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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文英教授从事皮肤性病学临床工作 20 余年，对常见皮

肤病及性病的治疗有着独到的见解，在治疗尖锐湿疣的过程中

强调内外合治、中西医结合等，总结出系统的诊疗方法及经验

用方，笔者有幸跟随宋教授学习，获益良多，现将宋教授治疗

复发性尖锐湿疣的经验介绍如下。
1 致病责之湿与毒，复发责之正虚与邪恋

宋教授主张对疾病的认识当鉴古参今，既要总结古代医家

的认识经验，又要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强调思维模式的多元

化。尖锐湿疣是由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增生性疾病，而本

病主要是通过性接触传播，少部分人也可通过间接接触传

播[1]。中医学对其病机也有描述，如《薛己医案》曰：“疣属

肝胆少阳经，风热血燥，或怒动肝火，或肝客淫气所致”；

《诸病源候论·湿涡疮》则强调：“肤腠虚，风湿搏于血气生

涡疮”。宋教授认为，病毒感染性疾病多属中医学“热毒”
致病范畴，结合本病好发于外阴或肛周等潮湿部位、反复发

作的特点，提出本病发生主要的致病因素为“湿”与“毒”，
由于房事不洁或间接接触污秽之物品，湿热淫毒之邪从外侵

入，蕴于肝经，循经下注阴部，导致气血失和，湿热毒邪搏结

而成臊疣。
宋教授同时也提出，在尖锐湿疣发病过程中，强调“湿热

毒邪”致病固然重要，但不应忽视“正气”在发病中的作用，

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若正气充足，则气血旺盛，

脏腑功能调和，腠理固密，则不易染毒，或虽染毒邪而不易发

疣，后者即西医学所讲的潜伏感染。正气的盛衰不仅决定着疾

病的发生与否，也影响着疾病的转归。尖锐湿疣的复发是本病

治疗的难点所在，现代医学认为在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各个阶

段均存在免疫功能异常，宿主免疫力尤其是外周血细胞免疫能

力低下、紊乱是尖锐湿疣复发的原因之一。临床上也常见患者

在酗酒、熬夜、疲劳等免疫力低下的状态下，尖锐湿疣易于复

发。《灵枢·经脉》载“虚则生疣”。宋教授认为，正气虚，不

能鼓邪外出，邪气搏结于皮肤发为疣赘；湿为阴邪，其性粘

滞，日久损耗气阴，正虚邪恋，故缠绵难愈，反复发作。宋教

授从“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出发，指出复发性尖锐湿疣属虚

实夹杂，本虚标实，提出湿、毒、虚是复发性尖锐湿疣的共同

致病因素，湿热毒邪内蕴、气阴两虚为复发性尖锐湿疣的主要

病机。
2 辨证论治，正邪兼顾

中医学强调整体观念，认为“有其内必形诸于外”，尖锐

湿疣虽病发于肌表皮肤，但亦与脏腑气血功能的失调有着密切

的关系。现代多数医家在治疗尖锐湿疣中临床辨证论治较少

见，大多以清热解毒、化浊利湿、腐蚀消疣功效的中药堆砌成

方[2]。宋教授认为，若单从清热解毒祛湿等祛邪方面入手，使

患者久服大量苦寒之品，易伤脾胃之气，正气受损，无力驱邪

外出；同样，若只从正虚论治，服用大剂益气养阴之扶正药

物，益气之品多助长热邪，养阴之品多滋腻恋湿；二者均易致

邪气留连，导致疾病反复发作。在长期临床工作中，宋教授根

据自己对复发性尖锐湿疣病因病机的体会，提出辨证论治、正

邪兼顾的理论，认为在尖锐湿疣的发病过程中，“湿毒”是主

要致病因素，故治疗上当以清热解毒祛湿为主；而培元扶正则

是驱邪外出，减少疾病复发的关键，湿热毒邪留恋日久易耗气

伤阴，故扶正当以益气养阴为主。
在临证遣方用药中，宋教授喜用薏苡仁，且用量宜大，章

虚谷云：“湿土之气同气相召，故湿热之邪始虽外受，终归脾

胃”，薏苡仁甘、淡、凉，归脾、胃经，既能渗湿清热，又可

健脾补中，《本草新编》谓之：“最善利水，不至损耗真阴之

气，凡湿盛在下身者，最适用之”，平素亦可煲粥食用。马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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苋酸寒，归肝经，清热解毒，凉血消肿。《唐本草》载其“主

诸肿瘘疣目”，亦为宋教授常用药，在长期临床工作中，宋教

授总结出治疗复发性尖锐湿疣的基础方———消疣方，方以生薏

苡仁、马齿苋、板蓝根、白花蛇舌草清热解毒利湿；木贼、贯

众克毒除疣；黄芪、白术益气扶正；麦冬、玄参养阴清热。宋

教授[3]用马齿苋合剂(马齿苋、白花蛇舌草、板蓝根、薏苡仁、
紫草、贯众等)治疗尖锐湿疣，与干扰素治疗组比较，二者复

发率相近。在临证过程中，根据虚实的侧重灵活调整药物剂

量，根据伴症的不同随症加减，若男性患者见阴囊潮湿瘙痒，

女性患者见带下黄臭，加黄柏、苍术清利下焦湿热；若见疣体

暗红或褐色，经久不消，伴有触痛，加桃仁、红花、蜂房、夏

枯草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腰膝酸软者加杜仲、桑寄生补益肝

肾；眠差多梦者加酸枣仁、柏子仁、合欢皮养心安神。
3 内外合治

对于复发性尖锐湿疣，宋教授强调内外合治，主张先以物

理手段祛除可见疣体，临床上根据病灶部位、疣体形态及大

小、病人耐受程度的不同，灵活选用微波治疗、冷冻疗法、激

光治疗等清除可见疣体。由于亚临床型是尖锐湿疣容易复发的

主要原因之一，多数学者认为尖锐湿疣亚临床感染是指临床肉

眼不能辨识的病变，用 3% ～5% 醋酸局部外涂或湿敷可见感

染区域变白，即通常所指的“醋酸白现象”[4]。重视亚临床感

染的治疗对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显得尤为重要。宋教授主张物

理治疗前后都应当行醋酸白试验，对病灶及周围可疑亚临床感

染区配合中药熏洗，可直接用消疣方复煎剂外洗，使药物直达

病灶，达到消疣抗炎、防止复发的作用。
4 心理疏导

由于尖锐湿疣为性传播疾病，人们常将其发生与不道德行

为联系在一起，加之本病容易复发，难以较快治愈，严重影响

患者身心健康，几乎所有患者都伴有自责、抑郁、恐惧、焦虑

等负性情绪或心理问题。而患者的情志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巨

大，《素问·举痛论》曰：“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

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炅则气泄，惊则气乱，劳则

气耗，思则气结。”情志舒畅，则气血调和，正气旺盛；情志

不畅，则气机逆乱，阴阳气血失调，正气衰弱，邪气易于入

侵。宋教授临证时不仅重视遣方用药，更注重对患者进行心理

疏导，在接诊过程中耐心解答患者疑惑，普及防病知识，从而

减轻患者身心痛苦，降低尖锐湿疣复发率，改善患者生活质

量，提高临床疗效。
5 病案举例

王某，男，28 岁。2013 年 12 月 28 日初诊，主诉：阴茎

冠状沟处反复菜花样赘生物半年余，再发 2 天。病史特点：

半年余前患者因不洁性交后出现冠状沟菜花样赘生物，逐渐增

大，约 6 m m×5 m m 大小，无明显瘙痒疼痛感，反复于外院

就诊，行醋酸白试验(+)，诊断为“尖锐湿疣”，予 C O 2 激光清

除疣体及肌肉注射α- 干扰素(100 万 U ，隔天 1 次)，但疣体

反复发作 2 次，治疗同上。诊见：阴茎冠状沟原皮损附近见 2

处乳头状赘生物，大小约 5 m m×4 m m ，醋酸白试验(+)，伴

有头汗多，口干口苦，纳可，眠差多梦，溲黄，小便灼热疼

痛，大便正常，舌红、苔黄腻，脉弦滑。辨证：肝经湿热下

注。治疗：局麻下微波清除疣体。处方：龙胆草、白花蛇舌草

各 30 g，板蓝根、马齿苋、木贼、贯众、白术各 15 g，麦冬、
玄参各 10 g，生薏苡仁 40 g。辅以上方复煎外洗皮损区及周

围正常皮肤。7 剂后患者口苦改善，无头汗出，小便灼热感消

失，仍觉口干，眠差多梦。改以清热解毒祛湿，益气养阴。处

方：板蓝根、马齿苋、木贼、贯众、白术各 15 g，生薏苡仁、
白花蛇舌草各 30 g，麦冬、玄参、黄芪各 20 g。连服 4 周，

诸症消失，随访半年未见复发。
按：患者初诊湿热之邪较著，故治疗上以清热利湿解毒为

主，辅以益气养阴。二诊：患者口苦改善，无头汗出，小便灼

热感消失，湿热之象不显，却有伤阴之象，故去龙胆草加麦冬、
玄参、黄芪加强益气养阴，此诊患者虽热像不显著，却不能一

味补益，缘于此类病症内有气阴不足，正虚无力与邪气相争，且

热蕴湿中，故热像不明显，临证当仔细辨证。整个治疗过程中既

要清热解毒祛湿，又要重视扶正养阴，辨证中根据邪实与正虚

的侧重不同而调整药物用量，方能药到病除，提高疗效。
6 结语

宋教授提出湿与毒是导致尖锐湿疣的主要因素，而正虚与

邪恋是尖锐湿疣复发的主要原因，故在临床遣方用药中，既要

清热解毒祛湿以“祛邪”，又要注重益气养阴以“扶正驱邪”。
消疣方是宋教授在长期临床工作中总结出来经验方，全方寒热

不偏，攻守平衡，共奏清热解毒祛湿、益气养阴之效，对于减

少尖锐湿疣的复发，疗效明显。药理研究证实，上述大部分药

物具有抗病毒、抗炎、调节免疫的作用[5]。在治疗中运用消疣

方内服结合外用，不仅可以整体调节脏腑功能，而且能直接针

对病灶，克毒除疣，降低尖锐湿疣的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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