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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湿疹是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之一，湿邪为该病的发病核心，本文从影响湿邪疏散通达的三焦–膜原系

统，探讨湿疹的治疗新焦点，为迁延性顽固性湿疹的病机理论提供新的思考维度，拓展临床诊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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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czema is one of the common and frequently occurring diseases in dermatology, and pathogenic of 
Shi is the core of the disease. This paper discusses a new focus for the treatment of eczem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anjiao-Moyuan system that affects the transport access of pathogenic damp-
ness, providing a new dimension for thinking about the pathogenesis of persistent and refractory 
eczema and expanding the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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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湿疹属于中医“浸淫疮、湿疮的”范畴，是一种过敏性炎症性皮肤病，临床特点是皮损对称分布，

多形损害，剧烈瘙痒，有湿润倾向，反复发作，形成慢性[1] [2]。目前对该病的常规认识多停留在湿热内

蕴、脾虚湿蕴、血虚风燥的传统观点上[3]，然而笔者临床中发现的清热利湿、健脾化湿、清肺凉血对于

急性和亚急性湿疹、干性湿疹疗效较好[4] [5] [6]，但对于顽固性湿疹的疗效差强人意。笔者在跟师过程

中发现，庞艳阳教授从宣散膜原的角度治疗顽固性湿疹，收效颇丰。笔者遂试从湿邪与膜原的胶着特点

来阐发顽固性湿疹难以治疗的病机源流，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 

2. 三焦与膜原系统 

关于膜原，始见于《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灵枢·百

病始生篇》云：“留而不去，传舍于肠胃之外，膜原之间”。《内经》中除了对疾病留滞膜原的论述，

关于“膜原”的部位有以下几种观点：人体胸膜与膈肌之间；皮里膜外之处；肠胃外之膏膜；人体三焦

的组成等。 
三焦始载于《黄帝内经》《灵枢·本枢》[7]：“三焦者，中渎之府也，水道出焉，属膀胱，是孤之

府也”，作为孤府而言的三焦，又分上、中、下三部分，主要起到代谢水液的功能。 
《灵枢·淫邪发梦》中曰：“腠理者，在外肤肉之纹理，在内脏腑募原之肉理，卫气所游行出入之

理路也。”描述了腠理是膜原之外的纹理解剖，共同作为卫气运行的通道。名医薛生白在《湿热病篇》

中说到膜原外与肌腠相通，内与胃腑相通，是三焦的门户，“膜原者，外通肌肉，内近胃腑，即三焦之

门户”[8]。毛得宏等[9]据此指出膜原居一身之半表半里，可升降三焦气机，与中焦关系最为密切。陈鸿

森等[10]指出，膜原起于三焦，且功能与三焦多相重叠，表明膜原是三焦水道的延伸。 
清·高世栻在《素问直解·举痛论》注中说：“膜原内通脾土，外合肌腠”，认为膜原内与脾土相

通，外与肌肤腠理相连。清·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举痛论》注曰：“膜原者，连于肠胃之脂

膜，亦气分之腠理”。指出膜原外与腠理通，与肠胃相连。 
综上可见，膜原外与腠理相通，内与三焦联系，与脾胃相邻。 
腠理水湿不化，必将向内附于膜原；三焦为有形之水道，内与膜原相通，为水液输布之道路，若三

焦的水液代谢功能失常，也势必留滞膜原。膜原与脾胃通过脂膜相系，脾胃为仓廪之海，后天之本，通

过膜原来行其津液，输布于肌肉腠理，散精于皮肤，若脾胃虚弱，无力运化，水湿也将阻滞膜原。膜原

广泛分布于躯体，无处不有，起到连接内外、表里、上下的作用，故而膜原皆与瘀滞、痰饮水湿的病机

病证关系最为密切。 

3. 三焦与膜原在湿疹发病中的作用 

中医学认为，外感湿邪、脾虚湿蕴、三焦水湿停聚皆可导致湿疹的发生[11]。膜原外与肌腠相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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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感水湿停聚，不得宣泄，留于肌腠之间，与膜原交阻，上蒸于皮肤脉络，发为湿疹。膜原与脾相连，

脾主升清，若脾气虚弱，不能运化升清水湿，则滞于膜原，膜原外与腠理相连，水湿上蒸，发为湿疹。

膜原内与三焦相连，三焦主通调水道，若三焦气化功能失司，不能宣散下利水湿，势必留滞于膜原，膜

原外与腠理相连，水湿通过膜原交阻，宣散不畅，发为湿疹。故而，水湿浸润是导致湿疹的核心病机，

湿邪伏于膜原是湿疹迁延难愈的主要病因。膜原与皮肤一脉相承，表里相依，膜原与三焦内通，又与脾

胃相连，正如国医大师刘尚仪所说：“在内之膜如在外之肤，在外之肤如在内之膜，肤膜同病，肤膜同

位”。 
在急性湿疹发展为慢性湿疹的疾病进程中，膜原发挥着承接湿邪聚结分散的作用，以脾为中心，外

与腠理相连，内与三焦相通。形成腠理–膜原–三焦的整体系统。膜原的病变不通导致了慢性湿疹的缠

绵难愈。膜原是一个相互联系，通联内外的整体。 

3.1. 水湿传变膜原 

张志聪在《黄帝内经素问集注·举痛论》注曰：“膜原者，连于肠胃之脂膜，亦气分之腠理。”膜

原包含物理意义上脏腑、肠胃之间的筋膜，及筋膜、血络、间隙所共同构成的膜状组织结构，这些组织

本为多脂之膜，与脾胃仓廪之官、三焦决渎之腑紧密交接，广泛分布于躯体、脏腑、分肉、腠理、形体、

官窍之间及其空隙之处，位置隐曲复杂，其处气质混浊，易与湿痰浊邪同气相求，遂成为湿浊之邪盘踞

滋生的巢穴，因而，邪伏膜原、六淫之气虽皆可交与膜原而发病，如《灵枢·贼风》云：“此皆尝有所

伤于湿气”，但尤以湿痰浊邪最易伏着其间，正如张景岳所云：“肠胃之外，膜原之间，谓皮里膜外也，

是皆隐蔽曲折之所，气血不易流通。”综上而言，水湿外侵肌表，胶着于膜原，向里难以下利，向外难

以宣发，形成困阻之势，缠绵难愈，其性与湿邪相从，湿邪胶着，留滞膜原，非宣发无以根除，湿浊不

去，上蒸于皮肤，发为湿疹，表现为丘疹、水疱、糜烂等多形性损害，并多伴有舌苔厚浊的湿邪特点。 

3.2. 三焦传变膜原 

膜原在外为皮肤肌肉之腠理，在内与三焦相通。三焦为气机升降气化的场所，同时具有疏通水道、

运行水液、通行元气的功能。清·薛生白《湿热病篇》中指出膜原外与腠理相通，内与胃腑相近，与三

焦相通，并且与中焦关系最为密切。三焦无形，三焦者，无形之水道也；膜原有形，膜原者，有形之水

道也；二者同为水液输布之道路，三焦无形之水道借膜原有形之水道进行输布，膜原协助通调三焦有形

之水道，若三焦的水液代谢功能失常，势必留滞膜原，则水湿阻于膜原，发为皮肤之湿疹。 

3.3. 脾胃传变膜原 

三焦之枢在中焦，中焦枢始膜原，然而膜原动力则发源于脾胃，故膜原实为复跨脾胃与三焦的交关

地带。膜原为半表半里之所，外连肌肤，内连三焦，以脾为中心。膜原为焦膜始发之原，其位膈下，与

脾胃交接，借脾胃纳运之力而成中焦转输水湿之源头，如《伤寒指掌》云：“膜原者，脾与胃以膜相联，

乃脾胃之半表半里，附近于胃”。脾欲为胃行其津液，必经脾胃之间的经脉与膜原而能行之。脾胃为仓

廪之海，后天之本，通过肠胃之脂膜–膜原来行其津液，输布于肌肉腠理，散精于皮肤，若脾胃虚弱，

无力运化津液，也将阻滞膜原。脾胃受病，既有内蕴之湿，不得运化，上蒸于膜原，困阻于膜原，不得

透达，无法正常运化输布，反过来加重湿邪困脾，循环往复，湿邪阻滞膜原与脾虚湿蕴互为影响，形成

恶性循环。正如薛生白在《湿热病篇》中提出的“湿热阻遏膜原”学说，认为湿热之邪首犯部位是膜原、

脾胃，“邪由上受，直趋中道，故病多归膜原”。脾胃是湿热病的病变中心，但是由于膜原位于半表半

里之处，是外邪由上向下，纵向传变的必由之路，外感病邪尤其是湿热之邪最易在此缠绵，导致了湿疹

的胶着难愈。又有“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提出脾虚与水湿密切相关，湿邪本身粘滞缠绵，而水湿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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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于膜原的范围和程度更是影响着湿疹病程的长短。 
水湿是湿疹形成的主要致病因素，水湿侵及肌肤、三焦输布失调。湿热初起或疫邪从膜原出表，邪

浮于三阳经表，则病情轻浅，稍加治疗疫邪即可外出，疫病向愈。若疫邪由膜原内传入里，邪犯胃肠、

三焦等脏腑，湿浊之邪较重，热邪被遏又难以透达，则病情复杂多变。膜原主枢，通达表里上下，防止

邪气深入膜原居人体半表半里，可作为通达全身之枢机，又可作为人体的一道生理屏障，而防邪深入[12]。 
湿邪淤滞于膜原日久，则可以影响脏腑、经络、气血的运行，脏腑经络气血失调反过来又成为湿疹

迁延难愈的继发致病因素。故而“阻滞膜原”是湿疹发病中贯穿始末的关键致病因素，也是湿疹反复发

作、缠绵难愈的病机根源。由于水湿阻于膜原是本病的核心病机，故治疗关键在于消除通达膜原，正如

《内经》中所云：“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故而只有通达膜原，使湿邪有出路，则湿疹随手而愈。 

4. 湿疹从膜原治疗思路 

膜原具有广泛分布、联系内外的特性。那么，在膜原的治疗上，基于本病的病机为水湿阻于膜原，

上难以畅达体表，下难以输于水道，缠绵难愈，其性与湿邪相从，湿邪胶着，留滞膜原，非宣发无以根

除，因此采用通达膜原宣散湿邪治疗，湿浊既去，余邪既无留恋，宣散膜原之湿邪既能解决本病的核心

病机，又能畅湿出路，是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法。其治疗原则宜辛开与疏利结合，宣透膜原、燥湿化浊，

以疏解透达膜原之湿邪，使病邪向外宣散、向下通利。透达膜原的具体方为明·吴有性的达原饮，以开

散邪气，使邪气溃散，然后表里分消，分而治之为立方原则，正如吴氏在《温疫论》中提到，“此邪不

在经，汗之徒伤表气，……又不可下，此邪不在里，下之徒伤胃气，……宜达原饮”。其方所用之药，

必须对于水液代谢障碍、失常所形成的痰饮水湿的病理性产物具有特殊的治疗作用，那么辛窜雄烈，可

以透达膜原隐曲之地的药物必为首选。诸开达膜原之剂，必备草果、槟榔、厚朴三味，以草果，香燥之

性更胜于苍术之类，燥湿之中尤强于化浊，实能透脾脏而达膜原，乃开膜原“浊秽郁伏”之专药，“三

味协力，直达其巢穴，使邪气溃败，速离膜原，是以为达原也”，此即所谓专攻之制。因湿浊非辛温则

不化、非疏利则不行，治疗宜辛开与疏利结合，宣透膜原、燥湿化浊，及时阻断病邪向下向内传变。故

而在临床上注重湿邪阻遏膜原，对于湿疹的治疗有非常重要的临床意义。在协作方面，则须根据邪伏膜

原的湿邪侧重与他邪兼夹之多少，施与不同的配伍，以调理膜原周边脏器的机能，帮助膜原的和解。对

于湿邪的祛除要开原达膜为主，并根据兼证进行处方潜药，如伴有灼热瘙痒，应添加清热解毒之品，搔

抓后有渗液者可选用清热燥湿药物，伴有脘腹胀满、食少倦怠者应辅以选用健脾化湿类药物，若皮损泛

发全身，瘙痒明显，多与风邪有关，应佐以祛风之品。根据湿疹的基本病机和兼证进行用药，则用药大

略，以药性之运气，合人身之运气而用之，斯为有本，药性必分脏腑经脉，升降出入，无往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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