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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乳蛾，现代医学称之为急性化脓性扁桃体炎，是扁桃体

的急性非特异性炎症，常伴有一定程度的咽黏膜及咽淋巴组织

的急性炎症[1]。中医学认为，本病常由内外因素致病，内因于

暴饮暴食、或过食辛热煎炸之品，形成胃腑蕴热；外因于感受

风湿热邪，热毒蕴结在咽喉而发病。常法治以清热解毒利咽、
软坚散结止痛，但疗效并不尽如人意。笔者导师闫永彬副主任

医师是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承人，师

从中医儿科大家丁樱教授，善治疗小儿常见多发病，尤其对四

妙勇安汤化裁治疗烂乳蛾(热毒炽盛型)经验独到，兹将其经验

报道如下。
1 烂乳蛾(热毒炽盛型)病机关键为热、瘀、脓

烂乳蛾临床常见有肺经风热型、肺胃蕴热型、热毒炽盛

型、虚火上炎型、肾阴虚型、肺脾气虚型。它是因邪客喉核

(扁桃体)，或脏腑虚损，虚火上炎，气血瘀滞所致。
明·王肯堂《证治准绳》对咽喉是这样论述的：“咽者胃

之系，主内而不出，所以司饮食也；喉者肺之系，主出而不

内，所以司呼吸也……经曰，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一阴者

手少阴君火，心主之脉气也；一阳者手少阳相火，三焦之脉气

也。二脉并络于喉，疮疹之毒君相二火主之，其火上蒸，咽喉

最先先受。”“咽喉为一身之总要，与胃气相接，呼吸之所从

出，若胸膈之间蕴积热毒，致生风痰壅滞不散，发而为咽喉之

病。”《灵枢·痈疽》曰：“营卫稽留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

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

止，热盛则肉腐，肉腐则为脓……故命曰痈。”清·高秉钧《疡

科心得集》曰：“夫风温客热，首先犯肺，化火循经，上逆入

络，结聚咽喉，肿如蚕蛾，故名喉蛾。”据此，闫老师认为，

烂乳蛾之热毒炽盛型系风热邪毒从口鼻而入，咽喉首当其冲，

风热外侵，肺气不宣，肺经风热循经上犯，结聚于咽喉；或素

食厚味，胃有积热，郁热化火，胃火炽盛，上犯咽喉，复受外

邪，致热毒壅滞而发。热毒壅盛，耗伤津液，伤及脉络而致津

液匮乏，脉络瘀阻为瘀，久瘀气血不畅，加之热毒壅盛灼腐肌

膜，化而为脓，可表现为高热，咽痛、吞咽时尤甚，常伴有全

身酸痛等。究其病因病机，多系热毒炽盛所致，关键是热、
瘀、脓。治疗以清热解毒、活血消肿、透脓散结。
2 烂乳蛾(热毒炽盛型)论治关键为解毒化瘀透脓

烂乳蛾(热毒炽盛型)之病机关键是热、瘀、脓。中医学将

体表的化脓性感染疾病称之为疮疡、痈疽，化脓性扁桃体炎属

其中的一种，“痈疽原是火毒生，气血凝滞经络塞”。故明·陈

实功《外科正宗》提出了疮疡、痈疽手术治疗切开的原则与方

法，“脓已成，当以针通”，“当头点破”，使毒随脓出，开户

逐贼。
闫老师认为，小儿为纯阳之体，形气未充，易感受外邪，

风热邪毒可由口鼻而入，首先犯肺，咽喉为肺胃之门户，首当

其害，外邪与咽部气血相搏结，发为喉核红肿疼痛，此时未溃

时应清热，火热蒸腾，伤及脉络，宜化瘀；后期热毒伤血腐败

成脓，治宜透脓，脓出则疮溃易敛，余毒不清，则陷而使疾病

加重。闫老师进而提出了解毒、化瘀、透脓的治疗原则。
现代医学也很重视排脓引流在本病治疗的关键作用。化脓

性扁桃体炎是需氧菌与厌氧菌的混合感染，常易产生脓性分泌

物，不能顺利排出，可导致局部症状及体征加重，如严重者可

引起邻近组织疾病，如慢性鼻炎、颈部淋巴结炎、中耳炎等。
反复扁桃体炎，经正规治疗后无好转趋势，常采用手术剥离脓

苔治疗，使脓性分泌物引流通畅，减轻内部压力，达到止痛目

的。李晓鸾[2]报道，常规使用青霉素配合拭除表面脓苔治疗急

性化脓性扁桃体炎，其疗效优于仅给予常规青毒素治疗。可见

中西医治疗本病在透脓法方面的认识是相通的。
3 四妙勇安加皂角刺汤治疗烂乳蛾(热毒炽盛型)之机理

四妙勇安汤出自清·鲍云韶《验方新编》，方由玄参、当

归、金银花、甘草组成。闫老师在临床中加入皂角刺治疗烂乳

蛾(热毒炽盛型)。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而不伤胃，疏风透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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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型糖尿病(diabetes mellitus，DM)属中医学消渴范畴。
有关 DM 发生的机理，多数医家从阴虚入手，每投以滋阴清

凉之品。然而近年来不少医家发现，很多 DM 患者具有畏寒、
乏力、舌淡、苔白、脉沉迟无力等火衰寒凝的临床表现。投以

温里散寒药，每收到较好的疗效。笔者根据《难经》命门火是

“五脏六腑之本，三焦之源”及《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阳化

气，阴成形”的论述，认为火衰寒凝是 DM 发生的根本原因，

兹浅谈体会如下。
1 命火的作用

心为君火，命门真阳为相火之源，性质上又是同气相求

(故命门又有小心之称)，可以相得益彰。命门为先天，脾为后

天。后天脾土的生化，赖先天命火之温养[1]。胃为阳土，脾为

阴土，居于中焦。胃主受纳和腐熟水谷，脾主运化水谷精微和

参与水液代谢。上中下三焦包括了主受纳水谷、消化饮食、化

不恶邪，为君；玄参清热滋阴，泻火解毒，凉血散结；皂角刺

活血消肿，托毒排脓，软坚散结，共为臣药；当归既可补血，

又可活血，且能润肠，兼有行气止痛之功，为佐；甘草泻火解

毒，为使。诸药合用，共凑清热解毒，活血止痛，软坚散结，

消肿排脓之功。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显示[3]，皂角刺具有抗菌消

炎，抗病毒免疫调节，抗凝血抗癌的作用。另患儿高热不退者

加生石膏，以清肺胃热；咽喉不利者加牛蒡子、射干治无根之

火攻于咽喉。据此意，四妙勇安加皂角刺汤对急性化脓性扁桃

体炎发挥其清热、化瘀、透脓之功。本方药少力专，紧扣病

机，机圆法活，故效如桴鼓。
4 病案举例

王某，男，8 岁，2103 年 4 月 8 日就诊。代诉：发热、
咽痛 3 天。诊见：发热 39.0℃，咽痛流涎，吞咽困难，周身

酸痛，纳食欠佳，大便干燥，3 天 1 行，舌红、苔黄厚，脉滑

数。查体：双肺呼吸音粗；下颌角淋巴结肿大、压痛；口腔黏

膜溃疡。咽部：扁桃体Ⅱ度肿大、充血，表面有脓点。血常

规：白细胞 15.7×109/L，淋巴细胞 0.274。西医诊断为急性

化脓性扁桃体炎。中医诊为烂乳蛾，证属热毒炽盛型。治以清

热凉血，解毒化瘀透脓为则，方用四妙勇安加皂角刺汤加味。
处方：金银花、玄参、当归、山楂、炒麦芽各 10 g，皂角刺

15 g，甘草 6 g，大黄 3 g，生石膏 30 g。3 剂，每天 1 剂，水

煎 200 mL，分 3 次温服。2013 年 4 月 11 日二诊：体温正

常，扁桃体红肿较前好转，脓点减少，淋巴结无肿大，饮食改

善，大便正常，每天 1 次。病情好转，守上方去大黄，继服 3

剂。药毕痊愈。
按：方中金银花清热解毒为君；玄参、皂角刺清热凉血、

散结消肿、透毒排脓为臣；当归活血润肠为佐；甘草泻火解毒
为使。患儿发热，热势较高，加以生石膏清热泻火；纳食差，
加以山楂、炒麦芽健脾消积；大便干结，加以大黄泻下攻积，
清热泻火；诸药合用，共奏清热解毒，活血止痛，软坚散结，
消肿排脓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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