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黄苹!加清半夏 10g!浙贝母 10g!夏枯草 12g!王不
留行 15g!7 剂!水煎服$ 三诊!未发新疹!脓疤消失!结
节渐平!无痒痈!皮疹基本消退!随访 1 牟未见复发!并
嘱其治疗期间!用温水硫磺皂洗脸!避兔乱抹化妆品!
切忌用手挤压患处!以兔引起感染和毛囊孔堵塞$ 忌
食香甜%油腻%辛辣刺激食物!多吃新鲜蔬莱瓜果和富
含维生素的食物!生活起居规律!不熬夜$
3 小结

痤疮是常见皮肤病9又称 c肺风粉刺y\c酒刺y\
c风刺y\c粉刺y\c面跑yc暗疮y\c青春痘y等9本病与
外感六淫\饮食不节\七情内伤\劳累过度等有关9导致
痰\气\瘀\湿\热郁于肌肤9而生痤疮0 痤疮症状多样9
病因\证型错综复杂9治疗方法亦应灵活应用9辨证和
辨病相结合0 痤疮常见证型依次为肺经风热\心火上
炎\血热郁滞\湿热蕴结\肝经郁热\痰瘀交阻\脾虚痰
湿\肝肾阴虚0 痤疮的辨证论治一般有病因辨治\三焦

辨治\脏腑辨治\分型辨治等多种方法9辨证论治体现
了中医特色9并取得了较满意的疗效0 但临床所见并
非一证一型9常数证兼夹9故用药需灵活化裁0 中医强
调c治病必求于本y9在治疗疾病的过程中只有寻其根
源\探明病因9究其病因9审证求因\审因论治9才能取
得理想的疗效0 近年来研究发现9中医药在抑制毛囊
皮脂单位微生物生长方面特别是痤疮丙酸杆菌有很好
的疗效9如丹参\连翘\虎杖\黄柏\大黄\黄连和茵陈9
而且还能抑制皮脂溢出9促进皮脂导管弹性9防止导管
角质化9疏通皮脂导管9排毒祛疮9抗菌消炎9改善微循
环9调节机体免疫力9因此能治愈痤疮0 经临床中医药
治疗痤疮9疗效显著9不仅很快消除痤疮9恢复损伤的
皮肤9不留色素沉着9修复了瘫痕9使患者重新拥有了
健康美丽的肌肤0

(本文校对~王阿菩 收稿日期~2012 -07 -06)

中医治疗三叉神经痛的体会
饶凯华 饶旺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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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叉神经痛是以面部三叉神经分布区阵发性剧烈
疼痛为主要表现0 根据其症状特点9本病属中医 c头
痛y\c偏头痛y\c面痛y等病范畴0 临床上我们运用中
医药治疗本病优势明显9具有疗效好9不易复发9副作
用少的特点9现阐述如下0
1 诊病寻因 详辨病机

本病多见于 4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9 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 说c年四十9而阴气自半也9起居衰矣y0 人
至中年9五脏精气渐衰9阴阳逐渐趋向失衡9阳有余而
阴不足9如果由于起居不慎9过度劳累9使阴精耗伤9以
致阴不制阳9风阳内动9夹痰夹火上扰面部9阻碍经络9
引起面痛9若适逢风寒或风热等外邪侵袭9内外风相
合9共同为患9风性上升9入于面部经络9经气不通9亦
致疼痛0 或由先天禀赋不足9天癸虚弱9女性受经\带\
胎\产\乳等生理影响9易致肝血暗耗9冲任亏虚9阴精
不足9经脉失养9若遇情志不遂9忧思抑郁9日久则更伤
肝阴9郁而化火生风9风火灼伤面部脉络9导致疼痛0
故较男性而言9女性更易患病0 此外9饮食不节也是其

主要发病因素9由于暴饮暴食\嗜肥甘生冷或饮酒过度
等9使脾失健运9积痰郁热9痰热生风9痰因火动9风火
夹痰上升9面部气血瘀滞9脉络不通9亦致面痛0

中医认为9c有诸内9必形于诸外y9三叉神经痛虽
然以面部局限性疼痛为特点9它却是脏腑功能失调的
外在表现0 从以上病因病机的分析可以看出9本病的
发生主要责之于肝脾肾三脏0 因于肝者9多为肝阴不
足9风阳内动9因于脾者9多为脾失健运9痰浊内生9因
于肾者9多为肾水亏虚9水不涵木9肝阳上亢0 此外9反
复发作9经久不愈者9常有瘀血内阻之象0 因此9风火
相扇9脉络瘀阻或痰瘀阻络是三叉神经痛的主要病机9
肝肾阴虚或脾失健运为致病之本9风\火\痰\瘀为标0
2 辨证论治 求本溯源
2.1 治本重在肝肾脾 前已述及9三叉神经痛主要由
风\火\痰\瘀\虚这五个病理因素所致9然而此五者皆
因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而产生0 肝藏血9肝血具有儒
养经脉的作用0 从足厥阴肝经循行路线上看9此经连
目系9上出额9其支者9从目系下颊里9环唇内9皆为三
叉神经分支区域0 肝为刚脏9主升主动9火性炎上9风
性升发9所以肝血不足最易生风化火9损伤面部经脉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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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认为 肝肾同源 肝脏内寄相火 体阴用阳 赖肾水
滋之 肾精又需要肝血之充养 在病理上 二脏常相互
影响 肝阴不足可引起肾水亏虚 肾阴不足也可引起肝
血亏损 所以 肝血不足与肾精亏虚 皆为致病之本 
治疗上也常常肝肾同治 此外 脾虚也是导致三叉神
经痛的另一根本原因 脾虚易生痰 痰浊既可以直接
阻滞经脉 又可以进一步发展为痰瘀阻络 引起疼痛 
由此可见 中医药治疗三叉神经痛的关键 不仅仅是止
痛 更重要的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治其本 即补肝肾或
健脾化痰 才能控制疼痛的反复发作 
2.2 止痛当从风与火 三叉神经痛发作期为素体阴
虚遇诱因引触 阴虚化火 风阳内动 或痰热内盛 生风
动火 风火相扇 灼伤面部脉络 而致发作性剧烈疼痛 
 证治准绳   面痛属火 盖诸阳之会 皆在于面 而火
阳类也   素问 太阴阳明论  伤于风者 上先受
之  风邪升发最易上扰头面致痛 风火之邪致痛特
点为阵发性胀痛或抽u样痛 常突发突止 伴灼热感 
发作频繁 或呈电击样 其中 火热者 有虚实之分 或
为肝胃实火 或为少阴虚火 肝胃实火者 痛势剧烈难
忍常伴面红目赤 龈肿口臭 烦躁易怒 口干口苦 便结
v赤等症 少阴虚火者 常伴口干咽燥 腰膝酸软 失
眠多梦 烦热汗出等症 风者 又有内外之别 一般来
说 病初起 病程短 感受风寒或风热者 为外风 病程
长者 多责之于内风 而实际上 三叉神经痛发作时大
部分是内外风相兼为患 单纯的外风或内风所致者很
少见 故治疗常内外风药同时用 很难截然分开 泻火
则分实 肝 火与虚 肾 火 
2.2.1 祛风止痛 常选用全蝎 蜈蚣 僵蚕 地龙等虫
类药物搜风通络 解痉止痛 天麻 钩藤平肝熄内风 白
芒 防风 羌活 细辛 木贼草疏散外风 生石决明 珍
珠母性寒质重 配合使用 加强了平肝潜阳之力 其中 
珍珠母又可以镇卜安神 缓解患者因疼痛发作所致的
精神紧张 焦虑 恐惧等不良情绪 
2.2.2 泻火止痛 肝经实火者常选用龙胆草 夏枯
草 黄连 黄苹 黄柏 w羊角清肝火 阴虚火旺者多用
知母 黄柏 玄参 生地黄 桑x子 旱莲草等养阴泻火 
同时加用龟板 鳖甲等血肉有情之品 既能滋养肝肾之
阴而退内热 又可潜降肝阳而熄内风 以上二者都需
要加入生白芍 30 ~50g以养血柔肝 缓急止痛 
2.3 久痛入络要化瘀 中医理论中讲到久病多虚多
瘀 痰瘀阻络 气虚血瘀 阴虚经脉涩滞生瘀 热盛气奎
血瘀等致瘀的机制 无论何种原因所致的 瘀  其疼
痛的特点都是痛处固定 日轻夜重 呈抽u样 针刺样
或刀割样痛 程度剧烈 难以忍受 有的甚至痛不欲生 

因此 在三叉神经痛的治疗过程中 化瘀药是必不可少
的 如丹参 赤芍 桃仁 红花 制乳没 苏木 血竭 川
穹 田七等 其中川穹辛散温通 可上行头目 直达病
所 为血中气药 前人有  头痛不离川穹 之说 所以
治疗三叉神经痛 川穹可作为常规用药 一般用量 30
~50g 其它活血药物辨证使用 
2.4 痰浊阻络要涤痰 对于脾虚痰浊阻络者 治疗上
当涤痰 常选温胆汤为主方加胆南星 天竺黄 竹沥 白
芥子 白附子等药 李中摔言  治痰不理脾胃 非其
治也  所以在涤痰的同时 通常需加用白术 党参 黄
蔑等益气健脾之品以治其本 
3 典型病例

谈某1男143 岁1患三叉神经痈 10 牟0 2000 牟开
始出现左侧面部阵发性疼痈1在某医院诊断为三叉神
经痈0 2008 牟行三叉神经射频热凝微创术1术后 1 牟
疼痈未发作0 2010 牟春节后疼痈再发1之后一直口服
卡马西平(得理多)200mg1每日 2 次1效果不显1仍于
进食及刷牙时疼痈加重0 递于 2010 牟 8 月 13 日至我
院首诊0 时症I左侧面部阵发性疼痈1呈刀割样1灼热
感1进食及说话可诱发及加重1伴头昏1大便偏稀1睡眠
差1纳少1舌淡红\苔黄腻1脉弦细0 中医辨证为痰湿阻
络1风火上扰0 治以化痰熄风1清肝泻火1通络止痈0
药用I生白芍 30g1法半夏 10g1胆南星 10g1陈皮 10g1
竹茹 10g1积实 10g1夏枯草 30g1天麻 10g1钩藤 30g1生
石决明 15g1木贼草 20g1全蝎 6g1 芍 30g1白笠 20g0
治疗 10 日后1患者疼痈稍减轻1已停用卡马西平1仍感
头昏1纳少1二便自调1舌淡红1苔黄腻1脉沉细0 考虑
为久病脾虚肝乘1肝阳偏亢1治以扶土抑木1健脾化痰0
药物I党参 15g1生黄茂 30g1当归 10g1 芍 30g1胆南
星 10g1防风 10g1白笠 10g1夏枯草 30g1天麻 10g1全虫
6g1法夏 10g1羌活 6g1生石决明 15g1生白芍 30g1生地
黄 10g0 服药半月后1疼痈仍有发作1但程度较前减
轻1舌淡红1苔白腻1脉沉细0 考虑久病夹瘀1于是在原
方基础上加桃仁\红花0 药用I党参 30g1生黄茂 30g1
桂枝 10g1白笠 20g1羌独活各 6g1全蝎 6g1细辛 4g1 
芍 30g1苍白术 10g1法半夏 10g1陈皮 10g1获苹 15g1夏
枯草 20g1钩藤 50g1白附子 6g1天麻 10g1桃仁 10g1红
花 10g0 上方加减治疗 2 月余1疼痈明显缓解1仅偶于
晨起刷牙\洗脸时稍感疼痈1中午以后发作很少0 嘱其
避风寒1忌食辛辣油腻生冷发物1注意休息1尽量减少
面部刺激0 随访至今1疼痈无加重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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