多以凉血

清热解毒药为主。虽能暂缓症状，但日久内郁之火冰

伏，气机凝结，导致皮肤腠理闭塞不畅，病情难愈。
此时，可用辛温解表之药，一则疏通皮肤腠理，二则

使邪从汗出，有利于消除皮损。常用药物如麻黄、桂

枝等。
1.3.2 扶阳通络 临床发现，一些顽固性银屑病患者，

如关节病型，红皮病型患者常伴有四肢不温，舌质

淡、脉沉弱等阳虚之象。治疗时应酌情加入一些温阳

药物或直接用温阳类处方。使阳气充足，腠理疏通，

气血畅行，疾病向愈。常用处方如：附子汤、当归四

逆汤、四逆散等；常用药物如：附子、细辛、肉桂等。
2 湿疹

湿疹是一种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具有多形性

皮疹及明显渗出倾向的炎症性皮肤反应，其特点是伴

有剧烈瘙痒，易反复发作和慢性化。赵炳南教授曾

谓：“善治湿疹者，当可谓善治皮肤病之半”。而治

湿疹之疗效关键在于止痒，以下是欧阳主任对止痒之

法的一些观点。
2.1 治湿止痒 湿疹虽病因复杂，但湿邪为主要原

因。或饮食伤脾，内生湿邪；或禀赋不耐，外受湿

邪。合并他邪搏结致病，如湿热、寒湿、风湿等。因

而治湿止痒，贯穿始终。除湿时应注意健脾，脾健则

湿易化。然中医学认为，风盛则痒，故利湿时需祛

风。风邪轻者宜疏风止痒，用药可选辛凉解表之类，

如：薄荷、防风、蝉蜕等；风邪甚者，宜搜风止痒，

用药需能走窜通络、化里搜风，如乌梢蛇、蜈蚣、全

蝎之流才可使药达病所。此外，虽湿热致病居多，亦

不可忽视寒湿之邪致病，此时需另辟蹊径，以温阳化

湿方能见效。
2.2 特殊止痒
2.2.1 补肾滋阴 慢性湿疹反复发作，皮损粗糙肥

厚，脱屑多，渗出少，整体皮肤多干燥。此类湿疹多

发于老年人，辨证多为肾阴亏虚，肾阴为诸阴之本，

“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治疗多以补肾滋阴，一

补先天之本，二可使阴气化生有源，滋养全身。如滋

阴除湿汤、祛风地黄汤。
2.2.2 重镇止痒 湿疹患者常因瘙痒剧烈，昼轻夜

甚而使夜不能寐。还常伴有心神不宁，心气不足，心

烦焦虑等症。《素问·至真要大论》云：“诸痛痒疮，

皆属于心。”《素问·灵兰秘典论》曰：“心者，君主

之官也，神明出焉。”提示瘙痒诸症的病机与心相关。
在治疗时需加重镇安神之品以调治心神，常用药物有

龙骨、牡蛎、磁石等。
2.2.3 疏肝止痒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情志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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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疾病的影响也越大，心理因素的负面影响往往能加

重疾病。中医学认为，肝气郁结，气滞壅滞，郁久化

火，毒热蕴伏营血，以致经脉阻滞，气血凝结，外发

肌肤而致病。临床上患者常伴有失眠多梦、心烦易

怒、食欲缺乏等症状，治宜疏肝解郁。常用处方如丹

栀逍遥散、四逆散。
2.2.4 化瘀止痒 湿疹是一个易反复发作的慢性病，

《临证指南医案》指出：“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

病血瘀”，“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故治疗

时应考虑瘀血之故，常选复元活血汤、血府逐瘀汤。
2.3 防复止痒

复发是困扰皮肤病患者和医师的难题。中医学认

为，“正气内存，邪不可干”，无论中医的“扶正”
方药，还是西医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均有一定的防止

皮肤病复发的作用[2]。
2.3.1 温肾运脾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

从温肾运脾入手治疗慢性易复发性顽固性皮肤病，常

有较好的效果。中医学强调“治未病”，提前用药也

是防治疾病复发的重要手段，如湿疹好发于夏冬季，

提前 1 月服 1～2 周中药，可减缓病情的复发。
2.3.2 生活调理 疾病的改善一为治疗一为调护。
生活工作环境中，应避免接触可诱发湿疹的因素，

如：染料、花粉、油漆、洗洁精等；日常生活中应避

免刺激：忌过度搔抓，热水烫洗，少用碱性物品，贴

身宜穿纯棉制品。
2.3.3 食忌 湿疹的发生可由食入的变态反应原进

入人体内诱发皮肤过敏反应引起。欧阳主任在临证中

常说“病从口入，忌口在即”，皮肤病的治疗除辨证

准，用药精之外，忌口也是提高疗效的重要环节。湿

疹患者应尽量在发病期禁食用以下食物：(1)肉类：

海鲜、牛、羊、鱼、鸡肉等；(2)蔬菜类：蕈类、韭

菜、竹笋、臭豆腐、海带、紫菜、腌菜等；(3)水果

类：菠罗、芒果等。在强调忌口外，还应重视食疗和

食养，需饮食有节，过饥或过饱都易引发或加重皮肤

病，不可不知。
3 带状疱疹

带状疱疹是一种皮肤上出现成簇水疱，呈带状分

布，痛如火燎的急性疱疹性皮肤病[3]。是由水痘 - 带

状疱疹病毒引起的疱疹性、炎症性皮肤病。为临床上

常见皮肤病之一，本病好发于春秋季节，成年人多

见，老年人病情尤重。神经痛是带状疱疹的主要症状

之一，患者往往难以忍受，有时皮疹消退后仍能持

续很长时间，形成后遗神经痛，是本病的主要并发

症[4]。欧阳主任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疗痛

症。
3.1 通络法 带状疱疹因内有郁火，循经外溢而作，

或因内有湿滞并感毒邪，内外相引，合而致病。早期

带状疱疹肝经郁热，火毒炽盛者多见，临证多以清泄

肝火，解毒止痛。此外，中医学认为，经络阻塞，气

血凝滞不通亦导致疼痛症状，即所谓“不通则痛、不

荣则痛”，因此，在疾病早期酌情加入活血化瘀通络

药物，既能加强止痛，也有减少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的作用。常用药物如：丹参、鸡血藤、全蝎等。若早

期患者不堪忍受疼痛者可加用一些西医止痛药，如抗

抑郁药、镇静药、抗惊厥药等，或辅助针灸、外洗、
局部麻醉等外治法急救止痛。
3.2 疱后止痛 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主要表现为皮

疹消退后，局部皮色紫暗，疼痛部位固定不移，疼痛

性质呈阵发性或持续性刺痛、钝痛。后遗神经痛止痛

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3.2.1 虚 因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以老年人或体弱

者居多，患者脏腑之气已衰，其病机应属本虚标实。
中气不足，外卫不固，邪气侵袭，郁于肌肤，血行不

畅，凝而为瘀。方用补阳还五汤加减，补气以活血，

符合《内经》“虚则补之”，通过泻实补虚而调畅气

血，疼痛自止。
3.2.2 寒 《内经》云：“痛者，有寒气多也，有

寒故痛也。”临床上可见冷痛，麻木，皮损色淡，肤

温不高，得温痛减，唇舌青紫，苔白滑，脉沉迟等，

“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辛润之”，故临

床上可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等温经散寒止痛。
3.2.3 神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心者，君主之

官也，神明出焉”。精神因素与其它各种病因病机相

互作用，共同致病。一旦发病，则会增加患者的精神

负担，致使心神失调更甚。因心主神明，神明宜静，

蛇串疮患者疼痛剧烈，情志多不调，或烦躁或抑郁，

甚者夜不能寐，暗耗心阴，“不荣则痛”。治疗需考

虑心神的调治。常用药物有龙骨、牡蛎、磁石、合欢

皮、夜交藤、郁金等重镇安神，疏肝解郁。
3.2.4 虫 清代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

络”。故在带状疱疹后期伴随后遗神经痛的患者，往

往可以通过络脉来治疗。用药时可酌情加用如活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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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祛风攻毒、消痈散肿、通行经络的虫类药，常用

的有：蜈蚣、全蝎、乌梢蛇等。
3.2.5 荣 气血亏虚，脉络空虚，则气血运行不畅

通，而使不能布达全身肢体脏腑失养而致“不荣则

痛”。该型多发生于老年患者及久病体虚者，临床表

现为局部皮肤色暗不泽，绵绵作痛，麻木不仁，常

伴有心悸气短，神疲多梦，面色萎黄，爪甲不荣，

舌质淡、苔薄白，脉细弦或细芤。临床上多以补气

养血并举。
3.3 专药治痛
3.3.1 蜈蚣 味微辛，性微温，走窜之力最速，内

而脏腑，外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开之。性有

微毒而专善解毒，凡一切疮疡诸毒皆能消之。欧阳主

任对络病患者或疼痛患者，定用蜈蚣内服，有较好疗

效。陈醋调蜈蚣粉外敷，也可消炎止痛。现代药理证

实，蜈蚣具有镇静、镇痛、退热、抗炎等作用，在欧

阳主任的运用中均有体现。
3.3.2 全蝎 蝎子色青，味咸，性微温，善入肝经，

搜风发汗，治痉痫抽掣，中风口眼歪斜，或周身麻

痹，其性虽毒，专善解毒，消除一切疮疡，为蜈蚣之

伍药，相得益彰[5]。
3.3.3 八角枫 性味：辛，温。有大毒。归经：归

心、肝经。有祛风除湿，舒经活络，散瘀止痛之功

效。主要用于风湿痹痛，麻木瘫痪，跌打损伤，劳损

腰痛，心悸，精神病。内服，煎汤 3～9 g。外用：

适量，煎水外洗。欧阳主任常用诸疼痛性皮肤病的治

疗中，治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常用八角枫与昆明山

海棠配成药对使用。
3.3.4 桔梗 《神农本草经》 中记载“味辛微温，

主胸胁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惊恐悸气”。桔

梗的止痛作用一般不被重视，然药理研究证实桔梗有

强镇痛作用，且主要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临床中欧

阳主任常以大剂量的桔梗用于胸腹部的带状疱疹，收

到不错的疗效。
4 体会

欧阳主任强调，在皮肤病的治疗中，除了常规方

法外，不能忽视一条诊疗捷径，那就是学习和运用中

医经典，尤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为最，两书

虽非皮肤科专著，但在中医皮肤科的发展中起奠基作

用。《伤寒论》通过六经贯穿了八纲辨证，以六经辨

证为经线，把辨证论治理论真正地应用于临床，理、
法、方、药具备，药味专而药量精。《金匮要略》以

脏腑辨证为纬线，重视专病专方，方药量轻而药味

多。两书辨病与辨证有机结合，互为经纬，辨病是总

纲，辨证是核心，编织出证病结合的中医典范，论治

可依“急则伤寒，缓则金匮”进行取舍。在皮肤病的

治疗中，特别是难治性皮肤病，可以把这些前辈们总

结的成熟的、可不断重复的经验应用于临床。
欧阳主任常说：皮肤病虽为“皮毛”之病，在体

在表，但其治疗原则仍离不开“整体施治，以人为

本”。人体是一个内外联系、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修

复、自我进化的有机整体，是由若干脏腑、经络、形

体、官窍所组成的。因而内脏有病，可反映于相应的

形体官窍，同样，也能从外在皮毛而了解机体内里的

情况，即所谓“有诸内，必形诸外”。所以，在诊疗

皮肤疾病时不能只考虑皮损，还需观其舌脉象，整体

治之。如《灵枢·本藏》所言：“视其外应，以知其

五内，则知所病矣”。
皮肤科以人为本有三本：本于原发皮损、本于阴

阳、本于体质。皮肤病虽然种类繁多，病因复杂，但

总离不开“形于外而成于内”，所以从整体出发，把

握细节，四诊合参，证病合一，调理体质，才能方药

精当，疗效显著。另外，还应该注重患者的情志调护

和生活调护，避免情志的过极，或不良生活习惯的影

响，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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