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颈椎、胸椎多处失稳,患椎错位,直接压迫血管,或
者间接刺激神经引起血管反射性痉挛,影响头面血

管供应,此外,面神经的出口茎乳孔毗邻寰椎横突,
寰椎移位亦可压迫面神经而影响其功能,该患者胸

椎的侧弯亦间接影响到颈椎解剖结构的恢复,通过

整脊,纠正错位关节、离位筋脉,解除患椎错位对血

管、神经及脊髓等组织的刺激和压迫,从而使症状

减轻或消失。 患者颈部肌肉僵硬,右侧颈部颈臂附

近有明显的条索状硬结,附骨之筋肉拘挛隆起,压
迫经脉,致气血不畅,故对颈臂穴施快针,疏筋散

结,调畅气血,筋肉之拘挛疏解亦可间接促进脊柱

解剖结构的恢复。 翳风穴深层为茎乳突孔,即面神

经发出处。 牵正穴深层为腮腺和面神经丛,翳风和

牵正施温针灸,借温煦之力直达病所,补气活血,通
畅经络,濡养面部空虚络脉,配合刺络拔罐以扶正

祛邪、祛瘀生新。 颔厌穴为手足少阳和足阳明之

会,为胆经维筋相交理论的代表穴,通过深刺健侧

颔厌能抑急扶缓,通脑府、导神气,激发人体阳气,
使气至病所。 深刺健侧巨髎可激发正气,调节气

机,恢复面部阴阳平衡。 睑缘浅刺挂针,直接刺激

眼睑局部肌腱、肌梭等组织,疏通经络,调畅局部气

血。 下关为足阳明、少阳之会,局部有面神经颧支

及耳颞神经分支等分布,针刺健侧下关穴,可调气

血并缓经筋之急。 取健侧合谷以活血通络行气,调
整阳明经气。 外关通阳维脉,刺之可疏理三焦气

机。 阳白为手足阳明、少阳、阳维五脉之会,阳白四

透可以刺激蓄积于阳维脉中之气血溢出以濡养面

部,有利于改善额纹症状。 颧髎为手少阳、太阳经

交会穴,两经均循行于口、咽、颊、齿等部位,针刺可

激发疏导两经之经气,调和气血,其下布有面神经

及眶下神经,可治疗眼睑闭合不全和眼角下垂。 针

刺太阳穴可祛风通络,疏通头面气血。 针刺风池穴

可通络搜风、益气升阳。 地仓为手足阳明经及阳跷

脉之会,颊车是足阳明胃经经气聚集与激发之处,
《针灸大成·玉龙歌》曰:“口眼喎斜最可嗟,地仓妙

穴连颊车。”地仓透刺颊车,可刺激局部分布的面神

经、眶下神经、颊肌神经、耳大神经及咬肌神经,配
合局部选穴口牵正、口禾髎、夹承浆有助于恢复局

部协同肌、拮抗肌的相互联系,重建口角轴正常的

三维运动[3] 。 患侧选取承灵、率谷、头临泣、颔厌接

电针,可纠正神经抑制,改善面神经冲动传递,增加

局部血流灌注量,加速受伤神经的修复和再生[4] 。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善治者治皮毛。”通过

面部走罐及刺络拔罐可使玄府开放,激发经络之气

而引邪外出,助瘀去新生。 予中药血府逐瘀汤加

减,方中以桃仁、当归、川芎、赤芍、三七活血祛瘀生

新,地龙、蝉蜕通络解痉,黄连、黄柏、薏苡仁、茯苓

皮清热祛湿,麦冬、生地黄滋养阴液,升麻、牛膝通

调气机,共奏活血通络、祛瘀生新、清热除湿之功。
通过配合整脊、针灸、走罐、放血、电针、中药联合运

用,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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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有遗传倾向的慢性

炎症性系统性疾病,典型皮疹为鳞屑性红斑或斑

块[1] ,其发病率已从 1984 年的 0. 123%上升到 2008
年的 0. 47%[2-3] 。 本病易复发,难治疗,多终身患

病,使患者身心承受巨大压力。 古籍称银屑病为

“白疕”“干癣”等,本病病在血分,临床上常分为血

热、血瘀、血燥之证进行治疗[4] ,但时有不效。 王红

梅主任医师经过多年临床实践,根据《黄帝内经》
“天人相应”的理论,认为人处天地之交,受天地运

气所扰,太过不及加之于身,皆成病气。 笔者(第一

作者)有幸跟师学习,现将己亥年(2019 年)导师运

用白术厚朴汤治疗银屑病验案 1 则介绍如下。
周某,女,2019 年 3 月 3 日初诊。 主诉:躯干及双下肢

散在肥厚红斑伴少许鳞屑 10 年,加重半年。 近半年因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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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躁,出现烘热汗出,月经先后不定期,皮疹大面积复发。
刻下:躯干两侧及双下肢外侧肥厚红斑,色红,少屑,自觉瘙

痒,面红,易疲乏,手足凉,畏寒恶热,纳可,寐安,舌淡红、胖
大,有齿痕,苔腻微黄,脉沉弦。 诊断:银屑病。 方用白术厚

朴汤加减。 处方:生白术 15
 

g,姜厚朴 10
 

g,姜半夏 10
 

g,肉
桂 10

 

g,广藿香 10
 

g,醋青皮 15
 

g,炮姜 6
 

g,炙甘草 6
 

g,北柴

胡 12
 

g,竹茹 15
 

g,当归 15
 

g,木瓜 10
 

g,牛膝 10
 

g。 7 剂,每
天 1 剂,水煎,早晚分服。 二诊:皮疹大部分变平、颜色变淡,
余症缓解。 于上方加减继续服用 1 个月后,皮疹大部分消

退,留有色素减退斑。
按语:患者常年手足不温,易疲乏,且皮疹肥

厚,舌胖大、有齿痕为脾气不足,运化无力,湿蕴中

焦,四末不荣之象;情绪急躁,烘热汗出,月经先后

不定期,面红为相火妄动,灼伤肝阴,虚火外跃之

象。 此证本为脾虚湿蕴、肝强脾弱,表现为阴虚火

旺。 适值本年土运不及,厥阴司天,风气盛行,与患

者病证相合,故予白术厚朴汤加减治疗,以甘健脾

扶土,以辛助金制木,以苦泄火抑木。 方中白术、甘
草缓肝补脾,厚朴、青皮苦温燥湿,半夏、肉桂、藿

香、炮姜辛温助肺抑木。 此患者皮疹集中在身体两

侧,属足少阳胆经,为痰为热,用柴胡、竹茹清肝胆

郁火,制诸温燥之药;皮疹以下肢为重,为湿为瘀,
用木瓜、牛膝化湿醒脾、活血散瘀。 患者病在血分,
加当归活血养血,兼以止痒。

白术厚朴汤出自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
“凡遇六己年,卑监之纪,岁土不及,风气盛行,民病

飧泄,霍乱,身重腹痛,肉瞤筋软,善太息,不嗜食。
为金所复,则反胸胁暴痛,下引小腹,善怒,吞酸食

少。 白术、厚朴、半夏、青皮、桂心、藿香各三钱,炮
姜、炙草各五钱,姜三片,枣二枚” [5] ,为治脾虚风

冷、四末不养、燥气伤肝之方。 2019 年为己亥年,岁
运为土运不及,“岁土不及,风乃大行” (《素问·气

交变大论》)。 此年又值厥阴风木司天,“厥阴司天,
风气下临,脾气上从” (《 素问 · 五常政大论》)。
“凡此厥阴司天之政……风病行于上,风燥胜复,形
于中”(《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厥阴克岁土此

为天刑,“必折其郁气,资其化源,赞其运气,无使邪

胜”(《素问·六元正纪大论》)。 治疗上应脾、肝、
肺并治,“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

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
(《素问·脏气法时论》)。 缪希雍认为此方“君以

白术甘苦入脾之品,燥湿温中,佐以厚朴之苦温,平
胃理气,是补脏通腑之法也……桂心辛甘,泄肝之

气;青皮苦酸,泻肝之血……复以甘草,缓肝之急,

兼制破泄之品……再合藿香之辛芬,横入脾络;炮
姜之苦辛,上行脾经;半夏之辛滑,下宣脾气……金

气来复,又得厚朴、半夏泻肺气之有余,不用苦寒戕

土” [6] 。
其认为白术厚朴汤治疗银屑病辨证要点有二:

一为皮损肥厚,浸润明显,此为中焦湿蕴,血分瘀

滞,湿瘀互结;二为舌边齿痕,兼弦脉,此为土郁木

旺。 组方上以白术厚朴汤加活血养血药如当归、鸡
血藤、牛膝等,若在急性期血热之象明显者可加凉

血之品如生栀子、白茅根等。 吾师认为,银屑病看

似一派热象,治疗上却不能只清热凉血,应予邪以

出路。 《医宗金鉴》中记载:“白疕之形如疹疥,色白

而痒多不快, 固由风邪客皮肤, 亦由血燥难荣

外” [7] 。 银屑病的病机不只在血分,更有表邪外束,
肺气郁闭,内热不宣之象。 有学者根据银屑病患者

的汗出状况判断病情[8] ,可见开腠理、宣肺气的重

要性。 吾师认为白术厚朴汤治疗银屑病,其疗效甚

佳的原因在于此方补脾缓肝助肺,三脏并治,方中

生白术、半夏、藿香、肉桂皆是辛温之品,可助金行

气,虽无解表之品,却又宣肺之用。 除此之外,其认

为“五运六气,乃天地阴阳运行升降之常道也”,运
气方组方严谨,却不可拘泥于非某年某时必用某

方,需掌握其组方治疗原则,谨察病机,顺应天时,
以常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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