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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基于中医古籍和现代文献的检索发现中医学虫证与睑缘炎具有相关性,认为睑缘炎可以

从虫证论治。 睑缘炎的病因为风、湿、热、虫,病机为风邪上扰、湿热壅滞、虫邪内生,治疗以祛风清热、除湿

杀虫为主,可为临床相关诊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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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睑缘炎是临床常见的亚急性、慢性炎症性疾病,
包括眼睑缘皮肤、睫毛毛囊及其腺体出现的急性或慢

性炎症,其病程迁延,极为顽固,治疗时间长。 细菌及

蠕形螨感染被认为是引起睑缘炎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其病变部位、性质及程度的不同,临床分为鳞屑

性睑缘炎、溃疡性睑缘炎和眦部睑缘炎三大类[1] 。 中

医学认为,本病与虫证密切相关,临床多采用祛螨方

用于治疗蠕形螨性睑缘炎,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未构

建完整的中医学理论框架及辨证思路。 本文基于中

医学虫证理论探讨睑缘炎的病因、病机及治疗,以期

丰富睑缘炎的诊治,提高临床疗效。
1　 虫证的本质及内涵

1. 1　 概念　 中医学中的“虫邪”最初指腹内寄生虫,
《景岳全书》 云: “ 凡虫痛证, 必时作时止, 来去无

定” [2] 。 古人用最直观的语言来表述虫邪致病的典

型表现为腹痛,时痛时止、动则痛发、缓则痛止。 后来

发现虫邪为病不仅见于腹痛,也可见于疮痈、膝痛、癔
症等。 故通过“取象比类”,将具有疼痛、瘙痒、溃烂、
善行、时痛时止、动则痛发、缓则痛止等典型临床特征

者,都归属于由虫邪引起的虫证范畴。 如《医学传心

录》云:“齿痛乃胃热虫蛀” [3] 。 胃火上炎,虫邪内生,
继而疼痛糜烂。 随着现代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等微

观认识的逐渐深入,借助光学显微镜或电子显微镜放

大才能观察到的病原微生物如细菌、真菌、支原体和

蠕形螨等也逐渐引申至中医学“虫邪”范畴,丰富了

虫证的学说内涵。 张树元等[4] 认为,“瘑疮为病” 与

糠皮孢子菌感染存在一定的联系,当主责于湿热生

虫。 郑琴媛等[5]将肺炎支原体归于中医学“虫邪”范

畴,认为喉源性咳嗽应从虫邪论治。 刘斌斌等[6] 将湿

热生虫理论用于治疗幽门螺杆菌感染引起的脾胃疾

病,将虫邪理论与细菌等微生物感染相关联。 周旭

等[7]运用辨证求因的方法,从虫证辨治小儿肠系膜淋

巴结炎。 符方智等[8] 认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发病与各

种微生物相关,故将慢性前列腺炎与虫毒理论相关

联,并提出治疗慢性前列腺炎应注重辨治湿热、血瘀

和虫毒。
综上,虫证为虫邪引起的临床证候,具有疼痛、瘙

痒、溃烂、善行、时痛时止、动则痛发、缓则痛止等主要

表现。 中医学理论中的“虫” 可分为有形和无形之

虫,有形之虫为寄生虫等具有实质形体致病生物,而
无形之虫多由风、湿、热邪所致。
1. 2　 病因病机 　 古代医家关于“虫证”的病因病机

论述颇多。 有风动虫生之说,如《说文解字注》 曰:
“风动虫生” [9] 。 《圣济总录》云:“虫,动物也,皆风之

所化” [10] 。 该学说源于自然界“蛰虫惊动春风起”,
随着季节变化,雨水丰沛,湿热酝酿,逐渐形成虫类繁

衍的良好条件,且风性善行而数变,与虫性灵动、走窜

极为相似。 有湿热生虫之说,如金代张从正编撰的

《儒门事亲》载:“然虫之变,不可胜穷,要之皆以湿热

为主” [11] 。 此从临床症状而谈,湿性重浊、黏滞,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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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邪,易伤津耗气,易致疮痈,湿热之症常见红肿、渗
出、溃疡、难愈等表现,由湿热引起的虫证亦具有上述

临床表现。 有卫生不洁,正气亏虚而生虫之说,如宋

代《圣济总录》云:“虫与人俱生,而藏于幽隐,其为害

也。 盖本于正气亏弱,既食生冷,复感风邪,所以种种

变化,以至蕃滋” [10] ,明代张介宾撰《景岳全书》 言:
“而虫能为患者,终是脏气之弱,行化之迟,所以停聚

而渐致生虫耳” [2] ,主要从人体表现、自然现象而谈,
卫生不洁,为寄生虫寄生、繁衍创造条件,正气虚弱,
无力抵抗外邪而渐生虫。

综上,风、湿、热邪入侵,机体卫生不洁,正气虚弱

为虫邪所生之条件,风、湿、热为虫证的主要病机。
2　 睑缘炎的中西医认识

2. 1　 西医学认识　 现代医学认为,睑缘炎的病因复

杂,可能与细菌感染[12] 、寄生虫感染[13] 、理化刺激、
不良卫生习惯和机体免疫力下降有关。 其中,细菌及

蠕形螨感染是主要的致病因素,较为常见的细菌是表

皮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14] ;多数患者通过显

微镜下检查睫毛根部可见蠕形螨[15] 。 其发病机制尚

未明确,可能与睑缘微生物感染、睑板腺脂质分泌异

常以及免疫反应有关[16] 。 治疗方案主要是在睑部热

敷和睑缘清洁的基础上,规范使用抗生素、激素、免疫

抑制剂及抑杀螨虫等。
2. 2　 中医学认识 　 中医学将本病称之为“睑弦赤

烂”“迎风赤烂” “风沿烂眼”及“烂弦风”等,临床以

睑弦潮红、溃烂刺痒、时重时轻、遇风加重为特征。 睑

缘炎首见于《黄帝内经》中的“眦疡” [17] ;《诸病源候

论》首先对睑缘炎进行了论述:“目赤烂眦候,此由冒

触风日,风热之气伤于目,而眦睑皆赤烂,见风弥甚,
世亦云风眼” [18] ,提出目赤烂眦候,即睑缘炎是由风

热之邪入于目所致,且见风加重;《圣济总录》载:“此

由冲冒风日,风热之气伤于睑眦,与津液相搏,故令赤

烂也。 迎风则痒、泪出,遇热则伤烂、眵多”,认为风

热之邪引起眼睑红肿糜烂,且遇风更甚,风为百病之

长,风易袭阳位,风性轻扬,眼居高位且属体表,目窍

易受风邪所袭,可见风邪为主要病因;《审视瑶函》
载:“眦帷赤烂,人皆有之。 火土燥湿,病情重轻” [19] ,
认为睑缘炎较为常见,且多因脾土湿热,湿热之邪循

经上攻眼睑所致,表明湿热为病因。 综上,古代医家

认为睑缘炎的病因病机以风、湿、热邪为主,三邪相

搏,循经上攻睑缘,耗津化燥,津不上呈于目而致睑弦

红赤、黏腻秽浊之物堆积,其中尤以风邪为主。 中医

临证将睑缘炎分为风热上扰型、湿热偏盛型、心火上

炎型,治疗多以祛风、除湿、清热并重[20] 。
3　 从虫证辨治睑缘炎

3. 1　 理论基础　 现代医学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逐步发

展,中医诊疗思路和手段也在与时俱进,目前中西医

结合主要的研究方向是辨病辨证相结合[21] 。 古代医

家对虫邪与睑缘炎的关系早有认知,如明代《证治准

绳》中载:“眼沿因脓溃而肿,于中生细小虫丝,遂年

久不愈而多痒者是也” [22] ,认为睑缘炎经久不愈且伴

瘙痒是由“虫邪”所致。 随着现代微观医学发展,细
菌感染是睑缘炎发病的主要原因也被证实。 Simon
首先发现了蠕形螨可寄生于毛囊内,随后研究人员发

现蠕形螨也可能引起睑缘炎[23] 。 细菌及其相关微生

物均归于中医学“无形之虫”范畴,蠕形螨可归于“有

形之虫”范畴。 从临床症状看,睑缘炎以睑弦潮红、
溃烂刺痒、遇风加重、风停减轻为主要的临床表现,与
虫证相似,睑缘炎可从中医学“虫证”论治。
3. 2　 病因病机　 从病因病机论述,虫证和睑缘炎均

多以风、湿、热为主。 风邪为睑缘炎发病的始动因素,
如《审视瑶函》载:“此症谓目不论何风,见之则赤烂,
无风则好者” [19] 。 患者冒触风日,使邪入目,风久必

郁,郁则化火,木强土弱,使之胞睑赤烂,见风则重,无
风则止,与虫证风动而虫生,虫动而症重,虫静则止近

似。 因此,风犯眼睑,继而生虫,虫邪为病,睑缘炎发

之。 湿热为睑缘炎发病的重要因素。 《银海精微》
载:“大人患者,因脾土蕴积湿热,脾土衰不能化湿,
故湿热之气相攻,传发于胞睑之间,致使羞明泪出,含
在胞睑之内,此泪热毒,以致眼弦赤烂” [24] ;又如《医

述》所载:“湿热生虫,譬之沟渠污浊积久不流,则诸

虫生于其中” [25] 。 湿热的体内环境如同自然界潮湿

温润的气候,容易滋生细菌、寄生虫等导致秽浊。
《医述》中所描述的沟渠可类比于睑板腺,睑脂鳞屑

等各种分泌物堵塞睑板腺,导致睑板腺不通,从而引

起湿热虫邪内生。 同时,睑缘炎还具有长久难愈的特

点,这也与中医学湿热生虫的特性类似。 因此可见湿

热之邪内生,又外感风邪,湿热之气相攻侵袭胞睑之

间,久则生虫,引起睑缘红肿、眦烂、渗出、鳞屑增多、
遂年久不愈。 另外,睑缘解剖位置特殊,睫毛根部不

易清洁,眼睑分泌物较难排出,卫生不洁,为细菌滋

生,蠕形螨繁殖创造条件,倘若患者免疫力下降,接触

外邪,则易于发病,与虫证因卫生不洁,正气虚弱,复
感外邪而发相似。 因此,眼睑秽浊,正气虚弱,又感外

邪,虫邪渐生,睑缘炎患之。
综上,风、湿、热邪侵袭胞睑、眼睑卫生不洁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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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免疫力下降等因素不仅会引起睑缘炎,还为虫证的

发生提供了病理基础。 风、湿、热邪常导致虫邪患生,
“虫”既为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故风、湿、热证与

虫证常同时存在。 综上,虫邪可导致睑缘炎,其基本

病机为风邪上扰,湿热壅滞,虫邪内生。
3. 3　 辨治方法　 中医古籍中有关祛虫论治睑缘炎的

记载很少,仅见《审视瑶函》载:“宋亲室赵太尉乳母,
苦烂弦风睛近二十年,有卖药老媪过门,云此眼有虫。
其细如丝,色赤而长。 久则滋生。 乃入山取药咀嚼

之,而留汁滓存于竹筒内,以帛纱蒙乳母眼,取笔昼双

目于纱上。 然后滴药汁渍眼下弦。 转瞬间虫从纱中

出,共数十条。 后眼弦肉干如常” [19] 。 亦载治烂弦眼

生虫方:“覆盆子一钱,干姜、生姜各半分,枯矾一分,
共研一处,蜜调,用绢片做膏药,贴眼上一夜,次午揭

起,其虫自出,粘在绢上。”书中所载之“虫”,可能为

鳞屑等各种分泌物与蠕形螨合成的混合物。 现代医

者发现蠕形螨可寄生于眼部,运用祛风、清热、除湿、
杀虫的中药方治疗蠕形螨睑缘炎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李翔教授通过内服石决明散加减及中药(苦参、冰
片、菊花、夏枯草)眼部熏蒸治疗蠕形螨性睑缘炎取

得了良好的疗效[26] 。 单婷婷[27] 运用口服除湿汤加

减口服及外用中药熏洗方杀虫抑螨方治疗湿热偏盛

型蠕形螨性睑缘炎,取得良好疗效。 李运帆[28] 运用

中药(苦参、薄荷)眼部熏蒸治疗蠕形螨睑缘炎同样

取得良好疗效。
4　 小　 　 结

　 　 笔者通过中医古籍和现代文献的检索发现,中医

学虫邪包含蠕形螨等病原微生物,与睑缘炎具有相关

性,认为睑缘炎可以从虫证论治,风、湿、热、虫为主要

病因病机,祛风清热、除湿杀虫为主要治法,为感染性

睑缘炎尤其是蠕形螨性睑缘炎患者提供了更多的治

疗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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