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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疹的 中 医药治疗概况

程金丽 张俊平、 胡振林 福建 中医药大学 ，
福建 福州 第二军医大 学药学 院 上海

摘 要 湿疹是
一种具有多形性皮疹 和渗 出倾 向 ，伴有 剧烈瘙痒 的皮肤炎症 。 中 医在长 期临 床实践逐渐形成 了 对该病

灵 活的辨证分型和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 但从 治则及 常用药 物功 用来看 ， 主要 集 中在 清热 、解毒 、除 湿 、祛风止痒 、杀虫等方

面 。 本文 主要从 以上几个方面综述近年来 中 医治疗湿疹 的概况 。

关键词 湿疹 ； 中医药 ； 治则

中 面分类号 文献标 志码 文章编号

，

； ；

湿疹 （ 是 由多种 内外因素引起的
一

种常

见的皮肤炎症性疾病
，
临床表现为多样性皮疹 、对称

分布 、具有明确渗 出倾 向 、伴剧烈瘙痒 、反复发作 、易

演变成慢性
⑴

。 在急性阶段以 丘疱疹为主 ， 在慢性

阶段以表皮肥厚和苔藓样变为 主的瘙痒性皮肤病 。

它可发于任何年龄 、任何部位 、任何季节 ，但常在冬

季之后复发或加剧 ，部位常见于手足 、小腿 、肘窝 、乳

房 、外阴 、肛门等处 。

湿疹 的病 因复杂 诱因 众多 。 现代医 学研 究发

现有免疫 、遗传 、环境 因素等多 因素共同参与 发病

机制 尚未完全 阐 明 。 目 前普遍 认为湿疹是
一种

双相型 细胞介导 的疾病 ，在急性发作期以 体

液免疫反应占主导地位 慢性期则转为 细胞免

疫反应 。 对于湿疹的治疗多采用抗炎 、抗组胺药 外

用糖皮质激素乳膏等治疗 。 虽 然这些 药物在治

疗方面取得显著疗效 但其都有不同程度的副 作用 。

如尽管抗组胺药止痒效果明显 ，但非对因治疗 ，

一旦

停药则致复发 ，
甚至症状加重 外用糖皮质激素作用

迅速且疗效显著 ，然而这类药物停药后容易复发 而

且长期外用可能产生皮肤萎缩 、毛细血管扩张 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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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发感染等不良反应 。 由于长期以来没有与之疗效

相当 、不 良反应少的替代药物 ，所以外用糖皮质激素

一直作为皮肤科的首选药而广泛使用 ；近来 出现

了
一

类可 以替代糖皮质激素的外用大环 内酯类免疫

调节剂 ， 主要包括他克莫司和吡美莫司 ，长期局部使

用并不会有外用糖皮质激素所产生 的副作用 ，但使

用这类药物近年报 道 了多例皮肤 癌和淋 巴瘤 的发

生 所 以其远期效应及安全性 尚需继续观察
’

。

中医古籍对类似湿疹病症的描述颇多 但 由于病

症的形态特点 、病机和部位不同而使用不同 的名称 。

基于湿疹浸淫全身 滋水极多的特点 ， 中 医多称湿疹

为
“

浸淫疮
”

，描述首见于 《金匮要略》

“

浸淫疮 黄连

粉主之
”

。 以丘疹为主的又称为
“

血风疮
”

或
“

粟疮
”

。

不同部位湿疹 ，如发生于面部称 为
“

面游风
”

发生于

耳部的称为
“

旋耳疮
”

，发生于肘窝与膝窝的称为
“

四

弯风
”

，发于手掌部的称为
“

鹅掌风
”

，发于乳头的称

为
“

乳头风
”

，发生于阴囊称为
“

绣球风
”

等等 。 现代

中 医学将上述病症统称为
“

湿疮
”

与西医的湿疼相对

应 也分为急性 、亚急性 、慢性 。 急性湿疮可发展成亚

急性或慢性湿疮 时轻时重 反复不愈 。

历代中医 医家对湿疮的病因病机及其辨证论治

进行了不断的分析总结 ， 概括起来 ， 不外乎
“

风 、湿 、

热
”

邪 但
“

风 、湿 、热
”

又有内 、外之分 。 脾 、心 、肝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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腑功能失调产生 内湿 、 内 热 、内风 为主 因 是疾病发

生的基础 外感风 、
湿 、热等六淫邪气则 为致病诱 因 。

因此 ， 中医
一般认为该病主 因先天禀赋不足 ，或加之

饮食失节 嗜食辛辣肥甘厚腻 ，伤及脾 胃 ，脾失健运

致湿热 内生 ，复感受风湿热邪 ， 内外两邪相搏 ，
浸淫

肌肤所致 。 若病情反复迁延 日久 则耗血伤阴 ，致脾

虚血燥 ，肌肤失养
’

。

中 医在湿疹治疗上充分发挥了一贯的整体观和

辨证论治的优势 ， 在长期 临床实践中积 累 了丰富 的

经验 ，取得了较好的 治疗效 果 。 由 于湿疹 的病因 多

样 ，皮损多形 ，
且发无定位 故对该病的 中医辨证分

型 和治疗也是百家争鸣 。 但从治则及方药功效方向

分析 ，主要集 中于清热 、解毒 、除湿 、 祛风止痒 、杀虫

等方面 ，
现分述如下 ：

清热解毒

中 医认为湿疹 由湿热内蕴 热盛于湿 ， 多见于急

性湿疹或慢性湿疹急性发作期 。 如婴幼儿湿疹多 因

母亲在孕育期间过食肥甘滋腻之品 ，损伤脾 胃 ，脾 胃

失于健运 水湿 内蕴 久而化热 ，
而致湿热内蕴 ，传于

胎儿 或因情志 内伤 郁火遗热于胎儿致患儿素体偏

热 复因后天喂养不当 ， 饮食不节 ， 湿热浸淫肌肤而

发病 治宜清热解毒 。 可 以生地黄 、牡丹皮 、赤芍药 、

水牛角 片 （合称犀角地黄汤 ） 和紫草清血分之热 解

血分之毒 散血分之淤 养血分之阴 ，并用 白 茅根导

血分之热 由小便而出 。 黄连解毒汤是清热解毒的经

典方 功能泻火解毒 。 本方以黄连为君 ，苦寒以泻心

火及 中焦火 黄芩泻上焦火 ， 黄柏治下焦火 栀子清

三焦火 ，四药苦寒直折 ， 共奏清热解毒之功 是主治

热毒壅盛三焦的 常用方 。 《 外台 秘要 》述 ：

“

余 以疗

凡大热盛 ，烦 、呕 、呻吟 、错语 、不得眠 ， 皆佳
”

。 中 医

临床以黄连解毒汤为基础方加减运用 ，治疗湿疹收

到 明显疗效 。

慢性湿疹乃禀赋不耐 风湿热客于肌肤 ，病情迁

延而成 复加六淫等邪侵袭 ， 留 恋肌表所致 。 因此本

病多由湿邪久蕴 内变而 成
“

毒
”

， 治疗 上 ， 当从
“

湿

毒
”

立论 ，
以解 毒为要 。 中 医 在治疗湿疹 的时候 多

采用清热药和其他药物配伍使用 达到治疗的作用 。

黄柏 、黄连 、苦参 、青黛 、紫草 、黄芩 、龙胆草等皆有清

热解毒之功能 ，在湿疹治疗上应用广泛
°

。 但使用

清热药首先要辩别热证虚实 ，
因为本类药物 ，药性寒

凉 ， 易伤脾 胃 。 凡脾 胃气虚 ，食少便 溏者慎用 ；
热证

用
；
阴盛格阳 、真寒假热之证 禁用清热药 。

此外 高子平等人将黄柏 、蛇床子等诸药共研极细

末制成蛇黄药膏 外敷于患处 因该方具有清热解毒之

功效 ，所以在临床运用数十年都取得较好 的疗效 。

同时汪继敏等人对 例急性湿疹患者采取龙胆泻肝

汤内服敷外治疗 ，取得满意的疗效 。 该方不管是 内

服还是外敷均具有清热解毒之效 ，而且可以先煎 内服

再用其药渣进行外敷 从而达到因症并治 。

除湿

中医认为湿疹初起 因风湿热相搏 浸淫肌肤 ，
久

之湿蒸化热 伤及阴血 ，血不 养肤所致 。 由 于湿性黏

滞重 ， 易留难去 ，所以无论新旧都离不开
“

湿
”

邪 故在

治疗本病时应在祛湿 的 同时 ，应重视健脾 。 可用

太子参 、炒白术 、鸡内金 、枳壳 、苏叶健脾理气并除湿

使之补而不滞 ；茯苓 、
夜交藤安神 、利湿 生甘草调 和

诸药 使其共奏健脾利湿 、祛风清热之效 。 此外生地 、

山 药 、芡实益肾健脾祛湿 ；除湿用苍术燥湿又用生薏

苡仁合黄连又可清化胃 中之湿热 ，滑石又可清理暑热

并导湿热之邪 由 小便而出 。 另外一些外用方药如 除

湿止痒洗液 与 地奈德乳膏联合治疗婴儿湿

疹 ，
取得满意疗效

〔

。 该方 由蛇床子 、黄连 、黄柏 、白

鲜皮 、苦参 、 虎杖 、紫 花地 丁 、 地肤 子 、 篇蓄 、 茵陈 、 苍

术 、花椒 、冰片等十三味 中药组成 。 其 中苦参以清热

利湿为主 内服外敷均有祛湿止痒作用 。 苍术有燥湿

健脾 祛风之功效 ；
地肤子利湿止痒 。 另将苦参 、蛇床

子 、茵陈 、川 花椒 、
地肤子 、 白 鲜皮 、 忍 冬藤 、 黄柏 、 白

矾
、连翘 。 煎水熏洗坐浴 。 因其具有清热利湿功效

所 以在肛门湿疹中取得显著疗效 该方值得推广 。

祛风止痒

湿疹 的 临床特 点是 瘙痒 ， 痒者属风 ，

“

风 胜则

痒
”

，或外感风邪 ，或血燥生风 或肝 肾 阴虚 ， 风从 内

生 故祛风止痒贯穿始终 。 疏风止痒宜辛凉 ， 中

医论
“

痒
”

，多离不开
“

风
”

邪 故止痒也常从
“

风
”

论

治 。 但对阴 伤血燥生风之慢性湿疹 ， 当慎用辛温疏

风解表中药 ， 以免辛温之品助血燥之风而加重病情 ，

若欲祛风止痒 ，可用辛凉解表之薄荷 、蝉蜕等 。 即使

外观皮损象神经性皮炎 的慢性湿疹 ，
也不可滥用辛

温散表之药 否则 常会引 起湿疹急性发作 。 中 医学

认为 ：

“

祛风先行血 ，
血行风 自 灭

”

，故祛 风止痒 ， 应

酌伍养血 、
活血药 。

血府逐瘀汤是理气活血 的代表方 。 该方由桃红

四物汤合 四逆散 （ 枳实易 枳壳 ） 加牛膝 、桔梗而成 。

方 中桃仁逐瘀 ， 善于下行 ；
红花 活血

， 偏 于走 上 。

二者
一上一下 ， 通行全身气血 。 辅以生地 、当归 、赤

芍 、川 芎等 养血 活血之 品 ，
增强 主药 的活血作 用 。

佐 以药势趋 上的 柴 胡 、 桔梗行气宽胸 ， 载药 上行 ；

再 以药势
“

升而复降
”

的枳壳 ， 与柴胡配伍 ， 调理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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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而增强活血药的作用 ； 配以 牛膝活血通经 ， 药势

向下 ， 引血下行 ； 使 以甘草 ， 调和诸药 。 全方 充分

体现了气血兼顾 ， 攻补兼施 ， 考究药势 ， 升降相成

的特色 ， 对湿 疹非 常有 效 。 苦参 、 羊 蹄根 、 地肤

子 、川 黄连 、孩儿茶等苦寒之药 ，能祛风止痒 、敛疮生

肌
，
但内 服后 伤 胃 ， 所 以 外用 更佳 。 此外 ， 将 当

归 ， 白 芍 ，生地黄 ，何首乌 ，荆芥 ， 防风 ，蝉蜕 甘草煎

水熏洗坐浴 ，
因其具有祛风止痒之效 ，对于血虚风燥

型湿疹显著疗效 ，值得推广使用 。

杀虫

中医常以
“

虫
”

来形容皮肤病的瘙痒 ，

“

痒 若虫

行
”

，治疗湿疹 ，
可从

“

虫
”

论治 。 湿疹滋水甚多 ， 皮

肤奇痒 湿毒甚者 也可在辨证的基础上 加用百部 、

贯众等解毒杀虫药 。 辨证属于血虚风燥者 ，
可在养

血祛风 的 基础 上 加 人鹤 虱 、 贯 众 、槟 榔 等杀 虫之

品 。 除内服汤药外 ， 中药外用是 中 医 常用的多用

的杀虫止痒之法 。 如蜈黛软膏选用蜈蚣 、硫磺 、浙 贝

母 、黄柏 、五倍子 、荆芥 、蛇床子 、 白矶 、青黛 、 山慈姑 、

冰片 、 莪术制成 ， 具有抗 炎抑 菌 、杀虫止 痒 、 祛风燥

湿 、清热解毒 、调节免疫功能作用 ， 对湿疹 的症状有

明显的改善
°

； 另 有张稳 存采用 自 拟痒 即 止洗剂

苦参 、 白鲜皮 、 土茯苓 、地肤子 、 蛇床子 、 五倍子等 ）

及止痒散剂 （ 硼酸 、 滑石 粉 、 氧化锌 、 炉甘石 、 青黛 、

强的松等 ）治疗肛 门 湿疹 发现对本病有 杀虫止痒

等功效 ；
复方徐长卿洗剂 ， 由徐长卿 ， 白 鲜皮 ， 苍

耳子 ，蛇床子 ，
马齿苋 ， 紫草 ，苦参 黄柏等煎药取汁

外用 。 该方以 白藓皮祛风燥湿 、清热解毒 ；苍耳子祛

风解毒止痒 ； 蛇床子祛风燥湿杀虫 ；

马 齿 苋清热解

毒 、散结消肿 ； 紫草凉血活血 、清热解毒 、透疹 有抗

菌消炎作用 ；苦参 、黄柏清热解毒 杀虫止痒 全方合

用 ，共奏祛风止痒 、渗湿 、清热解毒之功 。

其他方法

针剌 法和推拿法 中医 认为湿疹患者皮肤黯

黑或暗红 色素沉着 ， 皮肤肥厚粗糙 ，皮疹部位较为

固定等 多半是由于体 内瘀血阻滞 ，所 以 中医常使用

针刺和推拿等舒经活血的方法 ，达到治疗湿疹的 目

的 。 吕 波等人用飞腾八法针法通过调整人体各气血

经脉 ，使壅滞之气血得以通畅 ，
围刺针法采用泻法作

用于局部病灶 起到活血化瘀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的

作用 。 两种针法都是从整体观念 出发调经络活血化

瘀从而达到显著疗效 ，值得 临床推广 。 这不仅可

以使患者免于服药之苦或用药之不便 ，
而且可以 避

免患者因不遵医嘱而导致疗效不佳 。

中 西联合治疗 目前临床治疗湿疹也常用中西

联合治疗 ，这是由 于中药具有清热解毒 、除湿 、祛风止

痒 、杀虫等功效 加 上西药具有抗菌 、抗炎及激素作

用 从而起到 因症并治的作用 。 其中用药原则主要包

括中药内服西药外敷 ， 中西内 服及 中西外用 ，如李泽

玲等采用 内服复方甘草酸苷胶囊和外用糠酸莫米松

乳膏治疗湿疹 疗效显著
，
值得推广

；
对于湿疹 的

治疗也可以采用 口服抗组胺药和 口服中药方剂 ， 同时

在临床也取得满意疗效
；
庞进等人将大黄和 当 归

煎汤取汁进行擦洗并联合外用激素药膏治疗湿疹在

临床效果显著 。 虽然中西联用治疗方法繁多且疗

效显著 但用药原则需兼顾患者体质及病情 。

综上所述 ， 中 医认为湿疹病机 以
“

内 因
”

为 主

不外心火 、脾湿 、肝风 ， 由 脏腑失调所致 ；外因为风湿

热邪 ，
总的病机乃禀赋不耐 ，

风湿热客于肌肤而成 ，

病情反复 、迁延 日 久 则耗血伤阴 致脾虚血燥 肌肤

失养 。 因此 ， 中 医主要从清热解毒 、除湿 、祛风止痒 、

杀虫等方面进行辨证施治 在长期 的临床实践 中取

得了丰富 的经验和较好的 治疗效果 ， 为进
一

步深入

研究 中药防治湿疹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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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上清 过 大孔吸附树脂柱 ，先用 倍柱体积

蒸馏水除杂 再用 倍柱体积 的 乙醇洗脱 ， 得

附子总生物碱提取液 ，浓缩干燥得每 含 附

子药材的总生物碱提取物 。

液相 色谱条件 的 选择 流动相的选择 比较了

甲 醇 水和 乙腈 水 系 统 ， 由 于测 定 的 个生 物碱 成

分的最佳吸收波长在 采用乙腈 水系统能够

有效避免基线波动 有利于化合物的分离 所 以采用

乙腈 水系 统进行分 离分 析 。 另 由 于乌头碱类成分

都具有弱碱性 采用纯乙腈 水系统会出项峰拖尾现

象 ，经考察在流动相的 水相 中加人 的醋酸铵

后
，能够明显改善待分离色谱峰的拖尾现象 。 所 以 ，

最终的色谱条件采用 乙腈和 的醋酸铵进行分

离分析 。 在此色谱条件下 个生物碱类成分在

内 达到完全分离 。

附子 中 测 定指标性成分 的 选择 附子有大毒 ，

其主要成分为二萜类生物碱 ，分为双酯型乌头碱 、单

酯型乌头碱和胺醇型乌头碱 其 中双酯型乌头碱的

毒性最大 ，活性最强 ，单酯型乌头碱毒性较小 ， 活性

较强 ，
而醇胺型生物碱毒性和 活性都较小 。 而炮制

后的附子毒性大大降低 ， 其主要原因在于其 中 的双

酯型乌头碱转变为了单酯型乌头碱 ，所以 ， 为控制附

子的毒性 必须测定其中双酯型乌头碱的含量 ， 为保

证附子提取物的 药效 有必要同 时测定其 中单酯 型

生物碱的含量 所以 最终选择其中 含量较高 的 个

双酯型乌头碱 ，包括苯甲 酰新乌头碱 、苯甲 酰乌头原

碱 、苯甲 酰乌头次碱和 个单酯型乌头碱 ，包括新乌

头碱 、乌头碱 、次乌头碱进行含量测定 。

小结

本实验通过加热 回流提取及加样大孔吸附树脂

的方法分离制备 了 附子 总生物碱提取物 ，建立了 同

时测定附子总生物碱中 个双酯型和 个单酯型 乌

头碱含量的测定方法 ，方法学结果表明 ：
日 内 日 间精

密度 重复性 最低 检测 限 加样 回 收率均符合测定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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