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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屑病是一种免疫介导的极易复发的慢性炎

症性皮肤疾病,典型皮损表现为红斑或红色丘疹上

覆盖有多层银白色的鳞屑,临床常见类型主要分为

寻常型银屑病、关节病型银屑病、红皮病型银屑病

及脓疱型银屑病, 其中以寻常型银屑病最为常

见[1] 。 本病中医学称之为“白疕”,又有“干癣” “蛇

虱”等病名,多因血热内蕴,化燥生风,肌肤失养所

致。 机体蕴热偏盛,或情志失调,性情急躁,肝火旺

盛,或平素嗜食辛辣肥甘及荤腥发散之品,伤及脾

胃,运化失司,清气不升浊气不降,郁而化热,加之

肌热当风,外感六淫之邪,内外之邪相合,血热毒蕴

于血分而发;或病程日久耗伤营阴,阴血亏虚,气血

运行不畅,以致筋脉阻塞,气血瘀阻,不能荣养肌

肤,久而血虚生风化燥而发。
中医学对该病的认识历史悠久,在其诊治上具

有独特优势,属中医治疗的优势病种。 《诸病源候

论》中记载:“干癣但有匡郭,皮枯索痒,搔之白屑出

是也”,《医宗金鉴》曰:“此证俗名蛇虱。 生于皮肤,
形如疹疥,色白而痒,搔起白皮”。 当代名医赵炳南

认为“血热”是本病的主要病机,内伤、七情、饮食失

调可导致体内蕴热,外与风邪相结合或与燥热病相

混合而发病,提出了“从血论治”的治则,并将寻常

型银屑病分为血热证、血燥证、血瘀证,开创了“血

分辨证”论治体系[2] 。
于军教授从事皮肤科临床三十余年,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其认为湿邪在银屑病的发生发展中

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治疗银屑病的过程中,充分

结合现代中医皮肤科创始人赵炳南“从血论治”的

理论及“善治湿者,当治皮肤病之半”的思想,在考

虑到清热解毒关键作用的基础上,兼以燥湿之法,
自拟消银止痒丸内服,不仅保证了中药疗效,还克

服了中药汤剂携带不便、味道不佳等缺点,同时结

合中药药浴等外治法,临床疗效颇佳。 现将于教授

采用消银止痒丸治疗寻常型银屑病血热证的验案

1 则介绍如下。
王某,男,66 岁,2023 年 3 月 21 日初诊。 患者

3 年前无明显诱因四肢皮肤起红斑、丘疹,伴瘙痒,
后皮疹逐渐增多累及躯干,上覆鳞屑,并伴有渗液,
于外院诊断为血热型寻常型银屑病,经口服西药及

外用药物治疗后病情有所缓解,后偶有复发,未行

系统治疗。 3
 

d 前外出感寒后上述症状复发加重。
刻下症:头面、躯干、四肢可见黄豆至钱币大小不等

的红斑丘疹,颜色鲜红,上覆银白色鳞屑,部分皮损

融合成状,伴有糜烂渗液,瘙痒剧烈,易口渴,急躁,
心烦易怒,纳一般,眠差,小便黄,大便干结,舌红、
苔黄腻,脉弦滑。 西医诊断:寻常型银屑病。 中医

诊断:白疕,血热兼湿热证。 治法:清热凉血、除湿

止痒。 采用消银止痒丸治疗。 方药组成:黄芩 10
 

g,
黄连 7

 

g,黄柏 10
 

g,生地黄 10
 

g,水牛角 15
 

g,蜂房

15
 

g,赤芍 10
 

g,白芷 10
 

g,白花蛇舌草 20
 

g,牡丹皮

10
 

g,紫花地丁 10
 

g,地肤子 10
 

g,虻虫 3
 

g,甘草

6
 

g。 4
 

粒 / 次,3
 

次 / d,治疗 13
 

d。 嘱患者少沾水,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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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对患处的刺激,饮食清淡,忌食辛辣荤腥发散之

物,戒烟酒,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情愉悦。 4 月

3 日二诊:患者皮肤红斑、丘疹稍减少,双下肢、腹部

及背部斑块面积略有缩小,鳞屑较前减少,瘙痒稍

缓解,口渴症状好转,纳眠一般,二便调,上药继服

14
 

d。 4 月 17 日三诊:患者红斑、丘疹明显减少,皮
疹范围缩小,皮肤可见部分色素沉着,鳞屑较前明

显消退,瘙痒明显缓解,纳眠尚可,二便调。 上药继

服 14
 

d。 5 月 5 日四诊:患者皮损明显消退,皮损处

色素沉着颜色较前变淡,已接近正常皮肤,瘙痒症

状已基本消失,纳眠尚可,二便调。 嘱患者继续清

淡饮食,注意日常防护,避风寒,调起居,畅情志,定
期到医院随诊。

按语:《诸病源候论》 所载“风湿邪气,客于腠

理,复值寒湿,与血气相搏” 是皮肤科疾病的总病

机,突出了湿邪在皮肤病病因学中的地位[3] 。 湿邪

是百病之源,致病多夹杂其他邪气,病机复杂,临床

表现变化多端。 湿与风邪相合而为风湿;与寒邪相

合,同气相求而为寒湿;秋日内有暑湿,外感新凉燥

气,内外相合,燥湿相兼致人患病;长夏之季,热蒸

湿动,湿中蕴热,内外相合而为湿热;若病久正虚,
脏腑功能失调,气化不利,水液代谢障碍,水液停聚

而生痰浊,与湿相合而致痰湿;甚则多种邪气可相

合为病如风寒湿、风湿热等。 银屑病有皮损肥厚、
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的特点,与湿性黏滞致病特点

一致。
本案患者为中老年男性,性情急躁易怒,肝失

疏泄,肝气郁久化热,肝火旺盛,肝旺则血热,血热

易生风化燥,皮肤失于濡养则干燥脱屑;肝郁气滞,
横逆犯脾,脾失健运,气滞湿阻,日久酿生湿热,湿
热毒气蕴与肌肤,则生瘙痒;舌红、苔黄腻,脉弦滑

为湿热常见之征。 方中黄芩、黄连、黄柏清热解毒

燥湿,通达三焦腠理;水牛角凉血解毒;生地黄清热

凉血养阴;牡丹皮泄热;赤芍入血分凉血散瘀,四药

合用,清热宁血而不伤血,凉血散瘀不留弊[4] ;蜂房

攻毒杀虫;白花蛇舌草、紫花地丁清热解毒;白芷、
地肤子祛风燥湿止痒;于教授根据清代叶天士“初

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辄仗蠕动之物松透病

根”的理论,常加入小剂量的虻虫以活血化瘀、攻积

散结;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合用,共奏清热凉血解

毒、祛风止痒之功。
本病临床主要表现为红斑、鳞屑、点状出血、瘙

痒,是血热毒内蕴,扰于营血,久病伤络而外发于肌

肤的表现,银屑病缠绵难愈,总体病程较长,且致病

因素较多,故服药期间应嘱咐患者严格忌口,忌食

辛辣肥甘及荤腥发散之品,注意日常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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