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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古籍,总结古代文献对“臁疮”这一疾病病名、临床表现描述、病因病机特点、辨证论

治处理,发现古代医家认为臁疮的主要病因为“风、湿、热、毒、虚、瘀”,多为湿热下注、热毒瘀滞,致使

经络阻滞,气血不通,日久溃烂,诱发成疮,久则损及肝肾。古文献对臁疮的外治法记录十分丰富,有

成方,也有单方,值得临床进一步验证和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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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reviewingancientbooks,summarizingancientliteratureonthediseasename,clinicalmanifestationofec-
thyma,etiologyandthecharacteristicsofthepathogenesis,thetreatmentofdialecticalprocesses,itisfoundthatancient
doctorsbelievedthatthemaindiseaseofecthymawas“wind,dampness,heat,poisonous,deficiencyandbloodstasis”,
whichwasmostlycausedbytheinjectionofdampnessandheat,thermalpoisoningandbloodstasis,resultinginthe
blockageofmeridians,theobstructionofQiandBlood,andinducedecthymaandthedamageofliverandkidneyfora
longtime.TheancientChinesedocumentsareveryrichintheexternaltreatmentofecthyma.includingbothpolyphar-
macyprescriptionsandsingleherbalprescriptions,whichisworthyoffurtherclinicalverificationand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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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对“臁疮”的认识历史悠久,相当于现代
医学的小腿慢性皮肤溃疡,多见于下肢静脉曲张、下
肢深静脉血栓形成、下肢静脉瓣膜功能不全等下肢
慢性静脉性疾病的并发症。中医认为本病多由久站
或过度负重,而致小腿筋脉显露,瘀血阻滞,停留经
络,久而化热,或小腿皮肤破损染毒,局部溃破渗出,
久不愈合所致。中医学对本病的认识经历了不断深
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治疗上不断创新,某些治法至今
仍在临床使用,本文将臁疮的病名、病因病机及治疗
等方面的中医文献进行综述如下,以期为中医药防
治该病提供文献依据。

1 古文献对臁疮病名及症候表现的描述

“臁疮”中的“臁”,《康熙字典》注:“胫,臁也。”[1]

臁疮即发生于小腿部的慢性溃疡。多发于小腿下三
分之一,踝骨上三寸的内、外臁皮肉较薄之处,溃疡

日久难敛,或虽经收口,每因劳累破伤而复发。臁疮
病名专列篇章,首见于窦梦斋所著《疮疡经验全书》,
见于卷六腿足膝部及诸瘤篇[2],又称“裙边风”“裤口
毒”“老烂腿”等。明代《证治准绳·疡医·臁疮》记
载:“鬼遗云,两曲瞅膀肚下,内外两踝前有廉刃,两
边为里外廉,上结痈肿,此处近骨难瘥……或问足内
外臁生疮连年不已何如? 曰,此由湿热下注,瘀血凝
滞于经络,以致肌肉紫黑,痒痛不时,女人名为裙风、
裤口疮,即臁疮也,最难克效。”[3]记载其发病部位在
小腿内外两臁,多由于湿热下注所致,病史较久,难
以愈合。明代《外科启玄》又称本病为“裤口毒”“裙
边疮”“内外足踝骨生疮。名曰裙边疮,是受裙边风
所致,久治不痊。”[4]明代《外科十三方考》记载:“此
疮亦生于连儿骨上,女子生者名裙边疮,男子生者名
疮,故治法与疮同。”[5]《疡医大全》卷二十五也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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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为“裙边疮”[6],《外科证治全生集》卷一将本病称
为“烂腿、裤口毒”[7]。宋代庄季裕《鸡肋篇》言:“疮发
于足胫骨旁,肉冷难合,色紫而痒者,北人谓之臁疮,
南人呼为肝疮,其实一也。”[8]明代万密斋《秘传外科
心 法·侧图形十一症·外臁》云:“外臁生于正臁骨
上,洗法同前。不论内外经年不愈,以成顽疮粉毒者
有之,以致脚疮。”[9]

可见,宋代以后,中医学对臁疮的认识逐渐增
多,而且病名有内、外臁之分,临床表现方面基本描
述一致,都是古代穿着的裙边、裤口附近,小腿内、外
臁附近的疮疡,溃疡发生前患部长期皮肤瘀斑、粗
糙,溃疡发生后,病情迁延,难以速愈。

2 古文献对臁疮病因病机的认识

《疮疡经验全书》云:“里外臁疮,三里之旁,阴交
之侧生之者,因肾经寒气攻于下焦,……因风邪之所
攻,外有冷气之所搏,或因撞伤所致”[2],言臁疮发病
与肾气不足、外受风冷之邪,内外相合而发病。《外
科启玄》指出:“臁疮生于小腿内侧,诚足厥阴肝经,
不易愈合;而生于外侧,属足阳明胃经可治”[4],从经
络学角度进一步认识臁疮发病的病机;同时,此书还
记载臁疮发病“盖因不禁房事故也”,认为臁疮发病
与肾精亏损密切相关。《外科说约·痈疮》提出:“臁
疮,红者多热,肿者多湿,痒者多风,痛者属实,早宽
而暮肿者属气虚下陷”[10],详细论述臁疮发病可能与
湿、热、风及气虚等致病因素相关。《外科证治全生
集》中云:“生于小腿,……因气滞血瘀,经年累月,臭
烂憎人。初起或腿上搔破,或生小疤,因经热汤之气
所致,或食毒物而成”[7],认为臁疮的发病与饮食不
节、外感湿热之邪相关。《疡医大全》言:“裙边疮是
受裙边风所致,不戒房事,故久久不瘥”[6],强调臁疮
的发病与房事、肾脏虚寒相关。《外科正宗·臁疮
论》则提出:“臁疮者,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有新久之
别,内外之殊。”[11]《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胫
部·濂疮》曰:“此证生在两胫内外骨,外臁属足三阳
经,湿热结聚,早治易于见效;内臁属三阴,有湿,兼
血分虚热而成,更兼臁骨皮肉浅薄,难得见效,极其
绵缠。”[12]《外科大成》云:“臁疮,女人为裙风裤口。
生于外臁者,由三阳经湿热,易治;生于内臁者由三
阴经 虚热,难治。”[13]均认为臁疮发病缘于风、湿、
热、毒,且发病原因、发病部位、病程不同,预后也不
同,需要分别辨治。陈文治《疡科选粹》云:“臁疮由
湿热下注,瘀血凝滞,日久之后,气多不堕,是以经年
不愈,变而成顽”[14],则提出瘀血与湿热在臁疮致病
中的作用。《华佗神医秘传》载:“臁疮有内外之异,
因脏腑有湿毒,乃外发为疮。亦有因打扑抓磕,或遇
毒虫恶犬咬破损伤因而成疮者”[15],说明臁疮乃内

因、外因合而为病,内有湿毒,外受毒邪。《疡科心得
集》中云:“臁疮者,……乃风热湿毒相聚而成,或因
饮食起居亏损肝肾,阴火下流,外邪相搏而致”[16],认
为臁疮的发病是风、湿、热、毒导致肝肾不足,复感外
邪,是虚实夹杂之证。

综上所述,古代文献对臁疮的病因病机认识逐
渐深入,将臁疮的发病,据部位分为内臁、外臁,据病
程,分为新发或久病,致病因素归于风、湿、热、毒、虚
和血瘀,急病多为湿热下注、热毒瘀滞,久则肝肾亏
虚,致使经络阻滞,气血不通,日久溃烂,诱发成疮,
多属虚实夹杂。古代文献对病因病机的丰富描述,
为臁疮的中医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

3 古文献对臁疮辨证论治

唐代以前“臁疮”的论治及阐述均归于“疮疡”病
篇,属于污染创面,中医学对于疮疡的论治有着独特
的理论体系,对创面修复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早在周代,就开始用石胆、丹砂、雄黄、矾石、磁石炼
制的外用药外治溃疡。《五十二病方》[17]记载了多种
处理溃疡创面、防治瘫痕的方法和药物。《刘涓子鬼
遗方》[18]广泛应用止血、止痛、祛腐、生肌等外用药治
疗皮肤溃疡。《肘后备急方》[19]首先发现创面感染缘
于外来“毒气”,提出制作“薄贴”的方法。《备急千金
要方》记载慢性疮疡的清创方敷药法,云:“夫痈坏后
有恶肉者,宜猪蹄汤洗去秽,次傅食肉膏散,恶肉尽
后,傅生肉膏散,及摩四边,令好肉速生。”[20]宋之后,
古代医家将“臁疮”病名确立,单列篇章,论治描述逐
渐详细,尤其是外治法,记录非常多,单明代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21]中记录臁疮的外治方就有33首,书
中详细说明一些药物的外敷用法,如药物伏龙肝,描
述:“臁疮久烂。用陈年伏龙肝末、黄、黄丹、赤石脂、
轻粉等分,调清油,敷布上,贴患处。如发痒,须忍
住,数日可愈。”《疡科选粹》提出臁疮除外貼膏药外,
以内服汤剂,使经络调和,皮肤自合,主张内外结合。
《校注妇人良方·卷二十四·妇人下注臁疮方论第
十》记载:“妇人两臁生疮……若初起发肿赤痛,属湿
热所乘,用人参败毒散,或槟苏败毒散。若漫肿作
痛,或不肿不痛,属脾虚湿热下注,补中益气汤。气
血俱虚,八珍汤。若脓水淋沥,体倦少食,内热口干,
属脾气虚弱,补中益气加茯芩、酒炒芍药。若午后头
目不淸,属脾虚阴火,用前汤加熟地、芍药……”[22]将
臁疮的辨治分为湿热下注、气血俱虚、脾气虚弱、脾
虚阴火等多种类型,并论述相应的方剂及内服药物
加减,十分详细。《医宗金鉴·外科和心法要诀》曰:
“臁疮当分内外廉,外廉易治内难痊……法宜搜风除
湿热,外贴三香夹纸”,提出内服药物,外贴三香丸夹
纸的治法。《外科正宗·臁疮论第七十四》记载:“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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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丸治外臁血风顽疮”,并记录四生丸的组成,地龙
(去土)、個蚕(炒,去丝)、白附子、五灵脂、草乌(去皮
尖,泡)各等分。《验方新编》[23]中记录用葱白、犍猪
油、樟脑捣烂外敷,防风、金银花、甘草节煎汤淋洗的
方法治疗臁疮,还有用羊屎末、麻油调敷治疗臁疮的
偏方。《医方一盘珠全集》记载:“四生散治臁疮之总
司也。白附子、黄芪、羌活、沙蒺藜各味三钱共为未,
每服三钱,酒调下”[24],并配合一外治方:用黄柏、轻
粉、猪肌水调搽,又用乳香、松香、麻油调敷,言“立
效”。《寿世简便集》曰:“臁疮,用木桐枳数粒,火煅
成膏,涂之多至三次即愈。”[25]《永类钤方》记载以槟
榔、龙骨、水银粉、干猪粪、银粉调敷治疗臁疮[26]。
《丹溪心法》记载以乳香、没药、水银、当归各半两;川
芎、贝母、黄丹二钱半真,与麻油五两调敷外治臁
疮[27]。《古今医鉴》用乳香、松香、香油摊敷于茭箬叶
之上,组成三香膏,“治远近臁疮溃烂至骨,疼痛”,言
“登时止痛”[28]。《万病回春》曰:“臁疮,五倍子炒为
末,加百草霜、化黄蜡如内,摊隔纸膏贴之愈。”[29]《太
平惠民和剂局方》记载:“槟榔、黄连、木香上为细末”
用于“疳瘘恶疮,连滞不瘥,下注臁疮,浸溃不敛”[30]。
《急救广生集》记载用石膏、轻粉、冰片、麻油组成的
外用纸膏治疗臁疮[31]。

4 结语

古代医学家对臁疮疾病作了大量的文献记载,
对其病名描述形象,如“裙口风”“老烂腿”等,总结其
病因病机,即湿热风毒,瘀阻经络,久则伤正,肝肾不
足,内外相合,虚实夹杂。并提出大量有效的治疗方
法,尤其是丰富的慢性溃疡的外治法,尽管十分朴
素,有待进一步临床证实,但对臁疮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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