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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银屑病分型治疗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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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于我国中医理论对于银屑病的分型标准，针对于不同类型的银屑病症状进行对应的中医治疗进行了相应的研究与探讨，并结合临床上所

拥有的中医治疗方法，为患有不同症状的银屑病患者进行对应的医治，为求能够让患者获得与理想状态更加接近的治疗效果，为临床的治疗提供更

强有力的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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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银屑病在临床上也被称之为“牛皮癣”，并且该疾病实际上就

是临床上非常容易出现的一种具有反复发作为特点的慢性炎症性

皮肤疾病，发生疾病的患者所产生的主要症状与表现就是患者出现

损伤性的红色丘疹或者是出现斑块上存在多层的银白色鳞屑等情

况[1]。该疾病有着较长的病程时间，并且该疾病产生的具体原因在

临床上并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定论，在相关的临床学者的认知中，

认为该疾病的产生与患者的发生感染，家族遗传因素以及自身的代

谢功能等情况之间均存在一定的联系，并且患者的内分泌以及神经

系统和免疫系统等都与该疾病的产生有着关联[2]。银屑病所产生的

主要部位一般为患者的头皮部位，其次就是患者的小腿、肘部、背

部以及臀部等部位上。我国拥有着长久的中医理论治疗经验，通过

辨证以及其独有的治疗方式，在对发生银屑病的患者进行治疗的过

程中有一定的优势存在。本文主要是针对于银屑病不同分型症状的

患者实施中医药治疗，进行了以下的综述。 

1 中医学对银屑病的认识 

1.1 病因病机 

在现阶段的临床研究之中对于银屑病的病因病机的论述中通

常都认为是因为患者内里出现血虚燥热以及皮肤没有得到气血的

滋养所导致，内里更加重视的是患者血分的变化情况，其内在出现

疾病的主要原因就是患者存在血热、血燥以及血瘀等基础情况；而

外在的原因是因为患者感染了风邪，并且同时还存在着寒、湿、燥

以及毒等相兼的致病因素，因为内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从而导致

患者出现该疾病。在相关的学者的研究中认为“血分有热”这一原

因是导致患者出现银屑病的主要因素，若患者出现疾病的反复产生

则是因为患者外感六淫，或者是在饮食上长期食用含有辛辣刺激的

使用，并且还进食了鱼虾等海鲜类食物，长时间的饮酒这一原因[3]；

或者是因为患者心中烦闷情绪较多导致内热，以及因为其他原因所

干，这些情况的产生都能使得血热内蕴这一情况产生，并且长时间

不进行解决导致其郁久化毒，从而导致血热毒邪发散至了患者的皮

肤表面从而形成了银屑病[4]。同时也有相关的学者认为该疾病的产

生多是因为外邪的侵染所产生的，其毒素会结聚在患者的人体之

中，并且最终表现在患者的皮肤之上，郁久化成了热证，热证会进

入到患者的血液循环之中，导致患者体内血气运行功能受到一定程

度的影响，最终产生气滞血瘀的情况，当该症状长时间得不到解决，

可能会导致其出现血虚症状，生风生燥，患者的肌肤表面得不到滋

养从而形成了该疾病。并在一些学者的认知中，认为银屑病的产生

与温病产生的病因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就是该疾病的病因都是温

邪所导致的，并且疾病传播的起始部位都是在卫分，温邪会从表面

进入到患者的内里，并且将气分传入到患者的体内，进步不的深入

患者的营分，并通过该过程持续进入到患者的血分之中，所以临床

上可以使用卫气营血这一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辨证施治。 

1.2 辨证分型 

产生银屑病的病因机制相对来说更加的复杂，并且需要根据患

者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所呈现出的具体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所以

临床上对于该疾病的分型也有着较多的种类。在相关学者中将其辨

证分为了风热证、血燥证、血瘀证以及实热证；而还有一些学者则

将该疾病辨证分为了血热型、血燥型、血瘀型以及风湿型；同时还

要将其辨证分为了血热型、血躁型以及血瘀型。 

2 中医治疗银屑病的临床研究 

2.1 经方辨证论治 

在相关的研究学者中，使用了消疕汤治疗血热风燥型的银屑

病，在其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通过使用该中药汤剂对患有血热风燥

型银屑病的患者进行相应的治疗，所取得的最终治疗效果要比通过

常规西药治疗的患者的成效更好[5]。对于出现寻常性银屑病的患者

中，临床使用凉血润肤汤对患者进行治疗，其最终所产生的成效果

要优于使用阿维 A 胶囊进行治疗的患者。 

2.2 基础方加减 

对于出现静止期银屑病的患者，临床研究学者对其使用了四物

汤加减治疗的方式进行疾病的医治，其中患者所呈现出的效果与临

床所期望的最终效果非常相近，患者使用该药物进行治疗有着较高

的成效[6]。而针对于出现风热型银屑病的患者来说，有关学者使用

消疯散加减治疗的方式进行疾病的医治，其中表现为痊愈的患者数

量较多，患者能够拥有着较好的治疗成效。 

2.3 针灸治疗 

对于出现银屑病的患者而言，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进行治疗，

其中相关学者通过使用四时针刺的方式进行治疗，即对患者进行针

刺疗法，其中春刺井，夏天刺荥，秋季刺经，冬季刺合的方式进行
[7]。在此过程中患者在春夏两个季节中所表现出的痊愈数量要高于

秋冬两个季节，并且通过针刺治疗的方式其春夏两个季节患者出现

疾病复发的概率要明显的低于秋冬两个季节的患者人数。而在相关

的学者研究中针对于寻常型银屑病则是通过使用针刺大椎、阳溪、

合谷、肺俞以及曲池者几个穴位，将其作为主要穴位，并配合针刺

患者的大耳轮、耳下脚以及耳背穴等部位进行针灸治疗，最终患者

的治疗成效与理想的状态更加的接近。 

2.4 刺血拔罐疗法 

在临床的相关研究中针对于出现寻常型银屑病的患者来说，对

其进行点刺拔罐的方式进行治疗，其中所涉及的穴位包括了患者的

大椎、双侧的心俞、肝俞、脾俞以及委中等部位进行该项操作，并

配合使用针刺凤池、曲池以及三阴穴等穴位进行相应的治疗，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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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产生的治疗效果更高[8]。而对于出现斑块型银屑病的患者，临床

对其在出现皮肤损伤的部位实施刺血疗法并增加使用药罐进行治

疗，并且治疗时间为每间隔一天一次，所产生的治疗效果较理想。 

3 银屑病的中医调养 

银屑病这一疾病的复发出现以及病情恶化都是因为在各种因

素的诱导下所产生的，其中就包括了患者自身的情志、脏腑的功能

出现紊乱以及六淫邪气等内外因素所导致的。在中医的临床治疗之

中，针对于该疾病更加注重于“急则治标，缓则治本”的这样一个

准则，在该疾病发作的工程中，针对于患者所出现的不同症状与特

点，给予患者不同的治疗方式，其中包括了对患者进行清热解毒凉

血、活血化瘀等治疗[9]；而当患者处于缓解期的时候，则需要针对

于患者的脏腑气血津液的不同，以及患者情绪的滨化等情况，重点

在于对患者的身体各方面的调理过程中，从而减少患者出现疾病的

反复发作。 

3.1 调畅情志 

在我国清代的著名医生马培之曾经说过：“疮疡之生也，六淫

伤于外，七情扰于内，气血阻滞经脉隧道为之壅塞。有随干随发者，

有积久而发者，无论恶证险候，即疮癣小患......”[10]。在这句话之中

所说的七情扰于内就是针对于患有皮肤疾病的患者总体的情况来

表述的，并且能够知晓该症状所表述出的疾病中，包含了银屑病。

同时，针对于该疾病所产生的病机，不论是因为受到六淫的侵扰，

还是因为伤及了患者的七情，都会对患者自身的气机产生较大的影

响，患者的情绪会发生较大的改变，从而对患者气机运行的过程产

生了影响，最终会导致患者的病情加重，不利于治疗。同时纵观中

医古籍以及现代医学的相关理论，对于银屑病产生的根源有着一样

的认知，即就是该疾病的产生其病因会最终导致患者的肝脏出现损

伤，是属于风证，都是因为产生了气血不和的现象，患者的营养调

和出现了失衡，导致肝阴出现了缺损，并且患者受到了外邪的侵扰，

导致患者的气血出现了相搏，而最终表现在患者的体表，并且还针

对于血热、血躁以及血瘀病因病机都存在一定的学说论述。所以临

床上对于患有银屑病的患者来说，调理情志以及疏肝解郁是对患者

的病情进行调养的最理想方式。 

3.2 食疗 

在我国的中医理论之中认为银屑病的存在一般都会产生血热

这一症状，在实际的治疗中也通常使用清热凉血的原则进行治疗，

并且在饮食上主张患者不应该食用含有辛辣类的蔬菜以及鱼虾海

鲜类的食物。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下，一概而论的严格忌口沿原则，

非但不能帮助患者疾病在短时间内恢复，反而会导致患者的疾病康

复速度减慢。这是因为对于辣椒、葱、蒜等食物来说，其体内除了

富含微量元素之外，还能够让患者的汗腺分泌产生一定的促进作

用，从而让患者能够在短时间内将体内的有害物质排出，从而使得

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的体魄。而对于鱼虾类的海鲜食物而言，其中蕴

含着比较特殊的氨基酸以及蛋白质的物质，这些物质对于人体而言

是不可少的，在维持机体运行的过程中，这些物质需要得到及时的

补充。所以在对患者进行饮食治疗的过程中，需要根据患者的实际

情况进行制定，理性的去对待患者的病情。对于临床上确实能够对

患者病情恢复产生不良影响的饮食，则需要少吃，并且不应该拘泥

于“发物”这一概念而禁食任何的食物，因为每一个患者的个人体

质与素养都不相同。临床上应该根据饮食的营养配比情况，让患者

能够摄取到多方面的营养，从而有效的帮助患者出现的皮损消退[11]。 

3.3 改善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的不良好习惯也会导致患者产生银屑病，在一般的情

况下需要患者戒烟酒，并且注重保持身体的洁净，保证居家环境的

整洁性，银屑病的发生在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与所处季节有着一定

的关联性，冬重夏轻这与四时阳气有着较大的关联性。并且在《黄

帝内经》中也有着“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这样一个说法，这也

就表明了患者应该更加重视在夏季的身体保养工作，在实际的饮食

上应该少吃生冷寒性的食物，尽可能的避免吹尝试的空调。而在冬

季的时候其阴气相对来说更重，患者应该更加注重保暖，避免受到

风寒的侵袭。所以应该遵循季节的更滑对身体进行相应的调节，确

保患者不出现上呼吸道疾病，这些方式都能够促进银屑病的恢复。 

小结 

银屑病在临床治疗的过程中，应该使用中医药的方式进行治

疗，通过此方式进行疾病的医治能够让患者获得与理想情况更接近

的治疗效果，并且患者所产生的副作用更少，患者的预后情况更加

理想，并且在中医理论之中对于该疾病的病因以及病机有着更为统

一的看法。在中医理论之中有着三因制宜这样的说法，即在对患者

实施治疗的过程中应该根据患者个人的体质、年龄以及性别的差

异，同时还要对季节以及地理环境等条件等因素进行结合，从而制

定出更加适合患者的治疗计划。所以针对于银屑病，需要筛选出切

实有效的方式对患者进行治疗，从而发挥最大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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