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医药 2023 年 8 月第 42 卷第 8  期     Beijing Journ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ugust，   2023，  Vol. 42，  No. 8

从六经内调法论治生殖器疱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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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六经内调法以中医整体观念为基础，指治疗疾病时不局限于某一脏腑、经脉，而是根据疾病传变规律，以病脏

病经为出发点，利用五行生克制化，以中药归经指导临床用药，脏腑经脉同调，以达到“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效果。

鲍身涛教授根据临床实践认为生殖器疱疹病机以脏腑功能失调、正气不足为本，湿热为标，治疗时重在清热利湿、补虚泻

实，从脏腑、经脉2个层面认识疾病本质，调理人体偏颇状态，使机体在短时间内重新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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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器疱疹（genital herpes，GH）是由单纯疱

疹病毒（HSV）感染泌尿生殖器及肛周皮肤黏膜而

引起的一种慢性、复发性、难治愈的性传播疾

病［1］。GH临床上分初发性与复发性，初发性临床

表现较重，除生殖器部位的水疱、糜烂、溃疡外，

甚者见乏力、发热、肌痛、头痛和无菌性脑膜炎

等；复发性主要表现为生殖器溃疡，可能伴随由

病毒沿神经传播引起的前驱症状，包括刺痛、烧

灼感和瘙痒等，通常并无全身症状［2］。西医对GH
的治疗主要是抗病毒和提高免疫力，以消除症状、

缩短病程、减少并发症和防止病情复发，但不能

根除，长期使用抗病毒药会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并产生耐药。GH 属中医学“阴疮”“热疮”“疳

疮”等范畴，中医药疗效确切。北京中医药大学

第三附属医院鲍身涛教授师承东直门医院毛雨泽

教授，在秉承毛教授“六经同治”思想的基础上，

通过多年临床实践，进一步提出“六经内调法”，

从脏腑、经络论治GH疗效斐然。

1 “六经内调法”之内涵 
由于当今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多重影响，GH并

非单一脏腑经络问题所导致，而是多个脏腑、多

条经脉失和，整体阴阳平衡失调，若仅对单一经

络或脏腑进行治疗，则效果欠佳。基于此，鲍身

涛教授提出了“六经内调法”的治疗思路，以中

医学整体观念为基础，以五行学说、藏象学说、

经络学说为核心，以中和思想为指导，调节体内

阴阳平衡，使机体处于正常有序的状态［3］。

“六经”一词首见于《黄帝内经》，是三阴三

阳经的合称，即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太阴

经、少阴经、厥阴经，用于指代十二经络。“六

经”为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运行气血、沟通

上下表里、协调阴阳及联络脏腑的作用。张仲景

《伤寒论》中的“六经”首先将脏腑功能分为阴阳

二大类，五脏属阴，六腑属阳，然后根据各脏腑

的不同功能和所属经络的不同循行部位，分为

“三阴三阳”，后世将其总结为“伤寒六经”。《伤

寒论》“六经”是在藏象学说的基础上，对人体功

能作出的另一层次的概括，这些功能以脏腑为主，

旁及经络。

毛雨泽教授、鲍身涛教授结合《内经》《伤寒

论》 对“六经”的认识，以及各自的临床经验，

指出“六经”是一种以脏腑为核心，包括十二经

脉及阴阳、气血、津液、精神的整体生理功能状

态，如《类经》所言：“经脉者，脏腑之枝叶；脏

腑者，经脉之根本”，脏腑是机体生命活动的中

心，而经脉是贯穿其中的生命线。人体任何一部

分发生异常，都会影响脏腑的功能，并通过经络

的传导体现于体表的特定部位上，同时经络也是

外邪由表入里和脏腑之间病变相互影响的途径［4］。
“六经内调法”从脏腑和经脉 2 个层面认识疾病，

调理人体偏颇状态，使机体在短时间内重新达到

新的阴平阳秘。以皮肤科常见证型脾虚湿蕴证为

例，病在太阴脾，当主调太阴经，主选入太阴经

的中药以健脾利湿。五行母子相通，病常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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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旺能令母实，子虚必盗母气，火者土之母也，

心属火，当虚则补其母，用入少阴心的药物益火

补土，火旺则土生；母病及子，脾胃一虚，土不

能生金，则肺气先绝，当选用入太阴肺的药物补

益肺金；肝木克脾土，土虚则肝木侮而乘之，可

选用入厥阴肝的药物抑木扶土；脾土克肾水，土

虚则肾水轻而侮之，当培土制水，可辅选入少阴

肾的药物。因五脏六腑相互表里，中药不只走一

经、治一症，汇而集之，可达补虚泻实、“六经”

同治、脏腑同调之效。

2 从“六经内调法”论治GH 
GH的发生主因脏腑功能失调，正气不足，不

洁性交后，湿热秽浊之邪乘虚而入，正气无力祛邪

外出，湿热邪气壅滞于阴器发为本病。日久耗气伤

阴而致正虚邪恋，导致病情缠绵难愈。GH的病位

在生殖器，为厥阴经循行部位，在人体属阴，与太

阴经、少阴经等阴经关系密切，病变脏腑为肝脾

肾，与心肺相关。

2. 1　厥阴肝木郁，当舒之泄之　

《灵枢经》载：“肝足厥阴之脉……过阴器”，

因此厥阴经的病变可以直接影响生殖器。肝为厥

阴之脏，喜条达而恶抑郁，现代人常因情志不遂

致肝郁不舒，肝木疏泄不及则木郁土壅，脾胃受

损而生湿，久而蕴热［5］，湿热郁蒸循厥阴经下注

阴器发为疱疹。GH为性传播疾病，易复发且难以

根治，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更加重肝气郁

滞，肝之气机失于条达，日久肝阴受损，郁热内

生，与湿搏结而反复发作。《四圣心源》载：“风

木者，五脏之贼，百病之长，凡病之起，无不因

于木气之郁。”所以治疗当调厥阴肝，以解郁为

先，郁解而肝气自平，不致克土，可选用金铃子

散、预知子、香附、生麦芽、月季花等，令肝木

条达。其中香附主入厥阴肝经辛香走窜，通行十

二经脉、奇经八脉气分，功善疏解肝气之郁结，

常醋用增强入厥阴经疏肝的功效。湿热下注厥阴

经可选用青蒿、茵陈、虎杖、垂盆草、榼藤子等，

以清泻肝经湿热，使药物直达病所。如茵陈为青

蒿之幼苗，气香味苦，能引肝胆湿热下行自小便

出，又禀少阳初生之气，顺从肝木生发之性，使

不郁滞。

2. 2　太阴脾土湿，当健脾利湿　

《素问》载：“前阴者，宗筋之所聚，太阴阳

明之所合也。”《灵枢经》载：“足太阴之筋……聚

于阴器。”脾之经脉与胃之经脉连络于阴器，且其

筋亦与阴器相连，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

源，生殖器赖以脾之经络输送的水谷精微濡润滋

养，“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土强者，自能胜

湿，若嗜食肥甘厚味，饮食不节致中州不运，水

津不能运行三焦而布散周身，则会出现水湿停聚，

与热相合，循经下注阴器出现红斑、丘疹、水疱、

糜烂、溃疡、渗出等表现。治疗当调太阴脾，选

用主入太阴经的白术、茯苓、薏苡仁、苍术等，

既可除湿又可健脾，其中白术、薏苡仁、苍术炒

用，加强健脾之功。《汤液本草》云：“非白术不

能去湿”，故常以炒白术配茯苓，既能实脾土以防

木侮，又能使气血生化有源以益肺卫。主因土虚

甚而成湿者，又当补脾胃为主，可予入太阴经之

黄芪、蓝布正、红景天等益气健脾，则肺气旺而

肌表固实，气能生血，血充则肉长，黄芪又行内

托排脓、养血生肌之功。湿乃津液之属，随气化

而出，故在除湿之中常加少许辛行苦泄、气味芳

香、主入脾胃经之品，如大腹皮、枳实、甘松、

广陈皮、佛手、香橼等。补其虚，除其湿，行其

滞，调其气俱备，切中调脾胃之法。鲍身涛教授

临证常少用黄芩、黄连等苦寒燥之品，防其伤胃

伤阴，又防止苦寒太过阻滞气机，反使热邪因寒

药格拒而深伏不出［6］。
2. 3　少阴肾主水，当补肾制水　

《灵枢经》云：“足少阴之筋……并太阴之筋而

上循股阴，结于阴器”，故有“肾主阴器”之说。

足少阴肾荣于阴器，且肾主水，肾的气化作用主宰

全身津液的输布和排泄，维持体内津液代谢平衡，

肾阳不足，气化功能失司，水气流溢，脾胃不得命

门之火以生土，则土寒而不化，水泛为湿，循经散

于阴器则出现水疱、渗出等表现。若房事过度或湿

热秽浊之邪久蕴，易使少阴肾水亏其源，火不归

元，阴器失于濡养虚火熏蒸，致GH反复发作，迁

延不愈。治疗当调少阴肾，可予主入少阴经之巴戟

天、仙茅、淫羊藿等补肾阳以充卫阳，益火补土，

温化湿邪。少阴肾所主者水也，肾水一虚，则无以

制余火，火旺不能直折，当补肾滋阴，壮水之主，

以制阳光。临床可予牡丹皮、黄柏、生地黄等坚肾

润燥，救肾水之不足，泻相火之有余。湿热盛者，

渗去其湿，则热亦随去，可予萆薢、泽泻等，萆薢

除湿兼补肝肾，泽泻又能利膀胱包络之火，火泻则

湿行，湿行则火泻，湿热并行不悖。

2. 4　太阴肺金燥，当清热润肺　

肺朝百脉，十二经脉的气血流注从手太阴肺

经开始，逐经相传，将气血流注全身，营养和维

持阴器的功能活动。太阴肺属金，为娇脏，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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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热，火性炎上，易致肺热叶焦，皮毛为肺之合，

故见红斑、丘疹、痒痛等 GH 表现。金得火则燥，

治疗当调太阴肺，可予并入太阴阳明经之北沙参、

麦冬、知母、玄参等内滋中土之燥，外清皮之热，

滋燥金以壮水源，养胃阴以令金生；予芦根、栀

子、滑石、白茅根等上入心肺清肺化气，通水道、

解热郁、行结气，使火邪从小便中出；予薄荷、

淡豆豉、贝母等苦泻心火、辛散肺郁，去在皮肤

之风热，引诸药而入营卫。

2. 5　少阴心主火，当泻火治血　

“诸痛痒疮，皆属于心”，少阴心为火脏，主

血脉而行气，心主神志，心气郁滞、情志化火，

或心火亢盛，火热随血脉壅于肌肤，气血凝滞，

热微则痒，热盛则痛，故GH患者常出现皮肤的瘙

痒、烧灼感或疼痛等临床表现。治疗当调少阴心，

少阴心主火，火郁日久便是毒，临床可予主入少

阴经之连翘、金银花、板蓝根、大青叶、栀子、

郁金、丹参、莲子心等清营凉血、泻火解毒。火

盛则扰神明，故调神重在治血。鲍教授临床喜用

合欢皮、柏子仁、首乌藤、当归等养血安神，使

肝魂得藏、胆虚得眠、心脾得补，则血归于脾，

五脏安和，睡卧得宁。

3 病案举例 
患者，男，37 岁，2021 年 3 月 3 日初诊。主

诉：阴茎水疱伴疼痛 2 个月，加重 1 周。患者诉 2
个月前不洁性交后阴茎部出现水疱伴疼痛，于外

院诊断为“生殖器疱疹”，口服阿昔洛韦抗病毒治

疗，病情好转，近 1周皮疹复发。刻下症见：阴茎

部见成簇水疱，部分水疱破溃，少许渗液。纳尚

可，口干欲饮，小便短赤，大便调，长期熬夜，

平素急躁易怒，嗜食肥甘厚味。舌红胖、苔黄腻，

脉弦。西医诊断：生殖器疱疹；中医诊断：阴疮，

辨证：湿热下注证。自拟处方阴疮六经内调汤，

方药组成：青蒿 20 g，郁金 10 g，醋延胡索 10 g，
炒川楝子 9 g，金银花 20 g，泽泻 10 g，预知子

10 g，茯苓 15 g，炒白术 15 g，北沙参 10 g，丹参

15 g，芦根 15 g，枳实 10 g，合欢皮 15 g，酸枣仁

15 g，首乌藤 15 g，大腹皮 10 g，生蒲黄 10 g，三

七粉（冲服） 2 g。7 剂，1 剂/d，水煎，早晚餐后

温服。嘱忌食辛辣之品以及牛羊肉、海鲜、蘑菇

等，规律作息，暂禁房事，调畅情志。

2021 年 3 月 10 日二诊：患者无新发皮疹，已

无渗液，散在部分小水疱，因病情自觉压力大，

烦躁，失眠，上方加炒栀子 6 g、淡豆豉 6 g、柏子

仁10 g。7剂，煎服法同前。

2021 年 3 月 17 日三诊：患者病情基本好转，

水疱消失，皮疹未再发，焦虑状态缓解，守上方

继服14剂，诸症消失。随访3个月未复发。

按：患者平素急躁易怒，影响厥阴肝之疏泄，

气机运行不畅，津液运行输布失常，又平素嗜食

肥甘厚味，易致脾胃受损湿热内生，湿热循经下

注足厥阴肝经，加之不洁性交，感受湿热秽浊之

邪，故出现阴茎部的水疱、渗液、疼痛。本病病

位在足厥阴肝经，以调厥阴经为主，治当清利肝

经湿热。“阴疮六经内调汤”以调厥阴病经为主，

六经同治、脏腑同调。其中青蒿主入厥阴肝与少

阳胆，清泻肝经湿热，又长于清解肝胆郁热及肌

肤之火；延胡索、川楝子、预知子、三七粉、蒲

黄入厥阴经，疏肝行气、化瘀止痛，促进创口愈

合；茯苓、白术、枳实、大腹皮入太阴脾及阳明

胃益气健脾、行气化湿，扶土以抑木乘；金银花、

丹参、郁金、合欢皮、首乌藤、酸枣仁入少阴心，

清热凉血解毒、活血养血安神，心血足则火熄，

心火得清，则肝木自疏；北沙参、芦根入太阴肺

与阳明胃甘寒滋阴，清金泻热，佐金以平木，又

可防苦寒、辛香药太过伤胃伤阴；泽泻入少阴肾

与太阳膀胱泻其虚火，泻火即坚阴壮水，滋水涵

木，则肝气平矣。二诊方加栀子、淡豆豉、柏子

仁泻心肺之邪热，补心脾，助肝肾，共行除烦养

血安神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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