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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领娥应用火针疗法联合中药治疗神经性皮炎医案1则 

段兰若1  董  媛1  李领娥2 

1.河北北方学院  河北省张家口市  075000；2.石家庄市中医院  河北省石家庄市  050000 

【摘  要】李领娥教授，石家庄市中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第三届河北省名中医，石家庄市十大名中医，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专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十二五”重点专科-皮肤科专科带头人，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经验丰富，善于运用中药联合火针疗法治疗多种皮肤疾病，其在辨证论治的

基础上治疗神经性皮炎临床疗效显著。以下将具体介绍医案 1 则。 

【关键词】神经性皮炎；火针；当归饮子；血虚风燥 

 

1 神经性皮炎概述 

神经性皮炎常是皮肤科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疾

病，好发于颈部、腰骶部、及肘部伸侧，伴有剧烈瘙痒及皮肤苔癣样变，

以 20-40 岁青壮年多发，老年人少见，儿童一般不发病。病程呈慢性经

过，皮疹反复发作，常年不愈，临床上根据皮肤受累范围大小，分为局

限性和播散性，给患者的生活及工作造成极大影响。中医古籍中对本病

多有论述，《医宗金鉴·外科新发要诀》言：“此证总由风热湿邪，侵袭

皮肤，郁久风盛，则化为虫，是以瘙痒之无休也。”以风、湿、热等外邪

侵袭机体，为该病发生的外因立论；《外科正宗·顽癣》认为此病因血燥

风毒克于脾、肺二经所致，提出此病多与肺脾相关；陈达灿教授认为本

病的早期多与肝相关，慢性期则多从脾虚血 轮治。李领娥教授认为情

志内伤、风邪侵袭是本病的诱发因素，营血失和、气血凝滞则为主要病

机。并将神经性皮炎分为风湿蕴肤、肝郁化火及血虚风燥三个证型。风

湿蕴肤证辩证要点：皮损成片，粗糙肥厚，阵发剧痒，并伴有部分皮损

潮红、糜烂、湿润和血痂。舌红，苔薄黄或黄腻，脉濡缓。治疗：疏风

清热，利湿止痒，方药选用消风散加减。肝郁化火证辩证要点：皮疹色

红，伴心烦易怒，失眠多梦，头晕目眩，心悸，口苦咽干。舌尖红，脉

弦数。治疗：疏肝理气，清肝泻火。方药选用龙胆泻肝汤加减。血虚风

燥证辩证要点：皮损肥厚粗糙，瘙痒夜间尤甚，病程较长，可伴有头晕，

心悸怔忡，气短乏力，妇女月经量过少等。舌质淡，苔薄白，脉细。治

疗：养血祛风，润燥止痒。方药选用四物消风饮或当归饮子加减。 

西医认为本病的发生多由于神经精神心理、免疫与内分泌方面[1]。治

疗多以钙调神经磷酸酶抑制剂、糖皮质激素制剂等为主，短期内疗效明

显，但是长期疗效难以肯定，且存在嗜睡、皮肤萎缩、毛细血管扩张等

不良反应[2]，具有一定依赖性，长期应用副作用明显。中医临床实践表明，

火针联合当归饮子治疗血虚风燥型神经性皮炎可有效缓解瘙痒及皮肤肥

厚症状，较西医疗效更佳，副作用少。 

2 病案举隅 

患者郝某，男，50 岁，初诊时间：2023 年 02 月 21 日。主诉：右足

背反复起皮疹 5 年余，周身起皮疹半年余。现病史：患者 5 年前未见明

显诱因右足背部起皮疹，外用“皮康净”、“皮康王”后皮疹处脱屑，仍

有新发皮疹。半年前因食辛辣刺激食物及饮酒后周身起皮疹伴瘙痒，外

用“乐肤液”后皮疹好转，停药后病情易反复。刻下症：右足背部伸侧

面皮肤肥厚，皮肤苔藓样变，上覆白色鳞屑及血痂，伴有皲裂；周身皮

肤干燥粗糙，可见散在红色小丘疹，血痂及色素沉着，纳可寐安二便调，

舌淡苔白，脉沉细。中医诊断：牛皮癣（血虚风燥型），西医诊断：神经

性皮炎。治法：祛风止痒，养血润燥。治疗方法：中药结合火针疗法治

疗。 

中药方剂选用当归饮子加减，当归饮子药物组成及用药方法是：当

归 10g、川芎 10g、白芍 15g、生地黄 10g、黄芪 10g、荆芥 10g、防风 10g、

首乌藤 30g、白蒺藜 10g、甘草 6g。水煎服，1 剂/d，分早晚两次服下（饭

后半小时服用），连用 7 d。 

火针具体操作：患者取舒适体位，充分暴露操作部位。操作者对皮

损部位皮肤常规消毒。点燃酒精灯，一手持酒精灯，注意保持安全距离，

另一手的拇指、食指、中指持针，置针于火焰的外焰，将针头烧至通红，

用针灸针从皮损边缘向中心散刺，迅速垂直刺入皮损内 2-4mm，然后立

即拔出，刺入点间隔为 5mm。操作完毕后对皮损部位再次进行常规消毒

即可。注意：如若在火针治疗后，局部皮肤出现灼热、轻微红肿、疼痛

等症状，可先观察，一般属于正常现象。经过火针治疗后，24 小时内不

可沾水、搔抓，应等待其自然结痴恢复。 

2023 年 2 月 28 日二诊：患者瘙痒减轻，皮损部位较前变薄，纳寐可，

二便调，舌淡苔白，脉沉细。继续上述方案治疗，继观病情变化。 

2023 年 3 月 14 日四诊：患者皮损大部分消退，未诉瘙痒，纳寐可，

二便调，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嘱患者清淡饮食，忌辛辣刺激，忌饮酒，

调畅情志，不适随诊。 

按语：神经性皮炎属中医“摄领疮”范畴，因其“如牛项之皮，顽

硬且坚，抓之如朽木”又称为“牛皮癣”，中医认为其病因为风湿热邪所

致，并与肺脾二经相关。 

患者中老年男性，因久病耗伤阴血，阴虚生风化燥，使皮肤干燥肥

厚、剧烈瘙痒，发为神经性皮炎。患者病程长达 5 年，为慢性病程，致

患者情绪焦虑，造成搔抓—瘙痒—搔抓的恶性循环，结合舌脉，辨证为

血虚风燥型神经性皮炎，治疗上应祛风止痒，养血润燥，选用方剂当归

饮子，出自《严氏济生方》，“当归饮子……当归、白芍、川芎、生地黄，

白蒺藜炒去尖，防风去芦、荆芥穗各一两，何首乌、黄芪去芦、甘草尖

各半两。每服四钱，水一盏半，姜五片，煎至八分，去滓温服，不拘时

候。”中医古籍记载，当归饮子主要用于治疗风痒、湿疮、瘾疹、顽癣、

疕白 、手足皴裂、肌肤枯槁等各种以血燥风热为病机要点的皮肤疾病。

方药组成有当归、川芎、白芍、生地黄、黄芪、荆芥、防风、制首乌、

白蒺藜、甘草十味药物，是养血活血、祛风止痒的代表方剂[3]。当归饮子

方中，当归补血活血、调益荣卫，是为君药。白芍补血敛阴止痛；生地

黄清热养阴生津，乃凉血养血之要药；川芎行气活血，乃血中气药，黄

芪长于补气，托毒敛疮生肌，为疮家圣药，二者相伍，不仅可助滋阴养

血之力，更防滋腻之品不化。白芍、生地黄、川芎、黄芪共为臣，助君

药共施益气活血、养血润燥之功。防风、荆芥祛邪解表，消疮透疹，与

黄芪配伍使固表不留邪，且祛风不伤正；何首乌补精血、滋阴津，能解

皮肤疮、疹、疥、癣之毒；白蒺藜散风行气止痒；此四味药为佐，祛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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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痒。甘草调和诸药为使。全方配伍得宜，养血滋阴而不留 ，疏风散

邪而不伤正，标本兼顾，攻补并施，共奏养血活血、祛风止痒之效[4]。现

代药理研究表明，当归饮子可降低迟发型超敏反应小鼠血清 Ig E 水平[5]，

当归饮子可抑制致敏小鼠脾淋巴细胞释放 LTB4[6]，其中当归可诱导 IL-2

及 IFN-γ等细胞因子的产生，当归中的阿魏酸可抑制机体变态反应[7]。从

当代药理研究角度来看，当归有降低血管通透性、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

白芍所含的白芍总苷具有显著的抗炎作用；生地黄有抗炎、抗过敏、抗

真菌作用；生地黄有抗炎、抗过敏、抗真菌作用；川芎可改善微循环、

抗菌；黄芪对机体免疫力有双向调节作用；荆芥有抗炎、镇静作用；防

风抗过敏；何首乌可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功能；甘草具有抗病毒、免疫调

节以及糖皮质激素样作用[8 9 10]。当归饮子是养血活血、祛风止痒的代表方

剂，目前在皮肤科的研究及运用越来越深入，常用于治疗各类表现为气

血不足、津液耗伤、皮肤干燥、瘙痒等症状的慢性皮肤疾病。 

火针疗法是将特制的针具烧红加热后，采用一定手法刺入腧穴或患

处，以祛邪治病的一种治疗方法。火针由来已久，孙思邈《备急千金要

方·用针略例第五》正式提出“火针”这一名称。《灵枢·官针》篇中载：

“ 焠 焠凡刺有九，以应九变……九曰 刺， 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火针

疗法为皮肤科常用外治疗法，具有操作简单、方便、安全的特点。 

中医认为神经性皮炎的发病多与风、湿、热、毒等邪气有关[11]。神经

性皮炎属于热证瘙痒性皮肤病，瘙痒是该病的主要症状，不易根治，且

经久难愈。该病发在皮肤，其本质是脏腑功能失调。金起凤老先生从血

论治神经性皮炎，认为任何原因引起的血行不畅，都会成为发病的诱因[12]。

神经性皮炎患者由于皮肤局部瘙痒难忍，反复搔抓使皮损更加严重，导

致局部气血 滞，血行不畅，加重瘙痒感。精神因素对神经性皮炎患者

亦有影响，若情志刺激，肝气郁结，日久化火，火热生风化燥，耗伤阴

血，血虚生风，风动则痒，治宜行气活血，养血祛风。近年来火针疗法

广泛应用于皮肤科疾病，如湿疹、带状疱疹、结节性痒疹、囊肿性痤疮

等，通过加热针体刺入穴位后，使热量作用于人体，达到行气血、温阳

气的治疗作用，又能使湿热等邪气排出体外达到“火郁发之”的作用。

火针治疗神经性皮炎以其“火”的特性借火助阳，借助火力强开外门，

给邪气以出路，激发人体的阳气，使其经络疏通，气行血活，“治风先治

血，血行风自灭”，气血通畅则可加快局部皮肤组织再生[13]，减轻皮损肥

厚及瘙痒症状，从而减少搔抓等刺激，可以迅速控制病情发展。同时，

火针针刺局部皮损后形成痂壳，脱落后皮损变薄，能迅速缓解症状，控

制病情发展[14]。 

现代研究表明，神经精神因子会通过多种作用机制参与神经性皮炎

的发病过程[15]。BDNF 是一种具有神经营养作用的蛋白质，亦是重要的神

经源性炎症因子，通过调节局部和系统的免疫反应，在炎症性皮肤病中

起到重要作用[16]。GDNF 对神经元生长、分化、存活、修复等具有重要作

用，同时对抑制海马神经元的凋亡和促进存活有重要作用，近年来神经

性皮炎的神经源性机制越来越受到重视，精神因素可诱发大脑皮质功能

异常，通过增强神经营养因子对改善精神因素所致的神经性皮炎有积极

作用[17]。有研究报道，神经性皮炎的神经源性机制可激活皮肤毛细血管内

皮细胞释放黏附分子，引起炎性因子募集，多种细胞、炎性细胞因子及

趋化因子形成复杂网络参与神经性皮炎发生和发展[18]。火针治疗神经性皮

炎使血清 BDNF、GDNF 水平升高，炎性因子 IL-4、IL-6、TNF-α水平

降低[19]。 

3 小结 

神经性皮炎是皮肤科常见的慢性炎症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疾病，

以阵发性剧痒及皮肤苔癣样变为特征。李领娥教授临床经验丰富，运用

中医方剂联合火针疗法治疗神经性皮炎取得了显著疗效，为临床治疗神

经性皮炎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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