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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经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以剧烈瘙痒为特征的慢性皮肤病，发病机制至今尚不明确，在疾病的治疗中一

般采取内治外治相结合的治疗方法。火针在神经性皮炎的治疗中发挥了很重要作用。文章从传统医学和

现代医学的角度论证火针治疗神经性皮炎的机制，进一步提高火针在临床治疗中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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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urodermatitis is a common chronic skin disease characterized by severe itching, and its patho-
genesis is still unclear. In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a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eatment is generally adopted. Fire acupuncture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neuro-
dermatitis. The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mechanism of fire needle therapy for neurodermatiti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edicine, further improving the use of fire 
needle in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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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神经性皮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又名慢性单纯苔藓样变[1]，青壮年多发，

以皮肤局限性苔藓样变及剧烈瘙痒为主要特征，由角质层角化过度、相关的瘙痒介质刺激引起。在神经

性皮炎的治疗中，火针疗法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作为一种治疗神经性皮炎的外治方法，拥有广泛的临床

应用。 

2. 神经性皮炎在传统医学中的认知 

神经性皮炎在中医中又名“牛皮癣”[2]，由宋代《圣济总录·诸癣疮》中首次提出该名称，曰：“状

似牛皮，于诸癣中，最为浓邪毒之甚者，俗谓之牛皮癣。”该病好发于颈部，故又名“摄领疮”，隋代

《诸病源候论·摄领疮候》载：“摄领疮，如癣之类，生于颈上痒痛，衣领拂着即剧，云是衣领揩所作，

故名摄领疮也。”同时也指出外界摩擦刺激或为神经性皮炎的重要发病因素。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外科

正宗·顽癣第七十六》中曰：“顽癣乃风、热、湿、虫四者为患，发之大小圆斜不一，干湿新久之殊。

风癣如云朵，皮肤娇嫩，抓之则起白屑；湿癣如虫形，搔之有汁出；顽癣抓之则全然不痛；牛皮癣如牛

项之皮，顽硬且坚，抓之如朽木；马皮癣微痒，白点相连；狗皮癣白斑相簇。” 
在现代医学的研究中，杨雪琴[3]提出精神及心理因素引起的皮肤病即为典型的心身性皮肤病，在疾

病的发生、发展中精神及心理因素起着主要作用。神经性皮炎是最初被提出的心身性皮肤病。其研究表

明紧张的生活事件可影响神经、内分泌和免疫系统，通过这些中介系统在神经性皮炎的发病和加重方面

起着一定的作用。精神心理因素引起的皮肤病在治疗的过程中不仅要治疗其外部的皮损，缓解患者的自

觉瘙痒，更要从心理原因探究疾病的进展以及治疗过程。 
神经性皮炎在临床治疗中多以内治外治相结合，其中火针治疗在神经性皮炎的治疗中占有优势。火

针应用历史悠久，在中国古代多部论著中都能找到有关于火针的记载。 

3. 火针治疗的传统医学认知 

3.1. 火针在古籍中阐述 

火针在《黄帝内经》记载中多运用其火热之性，书中称火针疗法为焠刺法，并且提出：“焠刺者，

刺寒急也。热则筋纵不收，无用燔针。”在疾病中应用火针以达到发汗解表，消淤祛肿的目的；在隋唐

宋时期，火针已经广泛运用于临床各科的实践，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阐明针刺“务在猛热，不热则

即于人有损也”，同时表明火针亦可用于内科黄疸等证，“侠人中穴火针，治马黄疸疫通身并黄，语音

已不转者”“夫风眩之病……困急时但度灸穴，使火针针之，无不瘥者，初得，针竟便灸，最良”从而

进一步扩大了火针的应用范围；明清时期，多部著作阐述了火针的用法、禁忌证、适用部位等，如在《针

灸大成》中指出：“煨针者，内针之后，以火燔之耳，不必赤也”。多年的发展，火针的治疗体系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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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中有所完善。 

3.2. 火针在中医学中机制研究 

3.2.1. 借火助阳 
火针疗法以借火之力而取效，集针刺激发经气与砭石温阳散寒的功效于一身。火针疗去通过高温加

热的针体，经体表、经脉将火热直接导入人体，火热之力直接敫发经气，从而能鼓舞经脉血气运行，进

而温壮脏腑阳气。火针疗法借助火力开外门，使蕴结的火热毒邪直接外泄，从而使热清毒解[4]。 
同时火针亦具有濡润肌肤、促腠理等多种作用。气血乃脾胃所化生，心主血脉，心气能推动血液的

全身运行，从而实现气血的循环往复、周流全身，并且血得温则行，得寒则凝。火针可导入火热之性，

通过温助人体阳气，从而加速气血的运行输布，从而治疗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的气滞血瘀类型病症。 

3.2.2. 开门驱邪 
苏柏栓指出火针通过开腠理以出外邪[5]，火针针疗法通过灼烙人体腧穴腠理，开腠理之门从而给外

邪出路。痈脓、瘀血、痰湿等有形之物，它们性属阴寒、易于聚集，形成以后会阻滞于局部脉络，使阳

气、血气不能正常温煦脏腑器官，从而造成脏腑不能温养，肌腠不能濡养，进一步造成功能的低下，从

而又产生新的淤血、痰浊等有形之邪使局部病变加重，形成恶化的循环。火针通过开肌腠，从而使有形

之邪均可从针孔直接排出。如《针灸聚英》言：“盖火针大开其孔，不塞其门，风邪从此而出。”邪由

体表而出则局部邪散，邪散血气得通，从而肌腠、脏腑各项功能达到提升。 

3.2.3. 以热引热 
疾病的发生发展，取决于人体正气和致病邪气两方面的较量。邪气是指对人体有害的各种病因和病

理因素，如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痰饮、淤血、食积等。火针疗法具有扶正之用，亦有祛邪之功，同样

是由火针的温热性质决定的。火针能温经助阳，助血气运行，使血管扩张，血流加速，腠理宣通，则火

毒随血气行而消散。 

4. 火针治疗神经性皮炎的现代研究 

火针疗法发展到现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配来进行观察研究，主要从免疫、循环、内分泌等多个方

面来阐述火针对于神经性皮炎的治疗，进一步解释和完善火针治疗神经性皮炎的机理。 

4.1. 调节局部免疫 

有学者研究表明，神经性皮炎的发生与机体免疫相关，主要在于外周肥大细胞功能的改变[6]，因肥

大细胞活化可引起炎症反应，如可释放 IL-1β，使异位性特异 T 辅助细胞亚类 Th2 活化而产生 IL-4 等细

胞因子，刺激 B 细胞产生 IgE，IgE 为人嗜酸性细胞分化与增殖的重要细胞因子，在机体免疫疾病中发挥

重要作用[7] [8]。在疾病过程中，肥大细胞的活化和各类炎症因子的增加均有所提高，从而从免疫的途径

加剧了神经性皮炎的发生发展。其中，IL-1β、IL-4、IL-6 能诱导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均是免疫系统重

要效应因子，而且能介导免疫及炎症反应；TNF-α 能直接参与、介导细胞炎症反应，是机体主要炎症因

子。已有研究证实，IL-1β、IL-4、IL-6、TNF-α 在疾病发展过程中其外周血表达水平有所提高，表明其

在神经性皮炎炎症反应中发挥关键作用，与病情程度呈正相关[9] [10]。在神经性皮炎的治疗中，降低炎

症因子的表达和切断免疫发展过程成为治疗的方法之一。 
火针经火高温，使局部皮肤温度升高，产生温热刺激效应，从而降低 IL-1β、IL-4、IL-6 等炎症因子，

阻断炎症因子介导的免疫反应。其中，伍小敏[11]等通过运用流式细胞测定技术和固相夹心法酶联免疫吸

附试验来分别检测火针治疗前后 Th1/Th2 型细胞因子及血清趋化因子水平，结果表明 Th1/Th2 比例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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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细胞免疫功能减退有关。在研究中 Th1/Th2 型细胞因子浓度随治疗降低，表明火针可以调节局部皮损

炎性反应和免疫反应[12]。 
此外，高温可使病理产物发生变性而在体内形成抗原，从而刺激机体产生免疫应答，进一步增加免

疫细胞的生成。火针治疗后，除了局部的血液供应增强外，还可促进白细胞的渗出和提处。以上，从而

达到火针消炎止痛的目的。炎症得到局部消散后，神经性皮 
火针治疗后能达到病变部位的平均温度升高，局部高其吞噬机能，进而帮助炎症的消退，并使炎症

局限化，不致蔓延到全炎能缓解局部瘙痒、皮疹局部发红的目的，给予疾病治疗以帮助。 

4.2. 改善血液循环 

火针治疗中能刺激血管扩张，血管壁的渗透性增强，血浆由血管壁内渗出，血流速度加快，从而使

机体的应激性增强。从而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同时，火针可以形成皮肤局部充血烫伤的作用，而局部

温度的升高可使局部新陈代谢进一步加强。 
此外，在皮肤受到损伤时所释放的组织胺样物质，在溶解后变成异体蛋白被人体吸收后，可使人体

呈现出一般性的全身反应，其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神经性皮炎带来的瘙痒、疼痛等不适感，从而促

进皮损的消退与新皮肤的生成。 

4.3. 激活机体的应激反应 

火针在经过加热后刺激皮肤上的反应点，这种温热的刺激效果可以在皮肤上形成局部充血或者是红

肿热痛等现象，由于这种热力刺激对局部的皮肤造成刺激，激活了机体的应激性反应，释放组胺类物质，

同时变性坏死的组织溶解成蛋白被吸收，因此而引起免疫反应，造成全身炎症因子的释放以及局部趋附，

通过作用于血管的收缩舒张机制，舒张血管以及抗血小板聚集，从而达到改善局部循环的目的。神经性

皮炎的发生中，局部淤血邪实通过火针得以疏泄，红肿热痛及局部的炎症反应以泄外邪。由于火针的超

高温使部分病变组织受高热而碳化，而机体对这种局部的炎性反应要加以修复，从而促进了新陈代谢，

使病损的肌肤快速恢复正常[13]。 

4.4. 兴奋第二优势灶的作用 

火针疗法对机体的刺激量很大，如果其在大脑皮层形成的兴奋灶的强度远超于原病灶所产生的第一

个兴奋灶，那它就会对第一个兴奋灶产生很强的抑制与牵引作用，因此疼痛也会随之减弱或消失。张晓

霞[1]等提出，火针的刺在中枢形成的第二兴奋灶强度超过原有的病灶在中枢形成的第一兴奋灶，第一兴

奋灶的兴奋性被抑制，它的兴奋性被牵引出来，所以疼痛也就减退或者消失了。神经性皮炎的发生与神

经精神因素密切相关，多数患者有焦虑、紧张、失眠等表现[14]。神经功能紊乱使大脑皮层的抑制和兴奋

功能失调，诱发神经内分泌失调，体内儿茶酚胺、乙酰胆碱和组织胺等被释放，作用于皮肤而引起瘙痒，

而大脑边缘系统及纹状体的参与可能与搔抓欲望密切相关，出现“搔抓–瘙痒–搔抓”的恶性循环，如

果不控制机体条件反射性搔抓，久之，皮肤出现苔藓样化等临床表现[15] [16]。火针兴奋第二优势灶，能

使机体注意力从“搔抓–瘙痒–搔抓”的循环暂时转移到局部的疼痛，以减少搔抓，减轻苔藓样化的产

生。 

4.5. 调节内分泌与免疫系统 

有研究[17]表明，火针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系统，使血中的稳定浓度，主要是通过引起

皮质醇的分泌变化，从而达到抑制免疫的作用来实现的。但是这个作用的发挥是一个个较为缓慢的过程，

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其中，神经性皮炎可能与 Th1/Th2 之间不平衡所引起的异常细胞因子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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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1 细胞因子能分泌 IFN-α及 IL-2，介导细胞免疫；Th2 细胞因子分泌 IL-4 及 IL-5，介导体液免疫。Th1
与 Th2 存在互相拮抗的作用，且 Th2 参与了皮损的炎症反应[18]。根据有关研究结果[19]在火针治疗中，

Th1/Th2 得到了相关的调节，主要表现为 IL-2 等 Th1 细胞因子的促进作用及对 IL-4 及 IL-5 等 Th2 细胞

因子的抑制作用，使 Th1/Th2 的平衡向 Th1 偏移，可以影响 B 细胞的活化，调节之后 Th1 细胞因子占优

势，进而抑制皮损的炎症进一步发展，发挥细胞免疫调节作用。神经性皮炎的炎症反应在火针的调节治

疗下能得到进一步的消退，从而减轻局部的瘙痒，进而减少刺激，促进疾病愈合。 

5. 小结 

神经性皮炎的发生的原因一般认为与大脑兴奋和抑制功能失调有关，其发展的关键在于皮肤局限性

苔藓样变的产生及剧烈瘙痒。搔抓和慢性摩擦可能是主要诱因或加重因素。在神经性皮炎的治疗中切断

“瘙痒–搔抓–瘙痒”的恶行循环是很重要的一环。在现代医学的治疗中，火针联合他克莫司软膏和地

氯雷他定治疗局限性神经性皮炎能取得有效疗效[20]。传统医学中祛风止痒汤联合梅花针叩刺治疗神经性

皮炎也能取得一定疗效[21]；陈灿达教授应用内服中药，从肝、脾论治同时联合火针治疗亦能取得很好疗

效[22]。火针治疗在长期的实践中表明，其在调节局部免疫、促进炎症消退、疏泄外邪、促进愈合等方面

都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临床使用中，火针对于缓解患者的自觉剧烈瘙痒尤为有效，能很好地中断患者的

“瘙痒–搔抓–瘙痒”的恶行循环，从而进一步减轻皮疹的增厚和发展，对于本病的治疗大有裨益。对

于火针治疗神经性皮炎的机制探讨或许还有机制尚未挖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学习与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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