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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名医研究论著令

吴深涛教授治疗座疮经验

王亭
1 ,

王斌
2 ,

马运涛
2

天津中医药大学 2 01 2 级硕士研究生
,

天津 3 0 01 9 3 ; 2
.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

天津 3 0 01 9 2

【摘要〕 介绍吴深涛教授治 万座疮的经验
,

吴教授认为
,

座疮虽多见肺 胃热毒癖滞之实证
,

脾虚 阳虚者亦不容忽视
。

临证辨治

分肺经风热证
,

脾胃湿热证
,

肝郁气滞
、

热郁血分证
,

热毒塑盛证
,

脾阳不升
、

郁 而化火证
,

阴邪疾核证多种证型
,

须详辨患者

全身气血
、

寒热
、

虚实
,

综合调理 阴 阳平衡
,

使头面部肌肤气血通调
,

座疮方可痊愈
。

〔关键词〕 座疮 ; 辨证论治 ; 吴深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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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深涛教授为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 医院内分泌科主

任
,

教授
,

博士研究生导师
,

临床辨治痊疮疗效良好
,

笔者有

幸跟师学习
,

现将其经验总结如下
,

以飨同道
。

1 病因病机

历代中医学者多认为痊疮乃因肺经郁热
,

熏蒸颜面
,

态食

膏粱厚味
,

脾胃蕴热所致
,

治疗亦多从肺胃
、

热毒着手
。

《医

宗金鉴
·

外科心法要谢 载 :
“

此证由肺经血热而成
,

每发于

鼻
,

起碎疙瘩
,

形如黍屑
,

色赤肿痛
,

破出白粉汁
,

日久旨成

白屑
,

形如黍米白屑
。

宜内服批把清肺饮
,

外敷颠倒散
,

缓缓

自收功也
。 ”

指出痊疮的发生与肺热关系密切
,

治疗亦不离疏

风清肺之法
。

《诸病源候论
·

诸肿候》 言 :
“

肿之生也
,

旨由

风邪
,

寒热
,

毒气客于经络
,

使血涩不通
,

奎结成肿也
。 ”

明

确指出热毒痕滞经络为痊疮等肿物的常见病机
。

吴教授认为

痊疮虽多见肺胃热毒痕滞之实证
,

脾虚阳虚者亦不容忽视
。

因

此
,

详辨患者全身气血
、

寒热
、

虚实
,

综合调理阴阳平衡
,

使

头面部肌肤气血通调
,

痊疮方可痊愈
。

2 辨证分型与治疗

2
.

1 肺经风热证 傣问
·

生气通天锄 曰 :
“

汗出见湿
,

乃

生痊… …劳汗当风
,

寒薄为颤
,

郁乃痊
” ,

奠定了痊疮
“

肺经

风热
”

的发病理论
。

汐卜科启斟 亦载 :
“

肺气不清
,

受风而

成
,

或冷水洗面
,

热血凝结而成
。 ”

风
、

寒
、

湿邪外袭
,

汗出

不畅
,

肌膜气机被郁
,

久则化热而发
。

痊疮遍布颜表
,

丘疹细

小
,

或不突出于皮肤表面
,

无红肿及化脓
,

不痛不痒
,

或偶有

轻微皮肤觉痒
,

皮下闷热感
,

汗出少或无汗
,

口干渴
,

舌淡

红
、

苔薄白
,

脉浮
。

此属邪犯肺卫
、

热郁肌表之证
,

吴教授以

桂枝麻黄各半汤加减治之
。

《伤寒论 ) 23 条云 :
“
…… 面色

反有热色者
,

未欲解也
,

以其不能得小汗出
,

身必痒
,

宜桂枝

麻黄各半汤
。 ”

柯琴亦云 :
“

若其人热多寒少
,

而面色缘缘正

赤者
,

是阳气佛郁在表而不得越
,

当汗不汗
,

其身必痒
,

汗出

不彻
,

未欲解也
。 ”

肺主皮毛
,

故以桂枝麻黄各半汤宣发肺气
,

且小发其汗
,

使风热之邪出表
,

则痒除痘消
。

如有肺经热盛者加桑叶
、

批把

叶
、

鱼腥草清热宣肺
,

有脓包者加蒲公英
、

金银花清热解毒
。

肺和大肠相表里
,

肺失宣肃
,

大肠传导失司
,

患者若有便秘
,

证属肺热腑实
,

可酌加宣白承气汤
。

2
.

2 脾胃湿热证 湿热体质型患者
,

嗜食肥甘厚味
,

容易酿

生湿热 ; 或平素脾胃虚弱
,

运化失常
,

湿浊内停
,

亦可郁久化

热
。

湿热灼伤津液
,

痰痕凝滞
,

上熏肌肤而致痊疮
。

正如 傣
问》 所云 :

“

膏粱厚味
,

足生大疗
。 ”

痊疮常为多发
,

色红较

大
,

甚至聚合成片
,

多见脓疮
,

伴有口臭
,

大便钻腻或干结
,

舌红
、

苔黄腻
,

脉滑数或洪大等
。

治以清热利湿
,

凉血消痈
。

吴教授常以平胃散合黄连解毒汤化裁
,

阳气旺盛之人
,

因
“

气

有余便是火
” ,

湿热不显
,

而偏于胃火亢盛
,

可更以清胃散化

裁
。

此证用药切忌太过寒凉
,

以免损伤脾胃
,

且应嘱患者清淡

饮食
,

戒辛辣
,

忌饮酒
,

方可取得满意疗效
。

2
.

3 肝郁气滞
,

热郁血分证 此型痊疮多见于女性
,

好发于

面颊两侧
,

多有红肿
、

疼痛
,

常伴情志抑郁
,

胁肋疼痛
,

乳房

作胀
,

月经不调
,

面色不华
、

萎黄
、

晦暗甚至黄褐斑
,

每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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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前加剧
,

舌红
、

苔薄白
,

脉弦细
。 “

女子以肝为先天
” ,

“

以血为用
” ,

故首当调经养血
。

如 位日人大全良嘟 云 :
“

因

经不调而生他病
,

当先调经
,

经调则他病自愈
。 ”

治以疏肝解

郁
,

清肝凉血
。

方选加味逍遥丸
。

肝藏血
,

主疏泄
,

肝血正常

藏泄
,

肝气方能条达
,

故加用当归
、

丹参
、

川茸活血化痕
。

此

型痊疮痘印难以消退
,

常有色素沉着
,

后期加入
“

吴氏五 白

散
” ,

即白薇
、

白芷
、

白及
、

白蔽
、

白鲜皮
,

多获良效
。

此外
,

情志不舒
、

急躁或抑郁
,

均易致肝郁化火
,

热毒内盛
,

上攻面

部
,

使痊疮反复难愈
,

故应劝导患者保持心情愉快
,

促进病情

好转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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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热毒塑盛证 《医宗金鉴
·

痈疽总论歌 ) 曰 :
“

痈疽原是

火毒生
。 ”

火热毒邪上炎
,

郁炽于血脉
,

奎滞于头面皮肤
,

难

以外发
,

奎冲皮起
,

发为疮疡
。

痊疮初期即遍布颜面
,

表面色

红
,

肿大
,

发热
,

触之疼痛
,

或有脓疮
,

伴口苦
,

舌红
、

苔

黄
,

脉滑数
。

治以清热解毒
,

消痈散结
。

方选普济消毒饮
。

此

乃李东垣之名方
,

原治大头天行
,

初觉憎寒体重
,

次传头面肿

盛
,

目不能开
,

上喘
,

目因喉不利
,

口渴舌燥者
。

李东垣曰 :

“

夫身半之上
,

天之气也 ; 身半之下
,

地之气也
,

此邪热客于

I
白月市之间

,

上攻头面而为肿
。 ”

痊疮并非大头瘟毒
,

但病机却有相似之处
,

以此方加减变

化
,

疗效确切
。

因
“

入血就恐耗血动血
,

直须凉血散血
” ,

故

原方加入生地黄
、

芍药
、

牡丹皮等凉血活血之品
,

有事半功倍

之效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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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脾阳不升
,

郁而化火证 素体脾虚
,

升发清阳功能下降
,

若郁而化火
,

上冲于面
,

则发为痊疮
。

痊疮多为簇状散发
,

两

颊多见
,

皮色微红或不红
,

舌红或晦暗
,

脉浮弱或沉滑
。

亦可

见手足冰冷
,

汗少
,

畏风恶寒等阳气内郁
,

反不达肌表之症
。

治宜补脾升阳
,

疏散郁火
。

方宜升阳散火汤
。

此方出自李东垣

胡卑胃锄
,

用于治疗血虚或脾胃虚弱
,

贪食冷物
,

阳气抑遏于

中焦所致男子妇人四肢发热等症
。

方中柴胡发少阳之火为君 ;

升麻
、

葛根发阳明之火
,

羌活
、

防风发太阳之火
,

独活发少阴

之火为臣
。

此旨味薄气轻
,

上行之药
,

所以升举其阳
,

使三焦

畅遂
,

而火邪旨散矣 ; 人参
、

甘草益脾土而泻热
,

芍药泻脾火

而敛阴
,

且酸敛甘缓
,

散中有收
,

不致有损阴气而佐使也
。

痊

疮虽异于发热
,

但阳郁化火之病机相同
,

方证相符
,

故可痊

愈
。

此证郁火上炎为标
,

脾虚不升为本
,

治疗切忌过用寒凉清

泄
,

当配以养血健脾之品
,

疗效更佳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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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阴邪疾核证 此证临床较为少见
。

痊疮色暗红
,

质硬
,

不觉发热
,

亦无明显疼痛或痉痒
,

但经久不愈
,

不见明显增大

或缩小
,

无脓包
,

舌淡暗
、

苔白
,

脉沉
。

此类痊疮与常见痊疮

不同
,

无明显热象
,

乃是阳气不足
,

阴浊痰液凝聚于内而成痰

核
,

发于肌表而成痊疮
。

法应温化
。

吴教授常以阳和汤化裁
。

阳和汤出自 汐卜科证治全生集 )
,

用以治疗阴疽
。

是方重用熟地黄
,

滋补阴血
,

填精益髓 ; 配以

血肉有情之品鹿角胶
,

补肾助阳
,

益精养血
,

两者合用
,

温阳

养血
,

以治其本
,

共为君药 ; 少佐麻黄
,

宣通经络
,

与诸温和

药配合
,

可以开膜里
,

散寒结
,

引阳气由里达表
,

通行周身 ;

甘草生用为使
,

解毒而调诸药
。

综观全方
,

补血与温阳并用
,

化痰与通络相伍
,

益精气
,

扶阳气
,

化寒凝
,

通经络
,

温阳补

血以治本
,

化痰通络以治标
,

治疗痊疮属阴者
,

疗效颇佳
。

吴

教授常于方中加入丹参
、

川茸等品以活血通络
,

对祛除痘痕大

有裨益
。

3 病案举例

邓某
,

女
,

28 岁
,

2 0 12 年 7 月 1 8 日初诊
。

面部痊疮半

年余
,

期间用中西药 (药名不详 )内服
、

外涂治疗效果差
,

反复

发作
。

诊见 : 面部座疮暗红
,

无脓包
,

亦无明显疼痛
,

轻微痉

痒
,

下频多发
,

痛经
,

白带量多
,

遇寒加重
,

四末不温
,

冬季

尤甚
,

大便时塘
,

每天 2 一 3 次
,

舌淡暗
、

苔薄白
,

脉沉细
。

证属阴邪痰核
,

治以温阳散结
,

化痰通络
。

处方 : 麻黄
、

白芥

子
、

丹参各 巧 g
,

制何首乌
、

熟地黄
、

蒲公英各 3 0 9
,

白芷
、

白鲜皮
、

生甘草
、

炮姜各 10 9
,

肉桂 6 9
,

鹿角霜
、

连翘
、

葛

根
、

桂枝各 2 0 9
,

7 剂
,

水煎服
,

日一剂
。

7 月 2 5 日复诊 : 痊疮色泽较前转淡
,

痉痒感明显减轻
,

未见新发痊疮
,

白带量减少
,

大便每天 1 一 2 次
,

成形
,

自诉

月经将至
。

症状好转
,

证药相符
,

考虑行经期间
,

多佐以活血

调经之品
,

除旧生新
,

以利于气血条达
。

故原方减制何首乌
、

白鲜皮
、

生甘草
,

加益母草 20 9
,

牡丹皮
、

川茸各 巧 g
。

7

剂
,

水煎服
,

日一剂
。

8 月 2 日三诊 : 自诉 7 月 2 9 日月经来潮
,

经前未出现明

显小腹冷痛及腰部坠痛感
,

月经量及颜色基本正常
。

面部痊疮

减少大半
,

但遗留痘痕
,

四末不温亦缓解
,

大便日一行
。

考虑

患者阳气日渐恢复
,

脉络较前通畅
,

故原方减炮姜
、

连翘
、

川

茸
,

加 白蔽 20 9
,

白芷
、

白及
、

白薇各 巧 g
,

以消除痘痕
。

14 剂
,

水煎服
,

日一剂
。

后以上方加减治疗月余
,

痊疮全部

消失
,

痘痕亦消退
。

随访半年
,

痊疮未再复发
。

按
:
吴教授常言

,

座疮病机多而复杂
,

虽肺 胃与热毒常

见
,

但亦 可见脾虚
、

阳虚为主者
,

故临证不 能构 于一端
。

灵活

辨证
,

药证相符
,

方能效若得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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