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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瑞强运用中医外治法治疗皮肤病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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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广东省名中医范瑞强教授运用中医外治法治疗皮肤病的经验。范瑞强教授治疗皮肤病的中医外治法经验如下：

（1）常在辨证内服中药基础上结合针灸与穴位疗法。采用火针疗法治疗疼痛性、炎症性、肥厚性皮肤病如带状疱疹、痤疮、

寻常疣、鸡眼等；以丹参注射液穴位注射足三里穴治疗皮肤附属器疾病如痤疮、雄激素性脱发、脂溢性皮炎等；用梅花针

治疗如斑秃、雄激素性脱发、神经性皮炎、湿疹、皮肤淀粉样变、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等皮肤病。（2）采用中药外洗、外

敷、浸泡等中药外用方法治疗感染性、瘙痒性皮肤病。（3）采用中西药混合封包治疗肥厚性、鳞屑较多的皮肤病。

关键词：皮肤病；中医外治法；火针疗法；梅花针；中药外用；范瑞强；名医经验

中图分类号：R27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3213（2021）09 - 1990 - 04
DOI：10. 13359/j. cnki. gzxbtcm. 2021. 09. 033

Experience of FAN Rui-Qiang in Treating Skin Disea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LIANG Jia-Fen， ZHENG Wei-Juan， YUAN Juan-Na，

LIANG Hai-Ying， LI Hong-Yi
（Dept. of Dermatology，Guangdong Provincial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of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Guangzhou 510120 Guangdong，China）
Abstract： The experience of Professor FAN Rui- Qiang， a famous Chinese medicine expert of Guangdong
province， in treating skin diseases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was introduced.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used by Professor FAN Rui-Qiang for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eases
was as follows：（1）Professor FAN Rui-Qiang usually adopted the acup-moxibusiton therapy and acupoint therapy
on the basis of oral use of medicine following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Heated needle therapy was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painful， inflammatory or hypertrophic dermatosis including herpes zoster， acne， inflammatory
dermopathy，verruca vulgaris，helosis，etc. Acupoint injection on Zusanli（ST36）with Danshen Injection can be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skin adenexal diseases such as acne，androgenetic alopecia，and seborrheic dermatitis，
and plum- blossom needle therapy can be adopte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kin diseases of alopecia areata，
androgenetic alopecia，neurodermatitis，eczema，cutaneous amyloidosis，and postherpetic neuralgia.（2）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through washing， application， and soaking can be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inflammatory or pruritic skin diseases.（3）Medicated packets including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are
usually used for the treatment of hypertrophic dermatosis with lots of scales.
Keywords： skin disease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heated needle therapy； plum-

blossom needle therapy；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FAN Rui- Qiang； experience of
famous phy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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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外治法包括针刺、艾灸、熏洗、针刀、

敷贴、膏药、脐疗、足疗、耳穴疗法、物理疗法

等多种方法，其疗效独特、作用迅速、运用方

便，具有简、便、廉、验之特点。中医外治法治

疗疾病的疗效确切，在临床上运用较广泛，尤其

是皮肤科疾病，通常单用外治法就能取得理想的

疗效，故皮肤病专家普遍认为外治法是提高皮肤

病临床疗效的重要方法。范瑞强教授为广东省名

中医，临床擅治痤疮、皮肤真菌病、性病、红斑

狼疮、湿疹等常见皮肤病和疑难皮肤病，运用中

医外治法治疗皮肤病较有特色，见效迅速且疗效

显著，现将其经验总结如下。

1 采用针灸与穴位疗法治疗多种皮肤病
范瑞强教授在临床上治疗皮肤病多以辨证中

药内服为主，也常常运用中医学传统疗法如针灸

与穴位疗法等。

1. 1 火针疗法 不同的皮肤病可采用不同的针灸

方法。火针疗法常用来治疗疼痛性、炎症性、肥

厚增生性皮肤病如带状疱疹、痤疮、痒疹、炎症

性皮肤病、寻常疣、鸡眼等。治疗带状疱疹时，

暴露皮损部位，常规消毒后，用一次性针灸针在

酒精灯上烧红至发白后，垂直点刺在皮损，包括

水疱和红斑处。刺破水疱有利于皮肤的恢复，改

善局部炎症环境，且可起到止痛的作用。5 ~ 7 d
治疗 1次，3次为 1个疗程。治疗痤疮时，主要选

取脓疱、囊肿，常规消毒，迅速准确地刺入火针

并尽快退出，点刺后用棉签轻轻挤出内容物，治

疗后的皮损可结痂，之后让其自行脱落。以上火

针均为浅刺法，火针还常用在局部皮肤瘙痒、白

癜风等疾病的治疗上。临床上，范瑞强教授还常

用火针深刺治疗肥厚性皮损，如结节性痒疹：常

规局部消毒，火针烧至通红发白，快速刺入皮

损，深至皮损基底部，每周1 ~ 2次，5次为1个疗

程；如神经性皮炎：依据皮损大小可点刺数针乃

至数十针；再如寻常疣、鸡眼：皮损较大者可选

择中粗火针，除了深刺皮损，还需在病灶周围向

根部多方向透刺。范瑞强教授强调，应用火针治

疗头面部疾患需谨慎，避免刺入过深，以防留下

瘢痕；针刺后的皮肤局部产生的红晕或红肿未完

全消退时避免洗浴，防止感染；针刺后局部发

痒，避免搔抓，防止形成瘢痕。

火针治疗可温经散寒，通经活络，活血散

结，去腐生新。如火针治疗痤疮、炎症性皮肤

病，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是取火针能消炎杀菌之

功，直接作用于毛囊，使毛囊口开放，皮脂炎性

物质易于排出，从而促进炎症消退。火针的高温

能杀灭局部微生物如痤疮丙酸杆菌，同时破坏结

节囊肿型痤疮增生的结缔组织，去腐生新，防治

疤痕形成 [1]。火针治疗肥厚增生性皮肤病鸡眼、寻

常疣，能破坏局部神经血管组织，切断增生组织

的营养供应，阻断其再生能力，使其自行坏死脱

落，并能激发人体的防御功能，改善微循环，从

而有利于炎症和代谢物的吸收，以及达到增强免

疫的作用[2]。

1. 2 穴位注射 范瑞强教授治疗皮肤疾病也常用

穴位注射，尤喜用丹参注射液穴位注射足三里穴

以治疗皮肤附属器疾病如痤疮、雄激素性脱发、

脂溢性皮炎等。丹参注射液穴位注射足三里穴的

操作方法如下：对足三里穴周围皮肤进行常规消

毒，对准穴位快速刺入皮下，然后缓慢推进，到

达适当深度后，小幅度提插，至得气时，回抽无

血后每穴注入 0.5 ~ 1.0 mL的药液。病症为实证者

药物注入宜迅速，虚证者宜缓慢；每周 1 ~ 2次，

5 ~ 10次为1个疗程。

穴位注射疗法是在穴位或特定部位注入药液

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可将针刺和药物作用结合

直接刺激穴位，使药物在穴位处保留的时间延

长，从而增强与延长穴位的治疗效能，发挥活血

化瘀、疏通经气的作用。丹参注射液中的丹参味

苦性微寒，无毒，归心、肝经，有清热凉血、活

血通络、养血安神的作用。《神农本草经》记载丹

参可“破癥除瘕”，《本草纲目》认为其具有“活

血，通心包络”的作用，《云南中草药选》则提出

其可“活血散瘀……治……痈肿”。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丹参所含的丹参酮具有抗菌消炎之功，对

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有一定的抑制作用[3]。皮

脂腺分泌过度是青春期痤疮形成的最主要因素，

而皮脂腺的发育和分泌受雄性激素的支配。现代

药理研究亦表明丹参酮具有抗雄性激素、抑制皮

脂腺分泌及抑制痤疮丙酸杆菌、马拉色菌的作

用[4]。

足三里穴为足阳明胃经的合穴。“治腑者，治

其合”。足三里穴有健脾和胃、渗湿止泻、宁心止

悸、益气补虚、通络除痹的作用，为强壮要穴。

足阳明胃经起于鼻翼部的两旁，在面部绕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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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向下走向胸腹。痤疮、脂溢性皮炎、脂溢性

脱发均发生于头面、胸背。根据痤疮的中医病因

病机，医家多从肺、胃、肾论治。范瑞强教授认

为将丹参注射液注射至足三里穴，可起上病下

治、引热下行、调理肠胃、平调阴阳的作用。痤

疮、脂溢性皮炎、脂溢性脱发的发病部位正好与

足阳明胃经的循行一致，根据“经脉所过，主治

所及”的原理，选用足三里穴契合针灸治病选穴

原则，既能发挥丹参凉血活血化瘀的功效用以治

疗痤疮、脂溢性皮炎等疾患，亦能发挥足三里穴

上病下治、引热下行、平调阴阳的作用。现代研

究也表明，对足三里穴进行刺激，能通过神经、

血管、淋巴管等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5]。可见

丹参注射液穴位注射足三里穴集二者功能于一

体，内服中药若能配合此外治疗法，可增强治疗

效果。

1. 3 梅花针 梅花针也是范瑞强教授常用的针灸

疗法，常用于治疗如斑秃、雄激素性脱发、神经

性皮炎、湿疹、皮肤淀粉样变、带状疱疹后遗神

经痛等皮肤病。

梅花针治病操作要点如下：常规消毒治疗局

部，以手腕弹力上下击打点刺，以皮肤红晕不出

血或微微渗出少量血为宜。梅花针治疗分轻刺、

重刺两种方式。治疗脱发一般采用轻刺手法，并

配合局部照射红外线；治疗神经性皮炎等增厚性

皮损通常采用重刺手法，用于改善某些突出症

状；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范瑞强教授常以

梅花针加拔罐疗法以快速止痛。梅花针叩刺结合

拔罐应沿着神经根循行的部位选择最痛的 3 ~ 5个
部位为叩刺点，叩刺后局部皮肤点状出血，然后

迅速拔罐，拔罐产生的负压以罐内出现少量渗血

为度，拔罐期间辅以红外线照射患处。应用梅花

针叩刺结合拔罐治疗 15 min后，疼痛通常即有所

缓解，每周可重复治疗1次。

梅花针可活血化瘀、疏通经络、调节脏腑功

能，刺激穴位经络能改善血液循环，直达病所，

作为外治疗法，其效显著。现代研究认为梅花针

治疗脱发可调节激素代谢，调节免疫，加快新陈

代谢，刺激神经应激反应，从而改善和治疗疾

病[6]。梅花针治疗湿疹、神经性皮炎、皮肤淀粉样

变，具有祛风通络及止痒的功效，可调节神经、

内分泌、免疫系统，促进炎症代谢物的吸收，利

于疾病的康复；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扣刺

后出血，使病邪有出路，并可改善血液循环，通

经活络止痛，祛瘀生新。

2 采用中药外洗、外敷、浸泡等外用疗法

治疗多种皮肤病

范瑞强教授临床治疗皮肤病常外用中药，认

为中药外治可直接作用于病所，见效迅速，运用

方便，且副作用少。不同于外用西医激素类药膏

的停药后易反复，甚至引起局部多毛、毛细血管

扩张、色沉、色减等副作用，中药外治可避免诸

如此类的副作用，更容易让患者接受。

采用中药外治皮肤病时，范瑞强教授往往选

择院内制剂或者自拟方外敷、外洗或浸泡，主要

用于感染性、瘙痒性皮肤病。范瑞强教授在运用

中药外治时提出根据皮损类型来选择治疗措施与

药物剂型。

中药外用治疗痤疮时，针对患者的丘疹、小

脓疱，以院内制剂四黄消炎洗剂或痤灵酊，加入

甲硝唑外搽皮损，起到增强消炎杀菌的作用；针

对较大红色结节和囊肿处皮损，以院内制剂消肿

四黄膏外敷包扎过夜，能消肿止痛，活血散结，

往往包敷 2 ~ 4个晚上即见显著效果；针对囊肿较

大者，外敷几天后若成脓，可进行切开排脓或者

用大号针头抽取脓血，让皮损易于愈合，防止和

减轻疤痕的形成。重症痤疮若不及时处理好，可

严重影响美观。治疗重症痤疮可在中西医结合内

治的基础上，采用院内制剂四黄膏（主要成分为大

黄、黄柏等）外敷，往往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增强

治病的信心。

中药外用治疗过敏性皮肤病、银屑病等瘙痒

性皮损，范瑞强教授往往采用院内制剂消炎止痒

洗剂（主要成分为苦参、大飞扬等）、飞扬洗剂或

自拟散方外洗。通过外洗，中药的有效成分可直

接作用于患处，并通过皮肤、毛囊、汗腺等直达

病变部位，作用迅速、持久，且副作用小。治疗

前通常也是根据皮损类型来选择药物剂型，用药

宜简单、温和。可选取的中药有苦参、地肤子、

蛇床子、白鲜皮、金银花、黄连、生地黄、荆

芥、枯矾、野菊花、马齿苋、黄精、甘草等。以

上中药外洗具有清热燥湿、祛风止痒、杀虫等功

效，可用于诸如湿疹、银屑病的各个阶段，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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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使用普遍。治疗皮损肥厚广泛者，可适当

浸泡，增加药液接触皮损的时间，以增强疗效。

皮损过于干燥者酌情使用。银屑病鳞屑较多时，

范瑞强教授常用中药汤剂熏洗的方法去鳞屑，改

善病情。皮肤病病位在皮肤与腠理之间，外用药

物，可直达病所。范瑞强教授以明矾、地榆、大

黄、徐长卿、白鲜皮、野菊花、苦参等组成消疕

外洗汤，煎汤外洗，每日 1次，15 d为 1个疗程；

或用院内制剂消炎止痒洗剂通过中药气疗仪对患

者进行熏蒸治疗，每周 1次，4周为 1个疗程，均

取得较好的疗效。用作熏洗的中药通常具有祛

风、燥湿、杀虫、止痒等功效。

中药外用治疗带状疱疹，喜用院内制剂金粟

兰酊湿敷患处后辅以红外线治疗仪照射患处，治

疗 15 min后患者感觉疼痛明显减轻。金粟兰可祛

风活血止痛，红外线能温经通络止痛，二者结

合，止痛作用更强。

范瑞强教授多年来致力于中药外治疗法，其

经验方已制作成院内制剂香莲外洗液，用于治疗

皮肤癣病、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疗效显著，获得一

致好评，有望开发成新药 [7]。香莲外洗液含丁香、

黄连、百部等中药，对金黄色葡萄球菌、阴道毛

滴虫、念珠菌等有非常好的抑杀作用，治疗时往

往采用浸泡患处的方法，已广泛用于手足癣、股

癣、外阴阴道念珠菌病等，具有清热、燥湿、杀

虫、止痒等功效，刺激性少，疗效迅速。

3 采用中西药混合封包治疗皮损较肥厚或

鳞屑较多的皮肤病

范瑞强教授临床治疗皮肤病善于结合现代医

学成果，西为中用，注重外治，强调用药要缓

和，以疏导病邪、保护皮肤屏障为主。范瑞强教

授外治药物总以中药制剂为主，辅以常规糖皮质

激素类软膏，常用中药封包治疗皮损较肥厚或鳞

屑较多的皮肤病。封包是皮肤科常用的外治方

法，封包的材料可形成机械屏障，保护皮肤， 阻

止搔抓，进而阻断瘙痒性皮肤病过程中的瘙痒搔

抓循环，可增加药物的吸收，增强局部外用药物

的效果，软化鳞屑及结痂，去除封包时亦可更容

易去除黏着的鳞屑及结痂。在治疗肥厚性皮损或

大量鳞屑时，范瑞强教授主要以中药清热解毒软

膏配合糖皮质激素软膏混合封包皮损以达到改善

病情的作用。范瑞强教授常用复方蛇脂软膏、青

鹏软膏、消炎止痒乳膏（院内制剂）联合地奈德软

膏混合外擦或者封包。每次封包治疗时，采用中

成药药膏和激素软膏按 1∶1 混合封包皮损处约

1 h，每日1次，7 d为1个疗程。

范瑞强教授常说：“对我们皮肤科医师而言，

外治法不但是内治法的有效补充，更是与内治法

并行的一种重要的治疗手段。治疗皮肤病，必须

学会‘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内治，‘一条

腿’是外治，内外结合，其效弥彰。”中医外治法

操作简便，其中的外用中药大部分可配制成现成

药物，无需煎煮熬制。中医外治法见效快，无明

显副作用，患者乐于接受，可提高患者依从性，

增强患者治疗信心，有利于疾病的治愈与康复。

中医外治法源远流长，历史悠久，是中医学宝库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皮肤病临床疗效的重

要方法，需要不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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