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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营卫法治疗皮肤病的思考及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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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临床诸多皮肤病多有风寒或湿热郁于肌肤而发病!并有按六经界面分布的情况!而六经皆有营卫!调和营卫法适用于调

六经病!尤其是六经表气病!因此运用调和营卫之代表方桂枝汤加减是防治皮肤病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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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渊源

#内经$云%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即指一旦心

火和心血失去相对平衡就易发生疮(痒(痛等见证&

心火亢则血热&心火不足则血凝&皆能发生%诸痛痒

疮') 它实际上揭示了火亢和火郁两个方面的病

机&火郁方面常易被忽略&%诸痛痒疮'并不代表%诸

红痒疮'&从临床观察可见&皮肤病不单属于火盛血

热&火衰血凝也同样会出现&如阴疮(阴斑(虚斑之类

等) 疮包括大小不等的各种疮疡&也包括各类的发

疹&临床以风疹为多) #难经$说%损其心者&调其营

卫'&提示%诸痛痒疮'的治疗大法为调和营卫) 人

身主气血者&心肺之所司&心主血脉&肺主皮毛&血盛

则气从血化&营胜于卫疮痒病多属火(属阳*若气盛

则血从气化&卫胜于营疮痒病多属寒(属阴) 因此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和%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揭

示了临床上皮肤病最基本的病理机制和治疗方法)

#!调和营卫之法

仲景所阐述的太阳是指膀胱(肺(胃(心肾及其

相应经脉相互配合所产生之气&称为%太阳之气'&

若从部位而言可称%表气'&若从功能而言&又可称

之%卫气') 由是&就太阳病篇而言&太阳之气(表

气(卫气三者名异实同&而诸多皮肤病皆是表气为病

的具体表现&为何云太阳之气是上述脏腑(经脉功能

综合体现&从卫气的生成便可理解)

卫气禀于先天&由肾中之阳气所化生&故有%卫

出于下焦'之说) 膀胱为太阳之腑&膀胱有贮存与

调节津液&并经肾阳蒸化温煦&复化气上升于肺&靠

肺气宣发而敷布于体表&故有%卫开发于上焦') 诚

然&膀胱贮存的津液&又必赖脾胃化生与充养&故有

%卫滋养于中焦') 此外&卫气亦须心阳温通) 故仲

景对太阳膀胱气化阐述已把它与肺(胃(心肾等脏

腑&经络联系起来&进一步深化#内经$的脏腑学说&

也可以说发展了#内经$营卫学说及卫为百病之母

并指导临床实践&诸多皮肤病是内脏失调反映于体

表的具体体现&而调理卫气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调理

诸多脏器&使上中下三焦诸气得复)

卫为百病之母意指卫气失常为一切疾病发生发

展的根本原因&仲景据#内经$这一理论框架基础结

合临床把它创立为中医学病因病机学说) 故柯氏云

%人尽言太阳主营卫&而不究营卫之所自) 只知太

阳主表&而不知太阳实根于里) 知膀胱为太阳之里&

而不知心肺是太阳之里++营卫行于表&而发源于

心肺&故太阳病则营卫病&营卫病则心肺病矣)'这

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和%损其心者&调其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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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这种双向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与药物和

微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有关) 又如很多中药中含有

大量的甙类物质&而人体的酶不能分解它们&因此这

些甙类物质不能为人体直接吸收利用) 当人服用含

有甙类物质的中药进入肠道后&肠道微生物依靠自

己的分解酶来分解甙类物质&使其活性物质分解出

来&才能发挥其药效)

#)#!如何应用微生态学阐述针灸的抑菌作用!长

期以来利用针灸疗法治疗感染性疾病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例如针灸治疗细菌性痢疾可使痢疾杆菌阳性

粪便转阴) 现已证明针灸的这种治疗效应与其对微

生态系统的调节作用有着一定的关系) 针灸对人体

的生理(生化(内分泌(等有多种调节作用&可以正向

地影响微生物的生存环境&改善定植条件&保护和促

进原籍菌的定植和繁殖&增强定植抗力&抑制和排斥

外籍菌和环境菌的侵入和定植&克服微生态失调&从

而表现为抗菌&抗感染的临床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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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找到了切合点)

六经俱有营卫又是仲景对#内经$ %营行脉中&

卫行脉外'的重大发展) 故其平脉法指出.%营卫流

行&不失衡铨&肾治&心洪&肺浮&肝弦&此自经常&不

失铢分)'衡铨者&称也&意营气(卫气不失常度地循

环周流全身&从而使机体与外界环境持衡协调&不为

风寒所侵(所郁&诸多皮肤病皆有风寒或湿热郁于肌

肤而发病&并有按六经界面分布的情况&而六经皆有

营卫&调营卫法适用于调六经病&尤其是六经表气

病&如厥阴血郁寒凝表证之当归四逆汤也由桂枝汤

加当归(细辛(木通而成)

%!代表方"""桂枝汤

桂枝汤为#伤寒论$开宗明义第一方&是解肌祛

风(调和营卫的代表方&历代医家对其研究从未间断

过&其临床运用已经远远超出论中所属范围&无论外

感和内伤&后世发挥的极为广阔&正如尤怡#金匮心

典$中引徐!彬"氏之说.%桂枝汤&外证得之&为解肌

和营卫&内证得之&为化气和阴阳)'可谓是对#内

经$营卫学说在理论与临床上的突破性创新) 方中

主药桂枝助卫阳&通经络&解肌发表&祛在表之风邪*

辅以白芍益阴敛营&敛固外泄之营阴*桂芍等量合

用&发中有补&散中有收&调和营卫*佐以姜枣益脾和

胃(以甘草调和药性&诸药合用&具有邪正兼顾(阴阳

并调的配伍特点) 方中五味药有升有降(有散有收(

有动有静(刚柔相济以达到调和营卫阴阳的目的)

营卫和&卫外固&则风可祛也) 临床可效法%治风先

治血&血行风自灭'&加用当归(川芎(丹皮等治血以

祛风)

-!病案举例

例 +)王某&女&% 岁&#&&0 年 $ 月 +0 日初诊) 疹

初由上肢起&渐蔓延至下肢躯干&头面较少) 现在全

身密布&尤以臀部为甚&疹色灰白(疹形颗粒大小不

一&有圆形(椭圆形&并无脓浆&很少破烂&能自行脱

落&此落则彼起&不断发生&皮肤不红&但初出则红&

有的紫黑&饮食(二便如平&患者形体一般&精神尚

好&面色灰白&关纹淡红&舌脉无异) 就诊时出皮疹

已半年之久&虽经中西医法内外兼施&仍无法彻底解

决问题) 断续治疗约 + 个月&共 0 诊&服药共 +( 剂)

初服桂枝汤加黄芪(薏苡仁(陈皮或紫草共 +# 剂)

继用保元汤加陈皮(茯苓共 - 剂&终用十全大补汤 %

剂而收功)

按.本例患儿出皮疹已缠绵半年之久&屡医无

效) 皮肤虽不红&有的紫黑&但初出则红&这是心火

不宣&血壅而发为寒证的疹&并有痛痒的见证) 其疹

色灰白&疹形大小颗粒不一&并无脓浆&很少破烂&这

是血从气化&气能行水的缘故) 臀胯部疹较多&头面

反少者&以疹为阴凝所致&故盛于阴分) 面色灰白&

关纹淡红&形体瘦减&这是肺虚气寒之疹) 总的来

说&本例属于%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的火衰血凝之

证&与火盛血热者不同) 由于阴性迟缓&故病迁延半

载&而反复出没) 本例在治疗过程中&用方三条&桂

枝加黄芪汤治心肺&和气血&调营卫) 其同中之异

者&初用桂枝汤以温和营卫&加芪以补肺益气&或加

紫草以治血&或加薏苡米(陈皮以治气) 在发疹病情

稳定&继用保元汤加陈皮(茯苓&独取一味桂枝以宣

心阳和血&余皆理气治肺) 终用十全大补汤为久病

双补气血&也即两和营卫&以为善后收功之用) 用药

中始终不离黄芪(桂枝两味&因为桂枝能宣心阳&以

生血和营&黄芪能补气内托以治卫&故为治疗本例的

要药)

例 #)魏某&男&- 岁&#&&/ 年 / 月 +- 日初诊) 患

儿几天来全身出现疹点(大小不等&颗粒累累&有的

粘连成片&皮色红赤&疼痒搔抓不已&啼哭躁扰&伴有

发热&伤风&其热随疹的起伏而升降&经治疗后&旋愈

旋出&饮食(二便平) 脉浮数&关纹浮紫&舌色赤(苔

黄面色赤) 发育尚好&体格一般&肛温 %$)0 2&处以

桂枝汤加味!桂枝(赤芍(炙甘草(生姜(大枣(连翘(

紫草(大青叶等"&- 剂而愈)

按.本例的发病&也不外心火亢则血热&发为风

疹&证见颗粒累累&有的粘连成片&疼痒搔抓不已&皆

是心火血热相搏所致&方中主用桂枝汤以宣通营卫&

祛风活血&退热) 而用连翘以清心火之亢&桂枝以宣

心阳之郁&两者相反相成&能使心火得以调和) 赤芍

合紫草(大青叶以凉血&使血分和畅&不致受风火鼓

动于外)

调和营卫是防治皮肤病的基本方法&上述病案

基本上反映了血虚寒凝为主&而兼有部分郁热的皮

肤病治疗情况&以调和营卫之桂枝汤为主方&而略清

血分郁热&在南方湿热较重之地相当实用) 故笔者

认为将#内经$%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和#难经$%损

其心者&调其营卫'两个基本病机结合起来&是对此

类皮肤病的最好解释)

调和营卫关键在于调和&即使营卫失和重新恢

复相对平衡&正如高飞说.%调和既可表示一种平衡

协调的状态&又可表示调节的动态过程&只有通过调

和的过程&才能得到和谐的结果)' 故配伍治疗时&

除宗桂枝汤治法时&还应遵循%寒者热之'(%热者寒

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的原则&选择针对性

的药物&使营卫协调平衡) 此外&桂枝汤目前用于多

发性动脉炎(皮肤末稍神经炎(雷诺氏病(结节性红

斑及冻疮等&总之&不外乎针对其%寒'与%凝'之病

机特征&取本方之%温'与%通'之功而获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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