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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风邪与免疫性疾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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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 基 础 理 论 经 典 古 籍———《黄 帝 内 经》奠 定 了

中医对风 邪 认 识 的 理 论 基 础［１］。《素 问》指 出：“夫 百

病之生也，皆 生 于 风 寒 暑 湿 燥 火，以 之 化 之 变 也……
风者，百病之长也”；“风胜则动”；“风者，阳气也”；“风

之伤人也，或为寒热，或为热中，或为寒中，或为疠风，
或为偏枯”；“风木受邪，肝病生焉”。强调了风为百病

之长，风胜 则 动，风 为 阳 邪、善 行 数 变，风 气 通 于 肝。
千余年来，《内经》的风邪理论一直指导着临床辨证施

治。风邪致病在中医病机学中占有重要地位，风有外

风、内风 之 分，外 风 常 夹 带 寒、湿、热 邪 为 病，形 成 感

冒，或痹症，或风疹，或水肿；内风旋动导致震颤、抽搐

或中风等；临床常以祛风、搜风、熄风为治疗原则。过

敏性疾病（荨麻疹、过敏性鼻炎等）、结缔组织疾病（强

制性脊柱炎、风 湿 病 等）、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系 统 性 红

斑狼疮、肾 小 球 肾 炎、类 风 湿 等）均 有 风 邪 致 病 的 特

点，甚 至 有 新 观 点 认 为 内 风 为 肿 瘤 复 发 的 病 因 之 一，
并据此提出搜风、祛风的治疗原则［２］。而现代医学研

究表 明，上 述 疾 病 均 与 免 疫 功 能 失 调 相 关，例 如 过 敏

性疾 病 为 过 继 免 疫 亢 进，结 缔 组 织 疾 病 为 免 疫 失 调，
肿瘤为免 疫 逃 逸。笔 者 通 过 观 察 近 代 中 医 对 上 述 诸

病的辩证用药原则，并结合现代医学对上述诸病的病

因研究，探 讨 中 医 风 邪 理 论 与 机 体 免 疫 性 疾 病 的 关

系，现报道如下。

１　过敏性疾病与风邪关系

１．１　过敏性紫癜

现代医学 认 为 过 敏 性 紫 癜 属 于 血 管 变 态 反 应 性

疾病，由于机体对某些过敏物质发生变态反应而引起

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和脆性增加，导致皮下组织、黏膜、
内脏器官 出 血 及 水 肿。中 医 诊 断 学 观 点 认 为 风 淫 证

为本病主 要 病 机 之 一。相 关 临 床 研 究 认 为 风 热 伤 络

为本 病 病 因 病 机，予 以 犀 角 地 黄 汤 配 伍 防 风、乌 梅 敛

阴祛风 以 脱 敏［３］。以 祛 风 活 血 方（连 翘、白 茅 根、荆

芥、蝉蜕、徐长 卿、赤 芍、丹 参、益 母 草、乌 梅、生 地）治

疗本病，其临 床 总 有 效 率 达９５％［４］。或 运 用 生 地、玄

参、大青叶、生石膏、荆芥、防风、炒枳壳、白鲜皮、乌梢

蛇等 组 方，以 凉 血 止 血、祛 风 解 毒 为 法，临 床 疗 效 显

著［５］。亦有学者配合针刺法，选择曲池、血海等穴位，

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意，其中血海归肝经，
取义“风木受 邪，肝 病 生 焉”，也 证 实 了 针 刺 血 海 实 为

祛风［６］。

１．２　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征

过敏性鼻炎－哮喘综合 征 是 指 同 时 发 生 的 临 床 或

亚临床的上呼 吸 道 过 敏（过 敏 性 鼻 炎）和 下 呼 吸 道 的

过敏性症状（哮喘），二者往往同时存在。其分属于中

医“鼻鼽”、“哮 病”等 范 畴，中 医 认 为 其 病 因 病 机 为 风

寒、风热之邪袭肺，或素体肺虚和特殊体质之人，极易

为风邪 所 侵 袭，内 外 合 邪，发 为 本 病，治 疗 遵 循“未 发

以扶正气 为 主，既 发 以 攻 邪 气 为 急”的 原 则，从“风”
（内风和外风）、“痰”（风痰、寒饮、热痰）、“气”（气逆）、
“虚”（肺脾肾 虚）论 治。史 锁 芳 等［７］提 出“气 虚 风 袭，

风痰阻肺，胸阳痹阻”是本病反复发作的主要病机，宜

采用益气祛风、宣痹化饮方治疗，该方组成含黄芪、防

风、辛夷、麻 黄 等 祛 风 药 物。与 沙 美 特 罗 氟 替 卡 松 粉

吸入剂及孟鲁司特钠片对照组相比，该方治疗组外周

血嗜酸性粒细胞（ＥＯＳ）、免疫球蛋白Ｅ（ＩｇＥ）改善程度

均优于对 照 组。刘 贵 颖 教 授［８］认 为 风 邪 是 本 病 的 始

动因素，治疗应以疏风解痉为出发点。王志英教授［９］

认为风痰阻肺、寒饮内停是本病急性发作时的主要病

机，祛风化痰、降气平喘、温通鼻窍为治疗大法。

１．３　变态反应性皮肤病

慢性荨麻疹、慢性湿疹和皮肤瘙痒症均为常见的

变态反应性疾病，现代医学认为机体免疫力下降是造

成此类皮 肤 病 的 主 要 原 因。中 医 观 点 认 为 此 类 疾 病

是由风、燥、湿、热引起。《素问》记载：“风邪客于肌中

则肌虚，真气发散，又挟寒搏皮肤，……则为痒也。所

以有风疹瘙痒”。《外科大成》云：“风盛则痒。盖为风

者，火之 标 也，凡 风 热 客 于 皮 肤、作 痒 起 粟 者，治 宜 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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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提出 了 风 邪 和 火 邪 引 起 皮 肤 瘙 痒。中 医 学 观 点

认为，由于机体禀赋不足，湿热内蕴，此时外感风邪就

会出现 风、湿、热 邪 相 搏，浸 淫 皮 肤，从 而 表 现 出 一 系

列湿热型 慢 性 荨 麻 疹、慢 性 湿 疹 和 皮 肤 瘙 痒 症 的 症

状。故治疗以祛风止痒、清热凉血、除湿为主要原则。
如祛风止痒颗粒，主要由防风、蝉蜕、地肤子等药物组

成，其中防 风、蝉 蜕 为 祛 风 药 物。祝 谌 予 善 用 过 敏 煎

治疗 各 类 过 敏 病 症，方 中 防 风、银 柴 胡 等 祛 风 药 物 为

君药［１０］。另有大 量 文 献［１１－１３］记 载 的 各 大 医 家 运 用 经

验方治疗荨麻疹及湿疹，均含有防风、蝉蜕、荆芥等祛

风药物，或 加 用 牛 蒡 子、白 芷、全 蝎 等 加 强 搜 风、祛 风

作用。

２　结缔组织性疾病与风邪关系

２．１　强直性脊柱炎

强制性脊 柱 炎 是 一 种 以 骶 髂 关 节 和 脊 柱 关 节 慢

性炎症为 主 的 全 身 性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属 于 中 医 学

“骨痹”范 畴。风 邪 为 其 发 病 重 要 外 因。五 藤 胶 囊 具

益肾活 血、通 络 祛 风 之 效，其 中 青 风 藤、鸡 血 藤、海 风

藤、络石藤、宽筋藤均为通络祛风、活血通络之品。研

究［１４］表明，本方能够调节免疫功能，改善血液循环，促
进组织修复。

２．２　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 炎 是 一 种 常 见 的 炎 性、异 质 性、自 身

免疫性疾病，属于中医“痹症”范畴。《素问》指出：“风

寒湿三气杂至，合 而 为 痹”，历 代 医 家 均 沿 袭“风 寒 湿

三邪杂 至 而 为 痹”进 行 辩 证 施 治。有 学 者 运 用 淫 羊

藿、巴戟天、羌 活、独 活、鸡 血 藤、乌 梢 蛇、甘 松 等 药 物

治疗本病，以活血补肾、祛风通络为治疗根本大法，获

益显著［１５］。朱 良 春 教 授［１６］善 用 祛 风 药 对 治 疗 痹 症，
尤其是虫类药物，如土鳖虫、僵蚕、露蜂房、乌梢蛇、全

竭、蜈 蚣 等 同 用，此 虫、蛇 类 药 物 可 以 增 强 机 体 免 疫

力，使抗原、抗体的关系发生改变，防止组织细胞进一

步受损。

３　自身免疫性疾病与风邪关系

３．１　系统性红斑狼疮

系统性红斑狼疮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医认

为风和毒 是 本 病 常 见 的 两 大 病 理 因 素，既 可 从 外 感

受，亦 可 从 内 而 生。张 志 坚 等［１７］认 为 本 病 以 正 虚 为

本，兼由风 邪 内 发，故 治 疗 万 不 能 忽 视 治 风。依 据 外

风当辛散，内风宜疏养，予以秦艽丸合交泰丸、丹参饮

加减化裁，常用药物为生黄芪、白人参、生地、秦艽、乌

梢蛇、土茯苓、小叶鸡尾草等。其中可见秦艽、乌梢蛇

共投，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研究［１８－１９］表明二者均具有

良好 的 抗 炎 镇 痛 作 用，前 者 兼 祛 骨 蒸 潮 热，后 者 擅 治

多种慢性皮肤病，且对狼疮性皮疹有独特疗效。

３．２　免疫性结膜炎

免疫性结膜炎又称变态反应性结膜炎，是结膜对

外界过 敏 原 的 一 种 超 敏 性 免 疫 反 应，属 于 中 医“目

痒”、“时复症”等 范 畴，中 医 认 为 其 病 机 为 肺 卫 不 固，
风热外 侵，上 犯 白 睛，或 脾 胃 湿 热 内 蕴，复 感 风 邪，或

肝血不足，虚 风 内 动，上 犯 于 目。可 见 其 病 因 离 不 开

外风或内风。黄 江 丽［２０］以 玉 屏 风 散 加 味 治 疗 过 敏 性

结膜炎，总 有 效 率 为８２．２％。宋 爱 青 等［２１］以 运 用 四

物汤 合 玉 屏 风 散 治 疗 免 疫 性 结 膜 炎 总 有 效 率 为

９５．８％，而玉屏风 散 由 黄 芪、白 术、防 风 组 成，其 中 防

风为祛风的代表性药物，可见祛风固表为本病治疗的

基本大法。

３．３　自身免疫性肝病

自身免疫 性 肝 病 在 中 医 属“黄 疸”、“积 聚”、“胁

痛”、“鼓 胀”等 肝 胆 病 证 范 畴，因 其 临 床 表 现 中 有 黄

疸、瘙痒、干燥、关节疼痛等与风邪致病特性相关的症

状，故有学者［２２］认 为，风 邪 在 本 病 的 发 病 中 起 了 不 可

忽视的 作 用。而 风 药 治 肝 由 来 已 久，风 药 可 行 气 疏

肝、散热凉肝、活血理肝、胜湿利肝、熄风镇肝、补虚柔

肝。现代 药 理 研 究 表 明，风 药 具 有 类 皮 质 激 素 样 作

用，可抑制自身免疫反应。如秦艽，苦、辛、微寒，具有

祛风湿、舒筋络、清虚热作用，其主要药理活性成分龙

胆苦 苷、龙 胆 碱，有 明 显 的 抗 炎 及 促 皮 质 激 素 分 泌 的

作用［２３］。此外，具有类似作用的风药还有荆芥、细辛、
汉防己等［２４］。

３．４　慢性肾炎

肾脏病的发生与自身免疫、炎症反应等因素密切

相关。慢性肾炎属 中 医“水 肿”、“虚 劳”、“腰 痛”、“血

尿”等范畴，其病因可概括为“风、湿、瘀、虚”。《素问》
中提出了“风 水”、“肾 风”等 的 概 念，阐 述 风 邪 与 肾 病

有着密不 可 分 的 关 系。肾 脏 病 在 急 性 发 作 阶 段 常 表

现为 风 水 证，临 床 表 现 为 眼 睑 及 头 面 浮 肿，继 则 四 肢

及全身浮肿，病 机 为 风 邪 入 里，肾 络 受 伤，风 性 开 泄，
精微不固，可 以 形 成 蛋 白 尿［２５］。《诸 病 源 候 论》指 出：
“风邪客 于 少 阴 则 尿 血”。风 邪 善 行，循 经 入 里，虫 类

药走窜之力最强，尤善搜风，以制风之游走开泄，减少

蛋白漏出，缓解骨节酸痛。如乌梢蛇祛风湿，通经络，
《本经逢源》指 出，其 可 治“肾 脏 之 风”。外 感 之 风，可

配伍僵蚕、蝉蜕等。现代研究［２６］表明，地龙可明显 促

进巨噬细胞活化，对免疫系统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王

钢等［２７］运用独活寄生汤治疗慢性肾小球肾炎，以验证

·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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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论治慢性肾小球肾炎的有效性，实验结果总有效

率高达９０．４％。

３．５　溃疡性结肠炎

现代医学认为溃疡性结肠炎与遗传、免疫、凝血、
感染等因素有关。中 医 学 将 本 病 归 属 于“泄 泻”、“肠

风”、“脏毒”等 范 畴。中 医 古 籍《肘 后 备 急 方》中 运 用

独活、升麻等治“胃胁腹内绞急切痛不可抑按，或即吐

血，或鼻中出 血，或 下 血”；《妇 人 良 方》使 用 防 风 如 神

散治风热气滞，粪后下血；张双喜［２８］明确提出“从风论

治”溃疡性结 肠 炎，认 为 内 外 风 邪 协 同 作 用 在 溃 疡 性

结肠炎的 发 病 中 起 着 关 键 的 作 用，风 水 相 作 引 发 肠

鸣、泄泻；风 气 相 求 而 生 腹 胀、矢 气；风 作 血 动 而 成 便

脓、下血。沈洪教 授［２９］也 提 出“凉 血 祛 风、宁 络 止 血”
的治则，对便 血 严 重 者，《中 藏 经》中 记 载 的 治 肠 风 下

血方，选用荆芥、防风等祛风之药，风祛而络宁。仝小

林等［３０］提出本病属“脏腑风湿”病范畴，指出祛邪外出

是脏腑风湿的首要治则，建议在辨证基础上合理地使

用风药，从而更好地提高临床疗效。

４　肿瘤与风邪关系

《诸病源 候 论》言：“积 聚 者，由 阴 阳 不 和，府 藏 虚

弱，受 于 风 邪，搏 于 府 藏 之 气 所 为 也”，阐 述 了 机 体 因

正虚邪盛，脏 腑 失 其“阴 阳 冲 和 之 气”，则 易 致 风 自 内

生成积聚。《本经序疏要》云：“阳在上不与阴化，在下

不能化阳，均之风也”。因此肿瘤机体在邪盛正虚，积

块渐成的 同 时，亦 伴 随 着 因 阴 阳 不 和 而 致 内 风 的 生

成，终致肝风内动。因肝风内动，挟痰，挟瘀，挟毒，流

串全身脏腑经络，则痰、瘀、毒停滞体内，滞于脏腑，或

流串于经络、筋骨、皮毛等，而成为转移瘤［３１］。临床用

于治疗恶性 肿 瘤 的 中 草 药 复 方 及 中 成 药 中 含 有 大 量

风药，如姜黄、僵 蚕、桂 枝、路 路 通、全 蝎、蜈 蚣、防 风、
威灵 仙、半 枝 莲 等，其 在 改 善 和 稳 定 病 情 方 面 具 有 一

定疗效［３２］。近年来 有 医 家 对 中 医 治 疗 肿 瘤 的 经 验 进

行总 结，提 出 风 邪 为 肿 瘤 转 移 的 病 因 病 机 之 一，提 倡

尽早使用风药进行治疗［３３］。

５　小结

本文所涉及各系统疾病均与免疫相关，经辩证后

运用祛风、搜 风、熄 风 类 中 药 取 得 良 效。而 现 代 药 理

学研究［３４－３６］表明，该 类 中 药 具 有 抗 炎、镇 痛、抗 凝、抗

肿瘤、免疫 调 节 及 抗 过 敏 作 用。故 笔 者 认 为，风 邪 作

为中医理论中极其重要的概念，在多种疾病的发生发

展中占据重要地位。风邪以外风侵袭为主，表现出风

淫、风热、风湿等实性证候时如同免疫应答的亢进；当

表现为内风夹痰、瘀、毒停滞体内，或挟痰，挟瘀，挟毒

以流 串 全 身 脏 腑 经 络 时，其 表 现 类 似 免 疫 应 答 不 足，
或免疫逃逸；故由此可见风邪与机体免疫应答状态相

关，体现了“风为百病之长”的特性。风邪的概念极有

可能与机体免疫应答过程相关，正常时表现为炎症反

应，异 常 时 表 现 为 免 疫 亢 进 的 自 身 免 疫 性 疾 病，或 免

疫抑制时 免 疫 缺 陷 相 关 疾 病。而 风 药 可 在 一 定 程 度

上调节机 体 免 疫 应 答 过 程，从 细 胞 因 子 水 平 重 塑 免

疫。
尽管风邪 与 免 疫 应 答 过 程 的 关 系 及 风 药 调 节 免

疫应答的具体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但随着科学

研究的不断深入，风邪与免疫系统功能的关系终会被

阐明，并为人类健康事业的发展做出指导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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