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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状疱疹是以皮损区红斑、簇集性水疱及神经

疼痛等为主要表现的一种临床常见病,其中仅出现

红色斑丘疹而无水疱者称为顿挫型带状疱疹。 带

状疱疹好发于年龄较大、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年发

病率约为 3‰~ 5‰,其中约 9% ~ 34%的患者可发展

为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 目前西医主要予以抗病

毒、镇痛等治疗。 而针刺、艾灸、刺络放血等中医外

治法的早期干预,在缓解带状疱疹急性期疼痛、缩
短病程、预防或降低后遗神经痛发生率等方面亦有

较好的作用。 “三通解毒法”是周建华主任医师根

据其多年临床诊疗经验总结提出的治疗方法,该法

取毫针刺微通、艾灸温通、刺络放血强通,有泄有通

路、经络通畅、气血通调之意。 现将其应用“三通解

毒法”治疗顿挫型带状疱疹验案 1 则介绍如下。
　 　 患者,男,67 岁,于 2021 年 9 月 6 日因“左腰臀

部、左大腿外侧出现红色斑丘疹伴疼痛 8
 

d”就诊。
现病史:患者自诉 15

 

d 前随团旅行,舟车劳顿后出

现腰骶部隐痛,因既往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病史,未

予重视。 休息及自行外敷活血止痛类膏药后无好

转。 10
 

d 前,患者腰骶部疼痛加剧,左侧臀部、左大

腿外侧呈阵发性抽痛,伴左下肢乏力。 于某医院骨

科就诊,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伴坐骨神经痛,予

口服镇痛、营养神经药物治疗后疼痛无明显好转。
8

 

d 前,患者家属发现其左侧腰骶部出现片状红色

斑疹,疼痛不可碰触,至某医院皮肤科就诊,诊断为

带状疱疹,予口服阿昔洛韦抗病毒、皮下注射胸腺

肽增强免疫力及口服甲钴胺营养神经治疗。 治疗

中左臀部、左大腿外侧呈相继出现红色斑丘疹,疼

痛无明显改善。 为求进一步中西医结合治疗,遂来

我院带状疱疹针灸专科门诊就诊。 刻诊:左侧腰骶

部、左臀部、左大腿外侧呈阵发性抽痛,左下肢乏

力,口渴口黏腻,腹胀,纳差,大便溏,舌红、苔薄黄,
脉濡数。 查体:左侧腰骶部、左臀部、左大腿外侧散

发红色斑丘疹。 L3 / 4、L4 / 5、L5 / S1 棘突间隙压痛阳

性;双下肢肌力、肌张力正常,生理反射存在,病理

反射未引出。 辅助检查:血常规、血沉等实验室检

查未见异常。 西医诊断:顿挫型带状疱疹;中医诊

断:蛇串疮,湿热蕴脾证。 治则:扶正祛邪、标本兼

治。 治法:健脾祛湿、清热解毒。 体位:患者取右侧

卧位。 取穴:疱疹皮损区或疼痛明显处阿是穴;腰

夹脊穴、外关、侠溪、阳陵泉、气海、关元、公孙。 操

作如下:1)微通:①浅刺。 75%乙醇常规消毒针刺

部位后,选用 0. 25
 

mm×40
 

mm 毫针在疱疹皮损区

沿神经走行,沿皮平刺,每针间隔 2 寸左右,留针约

20
 

min。 取针时,消毒双手后,一手捏无菌棉球固定

针刺部位,一手迅速将针取出。 ②常规针刺。 常规

消毒后,用 0. 25
 

mm×40
 

mm 毫针取上穴,用指切进

针法直刺进针后,行提插捻转使患者有酸麻重胀得

气感,留针 20
 

min。 2)温通:艾灸。 浅刺留针后,将
艾条一端点燃,手持艾条在疱疹皮损区上方 2

 

cm 左

右,用回旋灸法均匀地左右移动,反复施灸 15
 

min。
3)强通:刺络放血。 浅刺治疗结束后,右手持软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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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针针柄,运用腕部力量,在疱疹皮损区反复快

速叩击,使皮肤潮红、微出血。 用闪火法将内径

4. 2
 

cm、外径 6. 0
 

cm 的 4 个玻璃罐迅速拔至皮肤叩

刺处,留罐 5
 

min,各放出约 2
 

ml 暗红色血液,起罐

后,用无菌干棉球擦净血液。 注意事项:前 3 次治

疗,针刺、艾灸、刺络放血每天 1 次,治疗 3 次后疼痛

可明显好转,改为隔天 1 次,以 10 次为 1 个疗程,共
治疗 2 个疗程;梅花针叩刺放血,每周 1 次,刺激量

视患者症状调整,拔罐放血后嘱患者保持局部皮肤

清洁,治疗当天避免沾水。 随访 1 个月,患者诉未

留后遗神经痛。
按语:带状疱疹归属于中医学中的“蛇丹” “蛇

串疮”范畴,因其多发于胸胁腰部,故又称为“缠腰

火丹” [1] 。 多因风火邪气客于少阳、厥阴,或湿热毒

邪留滞太阴、阳明经络,瘀滞肌肤发为疱疹。 本案

患者年过六旬,又因舟车劳顿后正气亏虚,使湿热

毒邪有可趁之机,故脉象濡数。 湿热毒邪侵袭人体

后,聚湿困脾,郁而化热,出现口渴黏腻、腹胀纳差、
大便溏等脾经湿热之证。 邪气外阻肌肤客于足少

阳经,闭阻经脉,使皮损处气血不畅,不通则痛,故
患处发为阵发性抽痛。 因患者年老体虚,正邪相

搏,正气生发无力,不能托毒外出,故疼痛约持续 1
周后才发红色斑丘疹,且始终无疱疹出现。 “肺主

皮毛”,《灵枢·官针》载:“半刺者,浅内而疾发针,
无针伤肉,如拔毛状,以取皮气,此肺气之应也。”本

案中予以皮损区沿皮浅刺,取其“半刺法”之意,浅
刺、快出针,以宣泄在表之邪气,通络止痛。 沿神经

走行浅刺及针刺腰夹脊穴,均取“治其病所从生”之

意,直取邪毒所累及的神经及神经根,以通经活络、
解毒止痛。 患者红色斑丘疹发于左侧腰骶部、左臀

部、左大腿外侧,累及少阳经,故循经取阳陵泉,并
配以远端穴位外关、侠溪疏通少阳经气,驱邪外出。
取气海、关元行补法,以补益气血,扶正祛邪。 取足

太阴经络穴公孙,以清利脾经湿热。 浅刺及常规体

针结合共奏微通之意,使气血通调、经络通畅。 采

用皮肤针叩刺后拔罐放血,取其“络刺” “毛刺” 之

意,属于强通范畴,以清解在表之湿热毒邪,调节气

血、疏通经络、活血祛瘀止痛。 同时配以灸法“引郁

热之气外发”,取“温通”之意,以透邪解毒、驱邪外

出。 诸法和参,共奏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湿、通络

止痛之功。
为缩短带状疱疹病程,降低后遗神经痛发生

率,尽早明确诊断也尤为重要。 在带状疱疹好发部

位中,累及腰骶部神经的带状疱疹约占 11%[2] 。 本

案患者既往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病史,腰突引起的坐

骨神经痛症状与带状疱疹引起的神经痛非常相似。
前驱期未出疹时因受患者主观臆断影响、病史询问

不全、体格检查不到位等漏诊、误诊。 同时,本案患

者为顿挫型带状疱疹,皮损区无疱疹[3] ,且腰骶部

有外敷膏药史,这容易将红色斑丘疹误认为外敷膏

药过敏反应,从而误诊。 因此临床中除熟知带状疱

疹典型特征外,也需熟知特殊性带状疱疹特点,快
速做出准确的鉴别诊断,减少误诊、漏诊,以提高诊

断率、治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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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痔策略(二)
　 　 避辛辣炙煿,啖豆芹五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海珍河

鲜、肥甘厚味日日不少,啤酒烧烤更是成了年

轻人夜生活的点缀。 这些辛辣炙煿、厚烹重调

之品在满足人们口腹之欲的同时,也为痔疮的

出现埋下了隐患。 以辣椒为例,其带来味觉快

感的辛味中含有大量的辣椒素,可刺激和扩张

毛细血管,造成局部肿胀、疼痛,而肛门直肠区

域血供丰富,血管网织纵横,长期食用辣椒易

诱发痔疮的产生。 由此可见,防“痔”的关键在

于合理饮食。 《黄帝内经》提到“食饮有节”为

上古圣人养生之道之一,现代人也要懂得饮食

之道,平调三餐,避免痔疮发生。 (高继明,ht-
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208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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