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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壮医“毒虚论”浅谈荨麻疹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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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壮医毒虚致病论探讨荨麻疹的治疗，壮医学认为毒、虚是荨麻疹的两个重要致病因素，可

通过调气、解毒、补虚来通二路、调三道、调节脏腑功能、兼补气血骨肉等使人体天、地、人三部之气协调运行，

以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抵抗毒、虚的能力，并配伍止痒药物及运动锻炼、药膳等内外兼治，达到增强抵抗力及

疾病向愈的目的。

［关键词］荨麻疹；毒虚论；壮医学

［中图分类号］ R758.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600（2022）07-0049-04

On the Treatment of Urticaria from ＂Toxin Deficiency Theory＂of Zhuang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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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treatment of urticaria based on ＂ toxin-deficiency induced disease＂of

Zhuang medicine, it is believed that toxin and deficiency are two important pathogenic factors of urticaria in

Zhuang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urticaria, Zhuang medicine emphasizes the following aspects: clearing two

ways, regulating three routes, regulating visceral function, and replenishing Qi, blood, bone and flesh via adjusting

Qi, detoxifying and tonifying deficiency, which could coordinate the operation of Qi of three parts of human body

including heaven, earth and human,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immune function of human body, and the ability to

resist toxin and deficiency, meanwhile, antipruritics and exercise training are combined with herbal cuisine, aiming

at enhancing immunity and disease hea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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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荨麻疹是我国发病率较高一种疾病，临

床病因复杂，治愈率低，易反复发作。壮医学作为

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为完善中医学治疗临床

疾病做出了较大贡献，但壮医学治疗疾病欠缺广

泛性，人们对壮医学的认识度较低。“毒虚论”在壮

医学探讨疾病病因病机方面独具一格。从“毒虚

致病”的角度来探讨荨麻疹的治疗，有利于更好地

传承创新壮医学和丰富荨麻疹的治疗手段，提高

群众对壮医学治疗临床疾病的认知度，使壮医学

走向全中国，甚至全世界［1］。

1 荨麻疹的病因病机

壮医学认为，三道（水道、谷道、气道）、两路

（龙路、火路）通畅及其脏腑骨肉气血等物质功能

正常是人体健康的必要条件。一旦身体的某个通

路阻滞，或是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运行不畅、骨肉

失养等，使人气、天气、地气三气失调，无法同步运

行，毒邪入侵，人体内正气与之对抗，如果正气充

足，则正压制邪，发为急性病症，如果体虚，正气不

足，则邪胜于正发为慢性病症，形成毒、虚并存的

局面［2］，治疗较为困难，治愈率低，易反复发作。

荨麻疹是当风毒、热毒、寒毒等外毒邪入侵，或湿

毒、瘀毒等内生毒邪侵袭，如果体内正气充足，正

胜于邪，则产生急性荨麻疹，可自愈。多为体内正

气虚弱，风毒等毒邪乘虚侵害，致使人体内脏腑骨

肉气血等异常、道路（三道两路）阻滞、天地人三气

失衡，而发生慢性荨麻疹。

1.1 毒是荨麻疹发病的外在条件 壮医学认为

毒邪侵害是荨麻疹发病的主要外在条件。毒是后

天形成的致病因素，致使荨麻疹发病的毒邪主要

有无形之毒，如湿毒、风毒、热毒、寒毒等，亦包含

有形之毒，如瘀毒等［3］，毒邪致病可能有两个过

程，一是毒邪侵袭后影响人体三道两路，致使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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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路阻滞，道路不通，从而影响天气、地气、人气三

气平衡失调，无法同步运行而致病，如瘀毒阻滞龙

路，造成血液不通，气血不足，则阻滞火路，进而影

响人体三道，治疗时应全面兼顾，方可治愈，说明

壮医学治疗疾病同样符合“整体观念”。二是毒邪

侵袭后与正气抗争，此时如果人体无法通过谷道、

气道等供养气血，或龙路无法运载气血，导致正气

不足，正不胜邪而致病。

1.2 虚是荨麻疹发病的内在基础 壮医学认为，

虚是荨麻疹发病的内在基础。虚包括正气虚弱、

气血亏虚、血脉空虚等，虚既是荨麻疹的病因，同

时也是荨麻疹导致的结果和荨麻疹的临床表现。

由于患者体质虚弱，抵抗毒邪能力及防御毒邪能

力较弱，体内三道两路运化能力受影响，容易受毒

邪侵袭，造成毒、虚并存的状态。壮医理论主要把

虚的原因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先天禀赋不足，父

母羸弱，孕期营养不良或早产等，多见于体质较弱

荨麻疹患者，或荨麻疹过敏体质者；二是后天过度

劳作，或正邪相争致使气血损耗过度而得不到谷

道、气道等通路补充气血，或人体三道两路运化失

常，道路阻滞，气血生化不足，运行不畅致虚，多见

于毒虚并存类慢性荨麻疹患者，此类荨麻疹患者

多为湿毒、瘀毒等有形之毒侵袭，过度损耗机体肾

精、正气而造成虚的状态［4］。

1.3 毒虚并存导致荨麻疹的发展 壮医学认为，

由于人体虚弱，风毒、湿毒等毒邪侵袭后造成人体

内毒虚并存的状态。一方面，风毒、热毒、寒毒等

毒邪与体内正气抗争，造成正气亏虚的状态，或湿

毒、瘀毒等毒邪阻滞三道两路，致使气血运行不

畅，最终导致脏腑亏虚，或气血亏虚。另一方面，

机体内正气不足、脏腑骨肉气血等物质功能异常，

正不胜邪，则外侵毒邪及内生毒邪过盛，引发各种

病症。毒虚并存，导致荨麻疹发生发展。与此同

时，在荨麻疹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外风毒邪的

侵入，造成人体正气不足，容易引动内风，如肝风

内动，或引发肺燥，导致荨麻疹患者出现头痛、眩

晕、咳嗽等，或热毒入侵，引发内生火毒，如中医学

的肝火扰心，使部分荨麻疹患者出现胸闷等症状，

或内生湿毒，导致脾脏功能失调，引发痰饮、水肿

等病症。荨麻疹长期反复发作，对人体精神活动

造成影响，可能出现抑郁等精神异常症状，或伤及

肾脏、脾脏等［5］。

2 壮医学在荨麻疹治疗中的作用

在疾病治疗方面，壮医常常应用三部治疗法，

即解毒、补虚、调气，临床常需要辨证患者毒的种

类、虚的程度，若毒邪过盛，而正气不衰，则以解毒

为主，补虚调气为辅；若正气衰弱，而毒邪未侵，则

以补虚调气为主，兼防御毒邪；若毒邪外侵，正气

衰弱，则解毒与补虚兼施，达到解毒而不伤正，补

虚而不留邪，内外兼治，攻补同施，达到治疗荨麻

疹的目的。

2.1 解毒 解毒就是利用相应的药物祛除相应

的毒邪，毒邪一旦入侵人体，对人体三道两路影响

较大，而三道两路化生和调节的部位为人体的五

脏六腑，所以外邪入侵，严重影响脏腑功能，亦可

引发内毒，如外风（毒）引动内风（毒）等，临床治疗

时需辨证使用解毒药，针对引发荨麻疹的毒邪种

类，可以分为解风毒、解热毒、解寒毒、解湿毒、解

瘀毒等。对病程较久的患者配伍补虚药，达到攻

补兼施的效果，缩短疗程。

2.1.1 解风毒 《素问•风论篇》中谓风为百病之

长也，风者，善行而数变，风毒常夹其他毒邪共同

致患，谓风气藏于皮肤之间，遇热毒则得风热，遇

寒毒则得风寒，遇湿毒则得湿毒，在治疗时需同时

解两种毒邪，或多种毒邪同解。风毒入侵，一方面

耗损人体正气，使正气虚弱，造成毒虚并存而致

病，影响天、地、人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或风毒

经气道传入，到达化生和调节器官肺脏，阻滞三

道，引起脏腑亏虚，进而影响龙路、火路，使天、地、

人三气不能同步而致病。或外风过盛，引动内风，

外风合并内风，使风更加“善行而数变”，此时宜采

用内外兼治、祛风解表、平息内风的治疗原则。壮

医将对风毒的治疗编成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歌诀，

如有毛能祛风，藤木通心定祛风，如壮药五味藤、

石南藤，大血藤、黑风藤等藤本植物［6］。壮医经过

经验积累，总结出了较多治疗风毒病的方剂，如浮

萍止痒汤（由浮萍、防风草、马齿苋、麦冬、生地黄、

甘草组成）可用于治疗风毒热毒盛者；桂枝止痒汤

（由桂枝、芫荽、防风、荆芥、葫芦茶、车前草组成）

可用于治疗因风毒寒毒而致荨麻疹；煅牡蛎湿疹

散（由煅牡蛎、生地黄、何首乌、当归尾、苦参、白花

蛇舌草组成）可用于治疗风湿毒所致荨麻疹。患

者若疼痛应配以行气药，虚者宜辅以补虚药［7］。

2.1.2 解热毒 热毒是南方地区最常见的致病

因素之一。热属阳，热毒侵袭，可导致体内阳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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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则损伤阴气，造成阴阳失调。外感热毒过盛，

可使脏腑内生热毒、血热生风、皮肤腠理疏松，更

易感受风毒等毒邪，致使天、地、人三气运行不同

步，三道两路阻滞不畅，引发荨麻疹。热毒之邪，

既可单独致病，也可挟邪为患，如湿毒、风毒。热

毒可侵犯机体各部位，因此，热毒证的临床表现复

杂。民间壮医习惯将用药经验编成歌诀，如根黄

能清热、苦能解毒兼清热，如天仙藤、绞股蓝、苦瓜

等，壮医亦善用以毒攻毒法治疗热毒证，如木鳖

子、蛇莓等。壮族处于热毒病高发地区，民间壮医

积累了较多的治疗方剂，并取得较好的疗效，如路

边青清热汤（由路边青、生石膏、白马骨、茅莓组

成）专治热毒内盛等。

2.1.3 解寒毒 寒毒侵入机体后，最易损伤人体

阳气，造成阴阳失调，又会凝结血脉气机，阻碍龙

路、火路，阻滞三道两路，使天地人三气不平步而

致病，或伤及皮肤，皮肤腠理闭塞致营卫失和，络

脉结聚而成疹块，寒毒亦可伤及脏腑，使脏腑功能

失调，无法化生和调节气血，气血生化不足，运行

不畅，使天地人三气不能同步。寒毒既可单独致

病，又可夹风毒、湿毒共同为患，多见于人体寒性

体质者［8］，此类患者多得温则减，得寒则剧。即近

火或进食温热食物后病痛减轻，遇寒或进食寒凉

食物后病痛加重。壮医常用于解寒毒的药物有肉

桂、八角、花椒、小茴香、紫苏、香菜、韭菜，多为药

食同源之品。壮医治疗寒毒的代表方剂有八角祛

寒汤、二姜祛寒汤、大风艾祛寒汤等，在临床治疗

时常配伍止痒药，治标治本，防复发，另外，应中病

即止，不可过剂，以防药物的反作用。并且常配伍

补阳药物如破故纸、巴戟天等。

2.1.4 解湿毒 壮族地区为湿毒之地，久居湿

地，容易湿邪入里或湿邪内生，湿毒内蕴滞于筋脉

骨肉、三道而致病，另外夏季炎热，人民喜食生冷，

伤及脾胃，脾运化水湿不利，则内生湿毒、生风，影

响谷道，气血生化不足，血虚生风而发荨麻疹。湿

毒善变，容易夹其他毒邪，如春易夹风毒，夏易夹

热毒，秋易夹燥毒，冬易夹寒毒，治疗难度加大，辨

证治疗时应视季节环境而定，体现天地人三气与

自然界天地同步运行，制约化生，生生不息。湿毒

黏滞，致病多缠绵难愈，病程较长，另外湿毒易阻

遏气机［9］，影响气道，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气

机不畅，则血运行不畅，阻滞龙路、火路，使天地人

三气平衡失调，无法平步运行而致病。壮医常应

用的解湿毒药有一点红、土茯苓、马齿苋、苦参、蛇

床子、鬼画符等。在解湿毒的同时配伍通谷道、气

道药物，健脾行气，标本兼治。

2.1.5 解瘀毒 瘀毒内生，主要的表现形式为血

瘀，瘀毒侵袭，内则影响脏腑机能，气血生化不足，

造成血虚，阻滞龙路、火路，天、地、人三气平衡失

调，不能同步运行，三道受阻而致病；外则阻滞血

络，使肌肤失养，皮肤腠理疏松，卫外不固，易感外

邪，如风邪、热邪，与中医理论血虚生风、血热生风

类似，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说。表证

入里，使本症时发而缠绵难愈。另外，瘀毒阻滞气

机，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血不得运行，则气不得附

藏于血中，涣散不收而无所归，导致脏腑得不到气

血滋养，功能紊乱，影响三道化生和调节，使天地

人三气失调而致病。临床常配伍行气药，使气血

调和，滋养三道，通畅两路［10］。壮医学治疗瘀毒型

荨麻疹除常规口服活血化瘀汤剂外，更有许多民

族特色疗法，如壮医放血疗法具有调整阴阳、调理

气血、通调三道、两路、解毒等功效，对慢性荨麻疹

有一定疗效，另外，壮医熏洗疗法也具有疏通三道

两路、温通经络、活血化瘀、调和气血的作用［11-12］。

2.2 补虚 虚是指正气虚弱、血脉虚弱、抵抗毒

邪能力较弱等。补虚是通过直接补虚法（如补气

血、补阴阳等）或间接补虚法（如调和气血、调节脏

腑、调节三道二路等）以及其他各种具有增强人体

正气、血脉的治疗手段，增强人体免疫力，改善患

者体质亏虚的状态。虚是荨麻疹发病的内在基

础，通过补虚可以增强患者抵抗风毒、热毒、寒毒

等外毒侵入，以及增强化解体内瘀毒、湿毒等内毒

邪的能力，增强患者的抗病能力。壮医学认为补

虚可以调节脏腑骨肉气血功能，而脏腑骨肉气血

是构成人体结构的物质基础［13-14］，可充分体现人

体正气充足与否，脏腑也是三道化生和调节的器

官，气血充足，则龙路、火路通畅，天、地、人三气平

步运行而达到治疗荨麻疹的目的，并可缩短疗程。

壮医治疗荨麻疹，善用血肉有情之品，并多为药食

两用之品，且以预防为主，治疗为辅，如补气可食

用蛤蚧、山鸡、鹧鸪等，补血有龙眼、当归、紫河车

等，补阴有乌龟、甲鱼、旱莲草等，补阳有狗肉、山

羊肉等，另外，壮族人民喜食疗治病，如猪肚煲鸡

汤（内含枸杞、当归、党参、胡椒等壮药）对胃虚、气

血有一定作用，但补虚不宜过度，如补阳过度则伤

阴，补气血过度则易引起鼻窍流血等。荨麻疹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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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可食用血肉有情之品配伍药食两用补气血之

品，达到不治自愈的效果。另外，可利用外治法补

虚，如壮医药线点灸治疗脾虚证［15］。

2.3 调气 调气是指调节人体之气，使其与天地

之气平步运行。调气主要通过调龙路、火路，龙

路、火路是人体运行气血的通道，其内属脏腑、外

络支节，贯通上下左右，使人体天部、人部、地部的

气血保持相对平衡，发挥正常功能。荨麻疹患者

大多气虚，正气虚弱而致外邪内侵，正如《黄帝内

经》中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

必虚”之说，调畅气机对荨麻疹患者至关重要，如

滕红丽等根据壮医学“痒疾抓长子”“寒手”“热背”

“肿在梅”的配穴原则，利用壮医药线点灸大肠俞、

肺俞、曲池、足三里穴等，具有较好疗效［16］。另外，

壮医耳针疗法具有疏通气道、谷道、龙路及火路的

功效，联合内服消风散对急性荨麻疹有显著效

果［17］。亦可联合其他疗法治疗荨麻疹，如联合体

针疗法等［18］。

3 讨论

壮医学是中医学学科的重要分支，具有独特

的民族疗法［19-20］。壮医学认为，毒、虚是荨麻疹的

两个重要致病因素，引发荨麻疹的毒邪主要有风

毒、热毒、寒毒、湿毒、瘀毒等，毒邪与正气势不两

立，毒邪可损耗正气，正气亦可抵抗毒邪，如若正

气亏虚，形成毒虚并存的局面，则会加大治疗难

度。从壮医“毒虚论”探讨荨麻疹的治疗有一定临

床意义。壮医学认为，荨麻疹的治疗主要以解毒、

调气、补虚为主，配伍止痒药物，达到标本兼治的

效果，另外，更应注重预防，可通过运动锻炼、药膳

达到增强抵抗力的效果，药膳则善用壮医药中血

肉有情之品，更好地防御毒邪。壮医学认为，治疗

荨麻疹主要通过通调三道两路，增强脏腑骨肉气

血功能，使天地人三气平衡，同步运行，从而达到

治疗目的，此作用机理与中医学“异病同治”不谋

而合。病程较久者，久病容易伤肾，治疗时应适当

配伍补肾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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