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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彦萍对燕京赵氏皮科流派学术思想的溯源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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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彦萍教授深刻体悟燕京赵氏皮科流派学术思想，注重溯源学术发展脉络和发展现代临床应用。结合中医络脉

学说，提出皮肤血络理论，并创制虫藤通络饮等方药。对于皮肤湿病的证治，注重不同发作状态的方药变化调整。发扬中

医皮科取类比象，创制加减多皮饮、五叶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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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彦萍教授是歧黄学者，第六、七批全国老中

医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首都名中医，挖掘、

笃思、践行赵炳南（赵老）中医皮外科学术思想，

深入吸收燕京赵氏皮科流派的精髓，追本溯源，传

承发扬。白教授在赵老皮肤病气血津液辨证体系［1］

基础上，发扬络脉学说，提出皮肤血络理论［2］，以

阐释皮肤病的独特病机，为慢性难治性皮肤病提供

诊疗思路，推进络脉理论在皮肤病领域的发展。

1 对皮肤络脉辨治体系的延伸 
皮肤络脉是荣养皮肤腠理的重要环节，也是

脏腑病变传化到皮肤的必由之路，分为血络、气

络、津络，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持皮肤正常生

理功能。气络为运转气机的通道，具有卫外、气

化的功能，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相关［3］；

津络是布散津液的通道，具有渗灌润泽的功能，

与皮肤水液代谢和屏障功能相关［4］；血络为运输

血液的通道，具有滋养灌注的功能，与血液微循

环系统相关。皮肤气络、津络均依附于皮肤血络，

故皮肤血络是病机传变的枢纽，也是皮损产生的

前提和基础。针对皮肤络脉的虚实变化，白教授

完善了治法及方药，形成了理法方药完备的皮肤

血络辨治体系，是赵老气血津液辨治体系的延伸。

1. 1　虫藤通络饮　

虫藤通络饮是白教授自拟以“枝-藤-虫”联

用，疏通络脉、攻逐瘀血治疗皮肤血络疾患的代

表方。枝类药物的伸展条达特性，与支横别出的

络脉结构相似，能疏通络脉；藤类药物，形状纤

细蔓长，极似络脉，具有疏通经络、行血活血之

功；虫类药擅长走窜，轻灵迅速，取其善行疏通

之性，攻逐络脉积留之瘀。虫藤通络饮以桑枝通

血络、祛风邪，桂枝发汗通津络，助阳通气络，

间接调节皮肤血络；鸡血藤、首乌藤疏通血络、

充养血络，金银藤、络石藤散血络之郁热；地龙、

全蝎、水蛭疏通血络，无微不入，无坚不破；辅

以黄芪益气生肌，当归养血活血。“大凡络虚，通

补最宜”，全方攻补兼施，通补皮肤血络，兼顾气

络津络，适用于以络虚受寒、瘀阻皮络为病机关

键的各种皮科疑难疾患［5］。

1. 2　五仁汤　

五仁汤是白教授自拟用于治疗皮肤津络失养的

方药。以桃仁、杏仁、柏子仁、火麻仁、郁李仁组

成，适用于皮损肥厚、苔藓化、干燥脱屑等，如手

部皲裂性湿疹、神经性皮炎、皮肤淀粉样变等。方

中桃仁味苦性平，疏利开通、润燥活血；杏仁杀虫、

消肿，可去头面诸风气鼓疱；柏子仁味甘而补，辛

而能润，能透心肾、益脾胃，是滋阴养血之佳品；

火麻仁甘平滑利，入脾滋阴津化燥气；郁李仁甘苦

而润，性降利水，能消浮肿、通关格，破血润燥；

果仁类药质软而富含油脂，寓意滋润生发，五仁合

用滋养皮肤津络，攻润结合，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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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五香散　

“病在络脉，例用辛香”，白教授将此理论应

用到皮肤病的治疗并创制五香散，适用于气络不

通，皮疹暗红或淡红，郁久不退，兼有胃脘胀满、

胸闷嗳气、失眠痛经之症。五香散以丁香、木香、

檀香、藿香、香附组成。其中丁香辛温散结，温

脾胃，止风毒诸肿，能泻肺温胃暖肾；木香入三

焦气分，通上下诸气，又功专温脾行滞；檀香入

肺肾通阳明，治肾气诸痛，且消热肿；藿香助脾

开胃，止呕，去风水毒肿；香附能除胸中热，逐

瘀调经，并能除皮肤瘙痒外邪。五香合用，辛散

开郁，疏通皮肤气络，兼安五脏，以香美肤。

2 对皮肤湿病证治的发扬 
在诸多皮肤病的致病因素中赵老对湿邪尤为

重视，甚至将许多皮肤病统称为“皮肤湿病”，强

调“善治湿者，当治皮肤病之半”。针对皮肤湿病

不同的发作状态，赵老创制了系列方药［6］。白教

授将这类方药进行溯源，并结合临床予以发扬。

2. 1　清热除湿汤　

对于急性炎症皮肤病赵老最喜用加减龙胆泻肝

汤。元代《兰室秘藏》中所载龙胆泻肝汤，用于治

疗“饮酒湿热下注于下焦，前阴热痒骚臭”，组成为

龙胆草、泽泻、木通、当归、生地、柴胡、生甘草、

车前子，以清热疏肝，利下焦水湿。清代《医方集

解》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龙胆泻肝汤，在上

方基础上增加了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黄芩和泻火

除烦的炒栀子，使其不仅可清下焦肝经湿热，也可

泻上焦肝胆实火。赵老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走肺-皮

毛的连翘、牡丹皮，使方药更适用于皮肤疾患。随

后赵老化裁创制了清热除湿汤（湿疹一号），组成为

龙胆草、白茅根、生地、大青叶、车前草、生石膏、

黄芩、六一散，清热凉血解毒除湿，适用于湿热所

致且热重于湿的急性皮肤病，如急性湿疹、过敏性

皮炎、药疹、带状疱疹等。

白教授临床应用龙胆泻肝汤及清热除湿汤，

遵循赵老组方意旨，治疗偏于热重的皮肤湿病。

主要表现为发病急、病程短，局部皮损初起潮红

发热，轻度浮肿继而成片，小丘疹或水疱密集，

瘙痒明显，少许渗液，或伴身热、口渴、心烦、

大便秘结、小便短赤，舌质红，苔薄白或黄，脉

弦滑或弦数。此外，白教授重视脾胃失调为水湿

根本，常加用清热利湿健脾之剂，如黄柏、蒲公

英、茵陈、茯苓等。

2. 2　加减除湿胃苓汤　

加减除湿胃苓汤是赵老常用三方之一，是治

疗湿重于热型皮肤疾患的代表方。除湿胃苓汤出

自 《外科正宗》，具有清热除湿、健脾利水之功

效。追溯其上源是《丹溪心法》之胃苓汤。方中

以平胃散合五苓散加栀子、木通、滑石清热利湿，

少佐防风散肝舒脾、祛风胜湿。加减除湿胃苓汤

由平胃散合五苓散去生姜、大枣、桂枝，加滑石、

炒枳壳、炒黄柏而成，全方集健脾化湿、淡渗利

湿和清热燥湿于一体。

白教授以加减除湿胃苓汤为主方治疗气化不利

水液代谢停滞所致湿盛证。该病常因素体脾胃虚弱，

水湿内停或由湿热迁延而成，皮疹特点为水疱、糜

烂、水肿、渗出或皮肤肥厚，缠绵不愈，湿与热缠

绵纠结，难解难分。白教授另受桂苓甘露饮和茵陈

五苓散启发，常多加“三石”（滑石、生石膏、寒水

石）利上中下三焦湿热和茵陈蒿利水道、消瘀热。

此外，考虑皮疹的不同部位，发于上肢者常加桑枝、

姜黄，发于下肢者常加牛膝、萆薢、木瓜［7］。

2. 3　全虫方　

全虫方为赵老的特色经验方，是治疗蕴湿日

久，风毒凝聚所致“顽湿”证的主方。本方以全

虫、皂刺、猪牙皂角为主药，息内外表里之风，

消风止痒解毒，标本兼顾，药力精专，体现了赵

老对“顽湿”治疗的独特匠心。

白教授认为全虫方源自《医宗金鉴·外科心

法要诀》治疗“吹花癣”的疏风清热饮，其主药

为苦参、全蝎（全虫）、皂刺、猪牙皂角。不同之

处在于疏风清热饮为主药加防风、荆芥穗、金银

花、蝉蜕几味疏风解表清热之品；而全虫方为主

药加白鲜皮、刺蒺藜、威灵仙、黄柏等祛风燥湿

止痒之品。白教授依循赵老思路，精炼浓缩全虫

方为“全虫-威灵仙-地肤子”。其中全虫入肝经，

善逐肝风，搜剔筋骨，既可祛风燥湿止痒，又可

引诸药达病所；威灵仙苦温，泻湿祛风，通十二

经脉；地肤子既可“去皮肤中热气，散恶疮疝

瘕”，又可利小便、益精气。三药合用驱除蕴阻于

皮肤腠理之风湿，短小精悍；并可结合清热解毒

或养血活血之品灵活应用。

2. 4　滋阴除湿汤　

赵老“祛湿”系列方剂还包括除湿解毒汤、

健脾除湿汤、除湿丸等。白教授总结赵老除湿之

方包含祛风、清热、健脾、养血、清肝等，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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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湿热蕴久耗气伤阴或素体阴虚湿热不利之证，

尚有空缺。宗于《伤寒论》治疗水热互结兼阴虚

的猪苓汤，及《外科正宗》的滋阴除湿汤、《万病

回春》 的滋阴健脾汤、《金匮要略》 的当归芍药

散，白教授自创滋阴除湿汤。滋阴除湿汤以陈皮、

半夏、茯苓、泽泻健脾燥湿；当归养血和血；生

地、元参、麦冬清热养阴；地肤子清热利湿、祛

风止痒；蛇床子祛风燥湿、杀虫止痒，兼有温阳

之效。治疗皮疹日久颜色淡暗，浸润偏轻，伴有

细碎皮屑，夜间痒甚，或伴有口渴、小便不畅，

舌淡红苔薄少，脉细，以湿重于热兼阴伤的见症。

3 对皮科取类比象组方的传承 
取类比象，是古人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式，

并在实践中得到证实，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根基，

皮肤科常用以皮达皮、以黑治黑、以白治白、以

藤治藤 （四肢） 等。凉血五根汤、凉血五花汤皆

以“凉血”冠名，治疗红斑性皮肤病属于血热发

斑热毒滞络之证。凉血五根汤用白茅根、瓜萎根、

板蓝根、紫草根、茜草根，取根性沉降之意，偏

治下半身病变；凉血五花汤用红花、鸡冠花、玫

瑰花、野菊花、凌霄花取花性轻扬之意偏治头面

上半身病变。白教授受赵老“凉血五根、凉血五

花”启发，归纳演绎中医皮科取类比象法，创制

加减多皮饮、五叶汤。

3. 1　加减多皮饮　

多皮饮为赵老另一取类比象经验方，具有健脾

除湿、疏风和血之功效。本方源自“五皮饮”或

“五皮散”，多书均有记载。《血证论》中五皮饮为陈

皮、茯苓皮、生姜皮、桑皮、大腹皮。《医方集解》

和《太平惠民合剂局方》中五皮散组成为五加皮、

地骨皮、茯苓皮、大腹皮、生姜。《麻科活人全书》

中五皮饮为陈皮、茯苓皮、生姜皮、五加皮、大腹

皮。以上众方均治疗“外证胕肿，按之没指，不恶

风”的“皮水”证。赵老在此基础上，加白鲜皮、

牡丹皮、冬瓜皮、扁豆皮、川槿皮，加强清热利湿

解毒止痒之力，使多皮饮成为皮科专方。

白教授将此方精炼为“五加皮、地骨皮、牡

丹皮、桑白皮、扁豆皮”，清皮肤气血郁热，主治

慢性荨麻疹、慢性湿疹、皮肤瘙痒症等疾病。另

在水肿明显时加行水消肿的茯苓皮、冬瓜皮、大

腹皮；伴有瘙痒时加白鲜皮、川槿皮；还常合用

小柴胡及四物汤［8］。

3. 2　五叶汤　

五叶汤组成为大青叶、桑叶、竹叶、荷叶、

枇杷叶，功能清热解毒、凉血消斑［9］，适用于临

床主要表现为形如叶片的红斑、斑片，合并瘙痒、

少许脱屑者，如面部皮炎、泛发性皮炎、急性湿

疹、日光性皮炎等。方中大青叶苦寒，善解心胃

二经实火热毒，又入血分而能凉血消斑，气血两

清；竹叶甘寒，长于清心泻火以除烦，上能清心

火，下能利小便，可引热下行从小便排出；桑叶

甘寒质轻，既能疏散风热，又能清肺热、润肺燥；

枇杷叶苦寒，清降肺气；荷叶性平清暑化湿，升

发清阳，散瘀止血。将多种轻清上行的叶类药物

集合，取其轻灵之气，既可透邪外出，又可直达

病所，是清皮肤郁热的代表方药。

4 小结 
白彦萍教授传承燕京赵氏皮科流派精髓，创新

理论，创研方药，谨守中医临床思维模式，开拓

了中西结合皮肤病科研思路方法，促进了慢性难

治性皮肤病的诊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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