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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经验· 

基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从虚论治老年皮肤瘙痒症1 

 

王莹  郭丽媛  王羽侬  蔡玲玲  张丰川 

 

【摘要】老年皮肤瘙痒症发病率较高，目前治疗上存在远期效果欠佳、复发率高等问题，常反复发作，

迁延难愈，易诊难治，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均造成很大影响。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认为老年体质主

要体现为下元虚衰及阳明脉衰两大特点，在治疗时强调“形脉不足以柔药温养”，用药忌刚用柔，并提出

通补之法，为后世许多医家治疗老年疾病奠定了基础。笔者基于《临证指南医案》，根据叶天士对老年体

质的认识，结合老年皮肤瘙痒症的易感体质多以虚为主，提出以虚论治此病，分别从气血亏虚、下元虚衰、

本虚标实三个方面辨治老年皮肤瘙痒症。对肌肤干燥、脱屑明显的气血亏虚之痒，治以补气养血、通补阳

明为主，辅以祛风通络之法；对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的顽固性患者，考虑下元虚衰，肾虚致痒，判断具体

情况，调和阴阳，分而治之；对虚实夹杂、本虚标实的下虚上盛之痒，既不可一味滋腻补益，又应治病求

本。同时在治疗过程中，笔者亦结合了叶天士的通补之法及忌刚用柔的用药理念，以期为临床辨治此病提

供新的诊疗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 老年皮肤瘙痒症； 风瘙痒； 老年体质； 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 从虚论治； 用药特

点； 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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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瘙痒症是无原发性皮肤损害，以自觉皮肤瘙痒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皮肤疾病。老年人因皮脂腺

体功能减退，皮肤萎缩、干燥等原因，易泛发全身瘙痒，称为老年瘙痒症[1]，属中医学“风瘙痒”“血风疮”

范畴。此病在老年人中发病率较高[2]。目前，西医治疗本病常给予抗组胺类药物内服联合激素类药物外用治

疗，但存在远期效果欠佳、副作用较多、复发率高等缺点，没有满意的选择性瘙痒治疗方法[3]，易诊难治。

笔者发现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对老年体质以虚立论，又结合老年皮肤瘙痒症的易感体质类型，在

临床中分别从气血亏虚、下元虚衰、本虚标实三个方面从虚论治老年皮肤瘙痒症，疗效确切。现陈述如下，

以期为临床诊疗提供新思路。 

 

1  老年皮肤瘙痒症的易感体质类型以虚为主 

 

《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因此古代医学将体质分为偏阳质、偏阴质及阴

阳平和质。现代体质学于古代医家的体质学说上进行了发扬和提高，并逐步形成了以研究人类各种体质特

征、体质类型的生理、病理特点，并以此分析疾病的反应状态、病变的性质及发展趋向，从而指导疾病预

防和治疗的一门学说[4]。王琦教授根据人体的不同生理活动、病理形态等方面，将体质分为九类，即平和

质、阴虚质、阳虚质、气虚质、气郁质、湿热质、痰湿质、瘀血质和特禀质。《难经》云“痛为实，痒为

虚”，《丹溪心法》亦云“诸痒为虚，血不荣于肌腠，所以痒也”。目前许多调查研究表明，此病的老年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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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为多。樊燕琳[5]发现，在康桥社区老年皮肤瘙痒症不同体质的患者中，阳虚质、

气虚质患者数量占比最多，且阳虚、阴虚质患者年龄更大；李佳凝等[6]对 100 例老年皮肤瘙痒症患者的中

医临床证候特征进行调查，结果提示阳虚型患者最多，占 66%。 

 

2  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对老年体质的认识 

 

体质是人群及人群中的个体在遗传及环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机能

和代谢上相对稳定的特殊状态[7]。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首次提出“体质”一词，并将其应用于临床

的诊疗中，认为“平素体质，不可不论”“诊之大法，先明体质强弱”，在诊疗过程中对体质的作用尤为

重视。这种治病先论体质的思想对中医辨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8-10]。而《临证指南医案》中对老年体质及

老年疾病治法、用药规律的探讨，也为后世许多医家治疗老年疾病奠定了基础[11-12]。在《临证指南医案》

中，经常可见叶天士对于老年人体质特点的论述，如“老年五液已涸”“高年下焦根蒂已虚”“此皆高年

下焦空虚，肾气不纳所致”“望六年岁，阳明脉衰”“高年阳明气乏”等等。归纳总结，可以看出叶天士倡

导老年人体质以虚立论，主要体现为下元虚衰及阳明脉衰两大特点。 

2.1  下元虚衰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有云：“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叶

天士继承《黄帝内经》的相关理论，认为下元虚衰为老年体质的主要特点之一。痰饮门程案中即云“……

男子向老，下元先亏，气不收摄，则痰饮上泛”，淋浊门中某医案也提到“老人阴精已惫，五液化成败浊，

阻窍不通”。肾主藏精、主纳气，内寄元阴、元阳，为先天之本，体质这一“生长壮老”的生命过程也与肾

中精气的盛衰息息相关。叶天士总结的老年人之下元虚衰，为先天肾气之衰，既包括肾阴肾阳之虚，又含

肾气衰、肾液耗之意。 

2.2  阳明脉衰 

《素问·上古天真论篇》记载女子“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叶天士在医案中多次提到

“阳明脉络已空”“五旬又四，阳明脉衰”“阳气日薄，阳明络脉空乏”等按语，可见其认为阳明脉衰是

老年人另一不可忽略的体质特点。阳明乃多气多血之经，叶天士提出的阳明脉衰，既表示老年气血化生不

足，又有脾土衰惫之意。同时，叶天士创制“通补阳明”之法，为老年患者的辨证论治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13]。 

 

3  叶天士治疗老年病遣方用药特点 

 

《临证指南医案》中载有叶天士辨治老年病的医案 300 余例，根据老年人常见的生理病理特点，叶天

士治疗老年病时强调“形脉不足以柔药温养”，用药时忌刚用柔，并多施以通补之法[14]。 

3.1  忌刚用柔 

叶天士治疗老年病时，多责之于肝、肾、胃三脏，谓老人“五液告涸，难任刚燥阳药”，故注重使用柔

药，不盲目使用刚燥之品。他指出“肝为刚脏，非柔润不能调和”“肾恶燥”“胃属阳土，宜凉宜润”“阴

药呆钝，桂附劫液，通阳柔剂最宜”。可见叶天士认为，肝为刚脏，当用柔润之药；肾为阴脏，喜柔静之

药；胃为阳腑，宜用凉药、润药。如治疗老年久嗽，考虑肾失摄纳，以熟地、枸杞、巴戟天、补骨脂等辛润

之品养阴补肾纳气；治疗水不涵木、肝阳偏亢之中风，则多用虎潜丸、固本丸、复脉汤之类加减，以滋液

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切忌以祛风豁痰之法过用半夏、附子、细辛之类刚猛之药，虚证实治。即使

治疗口开眼合、撒手遗尿之暴脱之证，在急用大剂量参附回阳之时，亦考虑老年人“纯刚难受，必佐阴药，

以挽万一”。 

3.2  通补之法 

叶天士于医案中多次提出“凡中风证，有肢体缓纵不收者，皆属阳明气虚”“高年阳明气乏，肩脚痛

难屈伸，法当理胃阳通补”，在“以通为用”“以通为补”的思想指导下首次提出了通补之法，应用于多



种因虚致实的疾病诊治，主张疏通胃腑之气血阴阳，而非一味泻热攻下。遇胃阴虚所致之舌绛咽干、烦渴、

肌燥、便不通爽等九窍不通之证，多以麦冬、玉竹、沙参、白扁豆、天花粉、石斛等甘平濡润之药“以养

胃阴，则津液来复，使之通降”[15]；胃阳虚者，多以《金匮要略》之大半夏汤加减化裁，避免使用辛烈刚

燥的泄气之品，以人参、姜汁、半夏、粳米、茯苓等药以甘为主，以辛为辅，使气机升降有序，胃腑之阳

得以通降下行[16]。“高年气血皆虚”，对于阳明脉衰，气血不充导致的中风、肢体痿弱麻木等病症，叶天

士多以黄芪、白术、炙甘草、当归等药物益气培中、通补阳明，调整体质，以恢复气血生化之机[8]。 

 

4  从虚论治老年皮肤瘙痒症 

 

4.1  阳明脉衰——气血亏虚而痒 

《素问·血气形志篇》云：“阳明常多气多血。”老年阳明不足，气血渐枯，又化生乏源，气虚则无力

推动血行，血亏则脉道、腠理失于荣养，肌肤不得润泽而燥，出现干燥、脱屑；血虚生风，风盛则痒，最

终发为皮肤瘙痒症。刘国安即认为，血虚生燥、生风为老年人发病的根本病机，在治疗时以养血祛风、润

燥止痒为基本治法，濡养皮肤，并考虑到老年患者多病情复杂，将辨证施治与养血润燥相结合，治疗效果

确切[17]；张志礼也依据“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老年人气虚则血亦虚，不能润

养皮肤而出现干燥瘙痒。此外，《医林改错》曰：“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

气留则血壅，新血不生，则肌肤失濡；瘀血阻络，亦易引发风气内动，袭于肌肤而痒。朱仁康先生即提出

老年瘙痒有“血虚”“血瘀”之分，若疾病迁延不愈，气虚日久则滞，血虚停滞不行则生瘀，瘀血滞于经

络，亦可使肌肤失润，生风化燥而至痒[18]。 

基于阳明脉衰之老年生理特点，临床中对于肌肤干燥、脱屑明显，伴有神疲乏力、头晕面白、心悸失

眠、舌淡脉细弱的气血亏虚之证时，常以补气养血为主，辅以祛风通络之法，以当归饮子、四物汤等方剂

加减化裁。其中当归、川芎、白芍、生地等药物既可养血，又能活血，补中有通、补而不滞，恰合叶天士

通补之理。有研究表明，治疗老年皮肤瘙痒的方剂中，当归出现的次数最多，占所有方剂的 60%以上；生

地、白芍、黄芪、川芎亦有较高的使用频率[19]。黄芪可以生养气血、补脾益气，叶天士的通补之法提出“气

滞者，芳香通之；络阻者，辛润通之”，又注重固护脾胃，也常用黄芪、甘草等药物以益气培中，使气血

生化有源。生地与首乌配伍，辅之以荆芥、防风、白蒺藜，可内祛风燥、外祛风邪，改善瘙痒。诸药合用，

共奏养血润燥、祛风止痒之功[20]。在内治的同时，亦可辅以针刺、放血等疏通经络之外治疗法，以通为补。

张妙良就提出，以血虚、血瘀、经络不通为根本病机的老年瘙痒症，治疗时以疏通为理论基础，以针刺放

血联合辨证取穴之体针，调节经络，疏通阴阳，调和气血，养血润燥，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21]。 

4.2  下元虚衰——肾虚致痒 

肾为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肾阴肾阳均易亏耗，脏腑气血随之逐渐衰退，正合叶天士所云老年

“五液告涸”“肾气不摄”“厥阴内风暗旋不熄”之下元虚衰的特点。肾阴亏虚，肾精不固，则阴液失濡，

阴不敛阳而相火妄动，水不涵木则肝风内动，上泛肌肤而痒；肾阳衰惫，则气化无力，虚阳浮越，无以温

煦、荣痒肌肤，亦可发为瘙痒[22]。也有医家认为，此病与天癸竭机制相关。姚业静等[23]提出，人老后肾气

不充，天癸渐竭，影响脏腑、肌肤、孔窍，经络血脉逐渐衰退。肌肤毛发失于精血津液濡养易生内风，腠

理亏虚易感外邪，内外合邪而致老年皮肤瘙痒的发生。 

结合下元虚衰的体质特点，笔者在辨治老年皮肤瘙痒反复发作、迁延难愈的顽固性患者时，会着重注

意判断是否存在肾虚的情况，调和阴阳，分而治之。临床参考《临证指南医案》之治法，颇有疗效。叶天

士云：“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如虎潜、固本、复脉之类是也”

“若阴阳并损，无阴则阳无以化，故以温柔濡润之通补，如地黄饮子、还少丹之类是也。”对于夜间瘙痒

明显、肌肤甲错，伴有眩晕耳鸣、心烦易怒、腰膝酸软、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无力的患者，考虑偏

于肾阴亏虚，肝风内动，治疗时以滋阴息风、濡养营络为法，应用三甲复脉汤之类化裁。地黄滋补肝肾之

阴，又能凉血补血；阿胶质地黏稠，为血肉有情之品，亦可大补肝肾阴血，防止动风生风；再以牡蛎、鳖

甲、龟甲等重镇之物，达到补阴潜阳的效果[24]。南晋生[25]以三甲复脉汤加减治疗肾阴不足、肝失涵养、虚



风内生之老年皮肤瘙痒症，效果确切。对于遇寒痒甚，伴神疲乏力、腰膝冷痛、小便清长、大便偏稀，舌

淡苔白滑、脉沉无力的患者，则考虑偏于肾阳不足，阳虚不摄，治疗时以固本培元为原则，施以阳和汤合

封髓丹等方剂温补肾阳，散寒通络。临床中常以熟地黄、鹿角胶等药温补肾阳、益精活血，肉桂、炮姜炭

等引火归元、散寒助阳，白芥子、麻黄通络散寒、宣通表里，温阳与补血共存，散寒与通络并用，达到温

阳散寒、益气补血之效[26]。李佳凝[27]就以“封髓丹”为源，自拟温阳通络方治疗阳虚络阻型老年皮肤瘙痒

症，温阳通络，引火归元，调和水火，皮肤瘙痒和皮损表现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而对于反复发作、迁延

难遇的久病患者，则需考虑阴损及阳、阳损及阴，此时往往阴阳俱虚，以上二者情况兼有，治疗时可用地

黄饮子之类化裁，阴阳并补，温而不燥。如吴利平[28]运用地黄饮子加减治疗 60 例老年皮肤瘙痒症，补而不

滞，滋而不腻，临床疗效确切。 

4.3  下虚上盛——本虚标实之痒 

《诸病源候论》云“风瘙痒者，是体虚受风，风入腠理，与血气相搏”，《医宗金鉴》亦云“巧肺脾经

风湿热，久郁燥痒抓血津”，提出瘙痒可由湿热与外感风邪博结，袭于肌肤而发。而叶天士认为老年体质

“下元虚衰”“阳明气乏”，因而在病机上常见“下虚上盛”之证[29]，提示老年人疾病为本虚标实多见。

此病于临床辨证时，既要辨脏腑之虚，又需明确是否存在实邪。冯志荣先生认为，此病患者年老体衰，既

有阴血亏虚、肝肾不足，精血不能充养肌肤而致痒，又有营卫不能固护肌肤，外受风、湿、热邪郁于腠理

而致痒，属内外合邪为患，以本虚为主的本虚标实之证[30]。 

笔者认为，根据此病机，治疗时要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生理特点，不可一味滋腻补益，但也应治病求

本。扶正时多应用叶天士的通补之法，以柔剂濡润为要；祛邪时亦不可使用太过刚猛之药，避免伐其根本。

以肾阴虚为本的患者为例，临床中伴有心烦不寐、舌尖偏红者，考虑同时有心火偏旺，可以黄连阿胶汤滋

阴泻火，交通心肾；伴有遇热痒甚，反复搔抓后可见局部皮肤湿疹样改变者，考虑存在湿浊蕴肤，可以大

补阴丸加减，滋养肾阴，清利湿热。徐宜厚教授[31]提出此病外因以风邪居多，但治疗时不可见痒就应用大

量祛风之品强调祛邪，反而会伤正气。 

 

5  讨论 

 

老年皮肤瘙痒症诱发因素较多，发病机制复杂，中医多从血虚风燥、肝肾阴虚等角度辨证，治疗上多

以养血润燥、滋补肝肾、祛风清热为法。此病易诊难治，常反复发作，迁延难愈，对患者的身心健康均造

成很大影响。笔者基于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对老年体质的认识，结合老年皮肤瘙痒症的易感体质，

提出以虚立论，从气血亏虚、下元虚衰、本虚标实三个方面辨治老年皮肤瘙痒症，并根据叶天士治疗老年

疾病的用药特点，在治疗过程中贯彻通补之法及忌刚用柔的用药理念，以期拓宽临床的中医辨治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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