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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归属于中医学“白疕” “松皮癣” “干癣”
等疾病范畴[1] ,是一种遗传与环境共同作用诱发的

免疫疾病,临床表现为局部或广泛分布鳞屑性红斑

或斑块,具有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系统性等特点,
临床分为寻常型、脓疱型、红皮病型、银屑病关节炎

及其他类型[2] 。 相关流行病学分析显示,我国各地

银屑病患病率有区域差异且有上升趋势,患病率与

性别及年龄相关[3] ;同时一项基于全球疾病负担

(GBD)的研究显示,中国银屑病发病率年龄趋势呈

中间高两头低形态,且男性高于女性[4] 。
中医学认为银屑病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导致

的,伏邪于络是其发病基础,气滞血瘀为其发病起

始病机,血瘀热毒则是发病的核心病机[2] 。 一项研

究发现,中医药可通过调控免疫系统、干预基因靶

点等治疗银屑病,具有有效预防复发、安全性高、不
良反应小的优势[5] 。 目前学术界认为银屑病的基

本证型为血热证、血瘀证、血燥证、热毒炽盛证、湿
热蕴结证、风湿痹阻证,以此对应银屑病不同类型

和阶段的治疗[6] 。 然而上述辨证仍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如不能合理解释银屑病冬重夏轻的发病特

点、内热外寒的症状及感寒易入里化热的病理转归

等问题[7] 。 基于此,医家们从“玄府”角度重新审视

银屑病的病机,提出了“玄府郁闭-开玄通府”的证

治思路,并验证了其有效性。 本文对从“玄府”角度

论治银屑病的病机与治疗进行综述,以期明确“玄

府”在论治银屑病中的应用。

1　 “玄府”的古今形态认识

1. 1　 古代医家对“玄府”的认识　 “玄府”一词首见

于《黄帝内经》。 《素问·水热穴论》提出:“勇而劳

甚则肾汗出,肾汗出逢于风,内不得入于脏腑,外不

得越于皮肤,客于玄府,行于皮里,传为肿,本之于

肾,名曰风水”,认为“玄府”是皮肤中的汗孔,即“玄

府者,汗空也”,风水是因风邪稽留汗孔而致。 同时

《黄帝内经》还认为汗液可濡润汗孔并导邪外出,提
出“玄府” 也是体内排出邪气的重要部位,如《素

问·六元正纪大论》所言:“火郁之发,太虚肿翳,大
明不彰,炎火行……善暴死。 刻终大温,汗濡玄府,
其乃发也。”至于造成玄府不通的机制,《素问·调

经论》则认为是上焦气机不利,导致皮肤腠理闭塞,
玄府郁闭不通,进而卫气循行异常,“上焦不通利,
则皮肤致密,腠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泄越,
故外热”,表明玄府功能异常是疾病发生的基本

病机。
此外《黄帝内经》中鬼门、气门、腠理等名称也

含有“汗孔”的意义。 “鬼门” 见于《素问·汤液醪

醴论》:“开鬼门,洁净府”,此处“鬼门”指代汗孔,
与玄府之意相同。 “气门”则有两方面含义:一则指

汗孔,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载:“故阳气者……日

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素问·
六元正纪大论》载:“阳乃去,寒乃来,雨乃降,气门

乃闭……君子周密”;此外“气门” 还代指腧穴,如
《灵枢·官能》 载:“上下气门,明通于四海。” “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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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内经》中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腠理”泛

指皮肤、肌肉、脏腑的纹理及皮肤、肌肉间隙交接处

的结缔组织;狭义“腠理”则涵盖了“玄府”作为汗孔

的功能, “ 津脱者,腠理开,汗大泄” (《 灵枢 · 决

气》),“寒则腠理闭……炅则腠理开,荣卫通,汗大

泄,故气泄”(《素问·举痛论》)。 由此可见,鬼门、
气门、腠理等结构实质或功能与汗孔有相似相通之

处,可以将其理解为“玄府”的同义词[8] 。
及至金元时期,刘完素提出“然皮肤之汗孔者,

谓泄气液之孔窍也……一名玄府者,谓玄微府也。
然玄府者,无物不有……乃气出入升降之道路门户

也”(《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认为

“人之脏腑、皮毛、肌肉、筋膜、骨髓、爪牙,至于世之

万物,尽皆有之” (《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
火类》)。 刘完素进一步将玄府的概念扩大,认为玄

府在结构上不仅是“汗孔”这一皮肤结构,还是广泛

存在于身体部位之中的极其幽微的似“孔隙”类的

组织,是气升降出入之门户;功能上则认为玄府是

精神、荣卫、血气、津液出入流行之纹理,具有流通

气液、渗灌气血、运转神机的生理功能[9-10] 。
1. 2　 现代医家对“玄府”的认识 　 现代医家根据

《内经》、刘完素等古代医家对于玄府形态和功能的

认识,结合现代解剖学,进一步发展了玄府的内涵,
对不同脏腑玄府的微观结构进行了更深入的阐释。
如有研究认为,肺气血屏障的结构、分布与玄府相

似,并且在气血互渗的认识上相吻合,提出肺之玄

府与气血屏障的关系,肺玄府的正常开阖功能能够

使气体通过气血屏障完成气体交换[11] 。 另有研究

从形态、功能、病理等方面提出了“玄府-足细胞裂

隙隔膜”假说,认为足细胞裂隙隔膜可能是玄府在

肾脏中的超微结构之一[12] 。 而作为肝玄府的微观

实质,肝窦内皮细胞窗孔是一种精微物质流通的微

小孔道,能够保证肝窦血液和肝细胞间物质交换,
具有微观性、开阖性、通利性等特性。 有研究认为,
其在形态和功能方面与“肝络玄府”具有相似性,能
维系物质交换和信息交流[13] 。 此外,亦有研究认为

脑玄府的异常与脑小血管病的发病密切相关,脑小

血管结构精微,遍布脑中,以通利为用,若气血津液

流通受阻,极易发病,与玄府 “喜通恶郁” 的特征

相似[14] 。

除不同脏腑之外,现代医家还对人体其他组织

与玄府的关系也进行了深入研究。 有研究从胰岛

微循环基本符合中医玄府生理特点的角度,认为胰

岛微循环可以调控人体血糖水平,在功能上强调

“以通为用”,将其作为肥胖型糖尿病治疗的新方

向[15] 。 血-视网膜屏障是血液与视网膜神经组织

间的通路,是物质代谢、能量交换的场所,在结构和

功能上与玄府类似,相关研究据此则提出了“血-视
网膜屏障为目玄府的结构基础”观点,并将其运用

于指导治疗糖尿病视网膜病变[16] 。
在皮肤病方面,玄府可能与汗孔、皮肤屏障及

相关内脏屏障等有密切关系。 有研究提出玄府与

皮肤屏障相关的观点,认为玄府开阖功能的调节实

质上是皮肤屏障功能的调控与修复,皮肤的防御功

能有赖于皮肤屏障的完整性[17] 。 此外“有诸内者

形诸外”(《丹溪心法·能合色脉可以万全》),玄府

能沟通内外,皮肤病是全身性疾病在皮肤上的表

现,内在脏腑的病理状态会通过脏腑玄府引起皮肤

玄府的病理变化[18] 。 当外邪初犯机体尚未入里时,
体表卫气可通过玄府抵御外邪并驱邪于外,当外邪

侵袭机表,正邪两气胶着于玄府则出现玄府阻滞不

通,滞久郁而化热生火,火灼肌肤而酿毒,致皮肤出

现瘙痒、灼热、疼痛等异常感觉[19] 。
以上可知,玄府的内涵从最初与汗孔实质的相

关,到与内脏“玄府”功能的联系,玄府具有“普遍存

在、形态微观、功能畅通”的特性。
2　 银屑病的“玄府郁闭”病机观认识

　 　 中医古籍中并无银屑病与玄府相关的直接记

载,但基于前述鬼门、气门、腠理等与“玄府”的相关

性,古籍有关于腠理等与银屑病的论述。 银屑病的

发病是因风邪客于腠理毛窍,气血郁滞于内,不能

荣养肌肤致“毒乃伏之”而发,如“风湿邪气,客于腠

理……与血气相搏”(《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五·癣

候》),“其病得之风湿客于腠理……故风多于湿,则
为干癣” (《 圣济总录·卷第一百三十七 · 疮肿

门》)。
2. 1　 玄府郁闭、气化失常的病机观 　 有观点认为

“玄府气化失常”是银屑病发病的理论关键[20] 。 玄

府开阖有常则气化正常布散,肌肤得以濡养;然玄

府开阖失司,气化布生受异,则“风毒外稽腠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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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瘀郁难以濡养肌肤”,肌肤见斑块,鳞屑层起,瘙
痒难耐。 同时“玄府郁闭、气化失常”也能解释银屑

病患者夏季症状减轻,冬季皮肤斑块严重、鳞屑层

起、瘙痒加重的发病特点。
2. 2　 玄府郁闭、络脉不畅的病机观 　 “玄府郁闭、
气化失常”作为银屑病基本病机,有学者从“基楯”
的角度进一步提出了“玄府闭、络脉郁”的观点[21] ,
认为络脉满而不滞则皮毛、脏腑得以滋养;若络脉

瘀滞,则易发为皮肤感觉障碍,或肌肤干燥甲错、瘙
痒破溃等。 同时提出玄府宜开不宜阖,玄府郁闭,
气机无以升降出入则络脉滞涩,则出现皮肤完整性

破坏、皮肤水液代谢障碍、皮肤颜色异常、皮肤感觉

功能障碍等。
基于“玄府郁闭”是银屑病的始动环节的认识,

有学者围绕“玄府”与“络脉”又提出“玄府-气血-
络脉”学说,认为气血失和是银屑病的病程转折,络
虚风动是银屑病后期病情的高度概括,并且与银屑

病的复发及防治密切相关[22] 。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

了“玄府寒-血络热”的病机观,以解释银屑病寒证

和热证有共同进退的现象[23] 。
可见,目前学者们对于银屑病“玄府郁闭”的核

心病机观有普遍共识,认为“玄府郁闭”是银屑病的

始动 环 节, 并 且 贯 穿 银 屑 病 病 机 演 变 的 全

过程[22-24] 。
3　 “开玄通府法”在银屑病中的应用进展

　 　 基于以上对于玄府及其在银屑病病机中的作

用,学者们提出了“开玄通府法”的治疗原则[25] ,以
达开通玄府之怫郁结滞,畅达气血津液的目的。
3. 1　 发汗开玄法 　 发汗开玄法源于《素问·五常

政大论》 “汗之则疮已” 理论,“其在皮者,汗而发

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汗法能够开泄郁闭

之玄府,因势利导,使结于皮肤玄府之邪随汗而

解[26] 。 银屑病的“汗法”治疗多采用药浴、中药熏

蒸等方法,并联合中药内服、外用药物涂擦等方式,
一方面可以通过温热效应促进发汗,另一方面以热

水浴、热水汽为媒介,使中药有效成分直接作用于

皮肤玄府。
徐田红等[27]通过中医汗蒸疗法联合卡泊三醇

倍他米松软膏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观察到汗蒸疗法

可以改善皮损情况,并增强卡泊三醇倍他米松软膏

的效果。 苗春澍等[28] 采用开玄消银汤联合中药药

浴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能降低血清转化生长因子-
β1(TGF-β1)、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白细胞

介素-13(IL-13)炎症因子水平,改善辅助性 T 淋巴

细胞 1(Th1) / 辅助性 T 淋巴细胞 2(Th2)失衡状态,
降低皮损总面积评分、银屑病皮损面积和严重程度

指数( PASI) 评分和鳞屑、红斑、浸润评分。 蔡鹰

等[29]应用中药消银解毒袋煎剂内服联合熏蒸治疗

血热型寻常性银屑病,可抑制银屑病患者 TNF-α 水

平,显 著 减 低 银 屑 病 患 者 血 管 内 皮 生 长 因 子

(VEGF)的含量,减轻寻常性银屑病患者皮损严重

程度,缩小皮损面积。 此外,还有应用养血宣透方

联合中药药浴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燥证) [30] 、桂
枝麻黄各半汤联合熏蒸发汗法治疗血瘀型寻常型

银屑病[31] ,均取得较好疗效。
除了直接发汗开玄,尚有调和营卫开玄之法,

即应用解表发汗类药物,调和营卫以扶正,宣通玄

府以发汗祛邪、透达气机,令玄府开合复常,邪有所

出,营卫调和。 胡丹等[32] 以麻黄汤、桂枝汤为基础

方,取“宣泄气机,调和营卫”之意,以达开门逐盗之

效。 陈沛泽等[33] 、黄港等[34] 也应用和营法,并在此

基础上辅以透表解毒。 有研究表明,透表和营解毒

法可显著降低血热型银屑病患者的 PASI 评分,显
著减低白细胞介素- 17A( IL- 17A)、白细胞介素-
17F(IL-17F)、白细胞介素-26(IL-26)水平[34] 。
3. 2　 解毒开玄法 　 银屑病“毒乃伏之” 而发,“毒

者,邪气蕴蓄不解之谓” (《金匮要略心典·百合狐

惑阴阳毒病证治》),解毒开玄法是指通过化解银屑

病患者体内之热毒、湿毒、瘀毒等以开通玄府,调畅

全身气血津液的方法。
李姝燏等[35] 认为可应用温化寒毒、透浊解毒、

祛瘀攻毒等内治法以化解体内之毒,同时配以中药

塌渍法、穴位贴敷法等外治法直开玄府,以化毒为

本,通玄为基。 姚菁华[36] 运用开通玄府、通络解毒

法治疗斑块状银屑病,可改善患者不同部位的皮损

程度。 张春燕等[37] 则运用放血疗法直接开通玄府

以祛瘀解毒治疗斑块型银屑病,开通玄府给邪以出

路,祛瘀而生新。 相关研究也表明开玄解毒方可缓

解咪喹莫特诱导的小鼠银屑病样皮损,降低 PASI
评分,减轻表皮增生程度,改善胸腺、脾脏指数及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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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增生情况,降低炎症因子白细胞介素- 17 ( IL -
17)、白细胞介素-23(IL-23)mRNA 表达,修复皮肤

屏障,同时可下调表皮中 1 -磷酸鞘氨醇( S1P) 及

S1PRsmRNA 表达[38] 。
3. 3　 润燥开玄法　 玄府郁闭,气血津液通行受阻,
一方面无法濡养皮肤则见肌肤干燥脱屑等血燥之

象;另一方面玄府久闭,气滞血瘀可导致血虚。 对

此熊家青等[39]认为应以“养” “润”为主,应用止痒

润肤乳以养血润燥、开通玄府。 吴世婷等[40] 研究以

养血润燥法为组方原则的润肤止痒乳对银屑病患

者皮损中干扰素调节因子-4(IRF-4)的影响,结果

显示其可抑制银屑病皮损中 IRF-4 的表达和调节

免疫。
3. 4　 温阳开玄法　 银屑病久病者,耗伤阳气,当温

阳开玄。 雷敏等[41] 认为玄府流通气血津液及气化

功能依赖于人体阳气的推动,阳虚者,一方面祛邪

能力弱,易于感受风、寒、湿等外邪,诱病复发;另一

方面玄府失养而闭,邪无出路致病邪留伏体内,加
重阳气损耗,对此当温扶阳气以开通玄府,运用补

虚温阳药物开玄。 赵云等[42] 自拟“开玄泄浊方”治

疗寻常型银屑病阳虚外寒证,结果显示该方可显著

降低治疗组 PASI 评分。
3. 5　 补肾开玄法　 尹秀平等[43] 、代丹等[44] 均认为

银屑病虽表现为玄府郁闭,但病之根本在肾,故立

开玄补肾法。 尹秀平等[43] 研究结果显示消银颗粒

和开玄补肾方可以减少小鼠银屑病样皮损、降低表

皮厚度并抑制表皮细胞过度增殖,但开玄补肾方对

于皮损浸润肥厚的血瘀型斑块状银屑病具有较好

的改善作用,而消银颗粒对于鳞屑较多的风燥型银

屑病具有较好的改善作用。 代丹等[44] 通过靶向脂

质组学技术,从脂代谢角度探究开玄补肾法对寻常

型银屑病的干预机制,结果表明开玄补肾法可对亚

油酸和甘油磷脂代谢通路进行调节,从而改善银屑

病皮损。
4　 结　 　 语

　 　 综上所述,玄府理论在银屑病中的应用既有病

机的深刻认识,又有治疗的较完善策略。 在“玄府

郁闭”基础病机观的基础上,气化失常、络脉不畅是

医家们对于银屑病病机转化的深入认识。 基于此,
确立的“开玄通府法”主要针对于“玄府郁闭”这一

核心病机,或发汗、或解毒、或温阳、或润燥、或补肾

等,基本实现了银屑病的玄府病机和论治体系。 但

就目前研究来看,玄府理论在银屑病中的应用还存

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于皮肤病中,尤其是银屑病中

玄府的实质尚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二是“玄府郁

闭”病机观虽然解释了银屑病的部分问题,其完善

的病机转归机制尚需针对银屑病不同分期作详细

的研究;三是基于“玄府郁闭”病机的“开玄通府法”
需要围绕银屑病的分期进一步细化,其作用机制也

需要做深入的探讨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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