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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ment of alopecia areata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ind
ascending and disper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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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Alopecia areata (AA) falls within the scope of Chinese medicine concepts such as "oil wind" and "ghost shaving
head". ZHANG Yuansu's "wind ascending and dispersing" theory posits that pathogenic wind is one of the pathogenic factors of
disease, and wind-extinguishing medicines have the functions of ascending and dispersing yang and regulating qi movement.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pathogenesis of AA from this perspective, asserting that pathogenic wind is the key pathogenic factor in
this disease. Phlegm dampness accumulating in the spleen, stagnant blood obstructing the meridians, and deficiency of the liver and
kidney are the causes of pathogenic wind. The treatment principle focuses on ascending and dispersing yang qi, employing methods
such as clearing heat and moistening dryness, transforming phlegm and eliminating dampness, circulating blood and transforming
stasis, and tonifying the liver and kidney. Modern pharmacolog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ind-extinguishing medicines can treat
AA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immune regulation, anti-inflammatory effects, and improvement of microcirculation, which provides
experimental basis and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wind ascending and dispers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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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秃是一种由 T 细胞介导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袁
以毛囊免疫功能丧失导致非瘢痕性脱发为主要特

征遥 流行病学研究显示袁其终身患病率为 2%[1]袁可累

及任何年龄尧性别及种族遥临床表现从局限性脱发斑

块到头皮或全身毛发的弥漫性脱落不等袁有 14%~
25%的患者病情进展到全秃或普秃遥 斑秃发病研究

本文引用: 周 蕾, 庞 博, 陈 岩. 基于野风升生冶思想论治斑秃[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5, 45(2): 33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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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女性发病较男性更早且病程更长袁且发病年龄

与预后呈负相关[2]遥 目前认为斑秃与自身免疫尧神经

精神因素高度相关袁但具体发病机制尚未明确[3]遥 西

医常规治疗以激素和免疫抑制剂为主袁但存在治疗

周期长且毒副作用较大袁临床效果不长久尧停药过

后易复发等局限性遥
中医学将斑秃归属于野油风冶野鬼剃头冶等范畴袁

传统辨证以肝肾不足尧血热风燥尧肝郁脾虚为主要病

机袁采用补益肝肾尧活血祛风尧疏肝健脾为主要治法遥
金元医家张元素提出野风升生冶理论袁阐述人体的生

理活动与风象的关系袁认为风药具有升提尧布散人体

气机的功效遥 斑秃发病中袁瘀血尧痰湿等病理产物阻

滞经络袁致使气血津液运行失常遥 基于此袁治疗以风

药贯穿全程袁结合祛瘀通络尧健脾渗湿尧补益肝肾等

法袁临床获得较好疗效遥 本文拟从野风升生冶理论探

讨斑秃的病机和治疗袁以期为斑秃的中医诊疗提供

新思路遥
1 野风升生冶思想源流及发展

野风升生冶一词首载于张元素叶医学启源窑用药备

旨窑药类法象曳袁通过野药类法象冶用于描述药物对于

气机的生发尧升提尧布散作用遥 叶黄帝内经曳首创药性

厚薄之说袁初步提出了药物气味厚薄与升降浮沉药

性的联系遥 后世张元素在叶黄帝内经曳基础上发展了

气味厚薄理论袁总结创立出升降浮沉的药性理论袁
认为某一类药物袁得某一四时天地之气袁就具备这

一天地之气之功[4]遥 他根据五运六气学说袁取法天地

五运之象袁将药物分为野风升生冶野热浮长冶野湿化成冶
野燥降收冶野寒沉藏冶五大类袁并将具有风木属性尧药
味薄者归为野风升生冶一类袁收载有羌活尧天麻尧防
风尧川芎等[5]遥 其弟子李东垣继承并发展了野风升生冶
理论袁明确地将野风升生冶思想中所含的药物命名为

野风药冶袁叶内外伤辨惑论曳谓院野味之薄者袁诸风药是

也袁此助春夏之升浮也遥 冶并且李东垣在叶脾胃论曳中多

次提及风药一词[6]袁如野诸风药升发阳气袁以滋肝胆

之用袁是令阳气生冶袁野今客邪寒湿之淫噎噎故必用升

阳风药即瘥冶袁并广泛运用此类药物于诸多病症袁尤
其是内伤诸病治疗袁成效卓著遥 经过医学的发展袁风
药理论被后世医家广泛接受袁其内涵不断完善尧演变遥

叶黄帝内经曳奠定了气机升降理论的基本原理遥
风升生理论实质是对于叶黄帝内经曳气机升降理论的

补充与延伸袁根植于叶黄帝内经曳之上创立的升降浮

沉药性理论体系遥 风尧升尧生源于自然袁通于人体袁三
者之间相互联系袁风主升的属性与人体肝胆升发之

功相应袁野风升生冶药物又以上升之性和疗风之效为

主要特征袁因此在脱发类疾病中被广泛应用遥
2 风邪与斑秃发病的关联性

风邪与免疫尧炎症反应密切相关遥现代医学研究

表明袁风邪的致病过程与免疫炎症因子异常表达及

沉积相关[7-8]遥 炎症因子可能是中医风邪致病的物质

基础遥 一方面袁炎症因子致病广泛袁可作用于机体多

个系统袁与野风为百病之长冶的特点相符曰另一方面袁
炎症因子异常表达能诱发各类疾病袁体现了风邪野善
行数变冶的特点遥 斑秃发病中袁风邪与免疫功能失调

表现为院渊1冤毛囊免疫屏障被破坏袁自身抗原攻击毛

囊曰渊2冤炎症细胞浸润加重毛囊损伤曰渊3冤免疫功能

紊乱导致毛发脱落遥 研究发现袁斑秃患者外周血中

白细胞介素-17渊interleukin-17袁IL-17冤尧白细胞介

素-6渊interleukin-6袁IL-6冤尧肿瘤坏死因子-琢渊tumor
necrosis factor袁TNF-琢冤等炎症因子水平显著升高[9-10]袁
证实了风邪与免疫炎症反应的关联遥
3 从野风升生冶思想分析斑秃的病机

风邪为诱发尧加重斑秃的主要致病邪气袁以肾精

不足尧营血亏虚为主的营养物质缺失为斑秃毛发不

生之本源袁瘀血尧痰湿等病理产物阻滞经络袁脉络受

瘀生风袁导致脏腑气机野不升冶袁以上三个环节共同构

成了斑秃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遥故基于野风升生冶理论袁
从风邪外感尧脏腑气机升提无力尧精血生化乏源等角

度出发袁将斑秃辨证分为血燥生风证尧痰热蕴风证尧
血瘀成风证尧肝肾虚风证等 4 个证型进行论治遥
3.1 风邪侵袭袁血燥生风

风邪外袭尧血燥生风是斑秃急性发病的主要诱

发因素遥 叶诸病源候论窑鬼砥头候曳中记载野风邪在于

头袁有偏虚处袁则发秃落冶袁阐明风邪致病与机体正虚

的关系遥 张元素野风升生冶理论认为风药具升提布散

之性袁可助阳气升发尧调畅气机袁为斑秃治疗提供了

理论基础遥风邪致病可分为外风与内风两个方面院外
风符合野风为阳邪袁易袭阳位冶野风善行而数变冶野风胜

则痒冶的特性袁直至清代以前大多医家都持外风致秃

这一观点遥 内风如叶虚损启微窑诸虚见症曳所言野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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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落袁肾枯火炎袁肺失治节袁而内风妄动冶袁可见医家

已将视角从外风逐渐聚焦到内风引发斑秃上来[11]遥
野发为血之余冶袁血热血虚均可引动内风袁嗜食辛辣尧
服用辛热药物过后出现斑秃袁其发病实质是由耗气

伤血袁血中有热所导致袁而无论是血虚还是血热袁都
会引动内风遥

风邪入侵后易于化热袁进一步耗伤阴血袁致水

不涵木袁上扰发根袁内外风相互作用袁形成恶性循

环袁最终导致毛孔疏松袁头发失于滋养而脱落遥 临证

常表现为头发干枯毛躁袁脱发迅速袁或伴有头皮微红

痒痛袁头部烘热袁急躁不安袁舌质红袁苔薄袁脉数等遥
此类患者斑秃常突然发作袁此消彼长袁发无定处袁头
发成片迅速脱落袁 甚至快速发展至全秃或者普秃遥
基于野风升生冶理论袁治疗当以祛风为主袁佐以养血活

血之品袁标本兼顾遥
3.2 痰湿中阻袁蕴热生风

痰湿中阻尧蕴热生风是斑秃持续发展的核心病

机遥 其中饮食失节尧嗜食肥甘厚味是导致痰湿产生

的重要原因遥 如叶素问窑五脏生成篇曳曰院野多食甘袁骨
痛而发落遥 冶脾为生痰之源袁饮食失调袁脾胃受损袁导
致脾失运化袁则水谷精微不得运化袁痰湿内生则生诸

病袁一则痰湿水饮内流袁阻碍肝木之生发尧疏泄袁则风

气内郁袁痰浊上扰清窍曰二则痰湿久踞中焦袁化生火

热袁热而成风袁阻滞脉络[12]遥 叶备急千金要方窑风眩曳云
野痰热相感而动风冶袁痰热胶着于中袁扰动风阳袁痰随

风动袁上扰清窍袁阻滞头皮经脉袁致头发脱落遥 此外袁
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袁人之肌表皮毛依赖水谷精微尧
气血之荣养遥 若先天脾胃不足或久病伤正袁导致脾

虚气弱袁气血生化乏源袁头皮脉络失于濡养袁虚风内

起则成脱发之象遥 正如叶素问窑大阴阳明论篇曳所谓院
野土者袁生万物而法天地遥 冶临证常见到患者在饮食

失节后出现斑秃[13-14]袁伴头皮油腻光亮袁迭起鳞屑袁
懒动嗜睡袁身体困重袁喜食肥甘滋腻袁大便溏泄不爽袁
舌暗红袁苔白腻或黄滑腻袁脉滑数遥
3.3 瘀血于内袁留而成风

斑秃患者局部存在毛囊萎缩甚至坏死的表现袁
实际是由于瘀血等病理产物阻滞经络袁脉络受瘀生

风袁头皮毛囊失养所致遥 瘀血致风原因有二袁一则瘀

血阻滞头皮经络袁导致气血无以上荣袁毛发失于濡

养袁头皮经脉挛急而风动曰二则瘀血不去袁新血不生袁
头皮经脉津枯血少袁气血失于调和袁故燥而动风遥 临

床上导致瘀血停滞的常见原因有气滞血瘀尧血热生

瘀等遥由于斑秃影响患者外观袁故易影响患者心理情

绪遥 长期精神情志异常袁影响肝疏泄之功能袁气不行

血袁必然导致瘀血产生袁同时有形之邪易于化热或外

感热邪袁煎灼血液袁致血行滞涩袁反过来加重血瘀袁致
病情反复遥正如叶医林改错窑通窍活血汤所治症目曳记
载野血瘀阻塞血路袁新血不能养发袁故发脱落冶[15]遥 临

证常见头发成片脱落袁伴有头皮刺痛尧瘙痒袁病情反

复袁或胸胁胀闷袁失眠多梦袁情绪烦躁袁善叹息袁舌质

暗紫袁脉弦涩等遥
3.4 肝肾不足袁虚风内起

斑秃日趋年轻化袁多由劳倦过度尧起居无常所致

者袁多责之于肝肾亏虚袁发失所养遥发为肾之外候袁头
发的生长荣枯与肝肾密切相关袁肝血尧肾精是充养毛

发的基础物质遥如叶素问窑五脏生成论篇曳云院野肾之合

骨也袁其荣发也遥冶中医认为袁野发为血之余冶袁若因过

度劳累袁或年老体衰袁导致肝肾渐亏袁毛发脱落遥原因

有二袁一则肾精不足袁其滋养之功受损袁无以濡养脉

络袁头皮失养则易生拘挛袁导致毛囊缩小袁变生内

风曰二则肝阴血不足袁无以涵养肝阳袁虚阳亢越则易

化生火热袁热极生风袁上扰清窍袁则见发落遥 临证常

见斑秃病程日久袁头发枯黄或灰白袁脱发广泛遥常伴

头晕耳鸣袁咽干目眩袁阳强易举袁五心烦热袁失眠多

梦袁舌质淡或红袁苔薄或少袁脉沉细或数遥
4 以野风升生冶思想指导斑秃的治疗

斑秃具有风邪为患的特点袁起病突然袁病情多

变袁常由情绪波动尧睡眠障碍尧饮食不调等原因诱发袁
与风性主动尧摇摆不定的特点不谋而合遥野风邪冶是斑

秃发生发展的重要病因袁可从野祛风冶论治遥同时审证

求因袁针对血燥尧阴虚尧痰瘀等病理情况辨证施治袁以
达到复运气机尧制约风动的目的遥现代药理学研究发

现袁风药能够通过改善循环尧调节免疫尧氧化应激尧改
善炎症等多个与斑秃发病相关环节发挥治疗作用遥
4.1 清热润燥袁凉血祛风

斑秃早期风邪上犯巅顶而致气血失和袁局部郁

热遥 叶素问窑至真要大论篇曳云院野疏其壅塞袁令上下无

碍袁血气通畅袁则寒热自和袁阴阳调达遥冶据此袁借助风

药升散透达的特性袁可宣通经脉袁恢复津精布散遥 方

用荆芥尧羌活尧天麻尧祛风透表止痒曰侧柏叶尧茜草凉

血活血袁通过清除血热而止脱发[16]遥 研究表明袁荆芥尧
白芷对毛囊有明显的促生长作用[17]曰侧柏叶中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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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雪松醇具有激活毛母细胞和促进血液循环的作

用袁使生长能力衰弱的毛囊复活袁其黄酮提取物还

具有抗炎尧抗氧化作用[18]遥 另外袁野治风先治血袁血行

风自灭冶袁方中加入当归尧生地黄养血活血尧滋阴润

燥袁以制血脉之风邪遥早在李时珍叶本草纲目曳中便记

载蒲公英具有野乌须发袁壮筋骨之功冶遥 现代药理学

研究发现袁蒲公英含肌醇袁有刺激毛囊生长尧抑制免

疫尧抗菌尧抗炎的作用[19]遥
4.2 化痰祛湿袁清热熄风

痰湿中阻尧蕴热成风是斑秃形成的关键环节遥
基于野风生升冶理论袁风药辛散宣发一方面可渗湿运

脾袁恢复脾气升清之功袁另一方面能解郁遏之火热

使其无所依附而宣散郁火遥 叶周易悬象窑升曳曰院野地
中生木袁升也遥 冶据此袁运用风药益肝胆之木气袁促阳

气生发袁上出脾土之阴袁临证常用柴胡尧薄荷类遥 脾

气以野升冶作为承载枢纽袁对头皮输布送野清冶袁而达到

滋润濡养头皮之功能袁临证常用黄芪尧升麻类遥 野湿
为阴邪袁非阳不运袁非温不行冶袁临证中袁对于脾虚湿

困袁清阳不升的斑秃脱发袁健脾祛湿之余适当的加用

风药如藁本尧苍术袁助脾胃气机生发尧燥湿醒脾尧运化

水湿袁同时又鼓舞中阳之气袁护胃升脾尧滋养毛窍遥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袁藁本和苍术对IL-6尧TNF-琢 和前

列腺素 E2 等炎性物质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袁从而

实现抗炎和免疫调节的作用遥 这可能是藁本和苍术

治疗斑秃的机制之一[20-21]遥
4.3 活血化瘀袁缓急熄风

风药辛散宣发袁一方面能助气行血尧散瘀通络袁
具有直接推动血液运行的作用曰另一方面能运行脉

络血液和毛囊产生的代谢废物袁加速头皮血液循环袁
使发根得以濡养遥 李东垣升阳散火汤中用羌活尧防风尧
升麻尧葛根尧柴胡等疏发三阳经之郁火遥 方中辅以川

芎尧白芍等疏肝理气尧养血活血袁并结合鸡血藤尧钩藤

等活血通络[22]袁多途径祛除导致斑秃的致病因素和

病理产物[23]袁如叶血证论窑阴阳水火血气论曳曰院野运血

者袁即是气遥 冶现代药理研究也已逐步证实风药具有

扩张血管尧改善血液黏滞度等多方面的药理作用[24]袁
如川芎嗪可抑制血管收缩尧抗血小板聚集袁丹参可改

善血液循环袁降低血液黏稠度袁且丹参酮可以抑制

TNF-琢尧IL-6 等因子的表达和释放以控制炎症[25]遥
4.4 补益肝肾袁填精逐风

肝肾亏虚袁气血不足袁虚风上扰袁发失濡养而脱

落是顽固性斑秃的重要病机遥叶天士云院野治宜固肾袁

稍佐升阳遥 冶肾归于下焦袁风药轻清上行袁可上至巅

顶袁助肾阳升发而布阴精[26]遥 临床上对于肝肾不足的

斑秃患者袁以沙苑子尧山茱萸补肾填精袁桑椹尧墨旱

莲尧女贞子滋阴凉血袁菟丝子平调阴阳遥配伍钩藤尧羌
活等风药袁借其轻清上浮特性袁促进精血津液布散遥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袁钩藤颗粒剂能调节机体免疫

功能尧并对郁型变态反应具有抑制作用[27]曰羌活具有

降低 TNF-琢尧IL-6 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表达水平袁
以及抗氧化等作用[28]遥
5 验案举隅

5.1 验案 1
患者袁女袁48 岁遥 初诊院2023 年 11 月 15 日遥 主

诉院斑片状脱发 1 周余遥患者 1 个月前突遭家庭变故

后于 2023 年 11 月 6 日突然出现头皮斑片状脱发遥
现诊见头部多发脱发斑袁部分斑块融合袁脱发区散在

参差不齐的残存毛发袁毛发色泽暗淡袁以白发为主袁
胸闷胀闷袁胸胁窜痛袁失眠多梦袁情志不畅袁抑郁袁纳
可袁眠差袁梦多袁大便干袁小便正常袁舌质暗紫袁脉弦

涩袁拉发实验渊+冤遥 西医诊断院重症斑秃渊弥漫型冤曰中
医诊断院油风窑肝郁气滞尧血瘀生风证遥 治宜活血祛

风袁疏肝解郁遥 处方院丹参 20 g袁川芎 6 g袁当归 10 g袁
桃仁 6 g袁羌活 6 g袁钩藤 10 g袁薄荷 10 g袁黄芪 20 g袁
醋北柴胡10 g袁香附 10 g袁菟丝子 10 g袁黄精 10 g袁
合欢皮 10 g袁茯神 10 g遥每日 1 剂袁共 28 剂袁水煎服

早晚两次分服遥 另嘱患者条畅情志袁规律作息袁1 个

月后复诊遥
二诊院2023 年 12 月 13 日遥 斑秃范围不再扩大袁

脱发部位覆盖新生毛发袁拉发实验渊-冤袁情绪仍不

佳袁大便黏腻而稀遥 舌暗红袁脉弦涩袁上方加川楝子

10 g袁桃仁 10 g袁白术 10 g袁白芍 10 g袁黄芪增至

30 g袁煎服法同前袁继服 28 剂遥
三诊院2024 年 1 月 15 日遥 斑秃部位头发基本

全部长出袁发质变硬袁拉发实验渊-冤袁情绪明显改善袁
胸闷胸胀尧失眠等情况有所好转袁舌红袁脉弦涩袁上方

加用鸡血藤 10 g袁红花 10 g袁香附用量增至 12 g袁
煎服法同前袁继服 28 剂遥 后续复诊根据患者症状在

前方加减袁见患者头发逐渐浓密袁服药半年后斑秃痊

愈遥 嘱咐患者患者不可骤然停药袁每月定期复诊袁继
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充足的睡眠袁避免熬夜和

紧张遥
2024 年 6 月 16 日复诊袁患者斑秃痊愈袁脱发部

位已恢复如常渊图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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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院患者因突遭家庭变故袁情志抑郁不畅袁肝失

疏泄而气郁血瘀袁瘀血阻滞经络袁脉络失养而动风袁
风木动摇而发落袁故突然出现斑秃袁故首诊以丹参尧
川芎尧当归尧桃仁为君药袁活血化瘀尧疏散风邪之源曰
臣以升发之羌活尧钩藤尧薄荷尧黄芪以强化行血祛风

之功曰醋北柴胡尧香附同为臣药袁疏肝解郁尧调达肝

气袁共助君药活血祛风曰患者情志不舒袁思虑过多袁暗
耗肝阴袁阴血不足袁不能上奉于心袁故见眠差袁梦多袁
故佐以黄精尧菟丝子补血养阴袁合欢皮袁茯神养心安

神曰二诊时袁患者脱发部位覆盖新生毛发袁但情绪仍

不佳袁故加用川楝子尧桃仁加强疏肝解郁尧活血化瘀

之功袁改善头皮微循环曰长期情志不舒袁肝郁横逆犯

脾袁故见大便黏腻而稀袁故加白术尧白芍调和肝脾尧健
脾止泻遥 三诊时袁毛发生长情况明显改善袁加用效专

活血之鸡血藤尧红花养血活血通络袁防止风邪再继袁
同时进一步促进毛发生长遥全方野以风治风冶袁对症治

疗袁故疗效显著遥
5.2 验案 2

患者袁男袁34 岁遥 初诊院2023 年 9 月 15 日遥 主

诉院斑片状脱发 1 个月余遥患者因工作压力袁作息紊

乱袁熬夜劳累后于 2023 年 8 月 7 日开始大片脱发遥
现症见院头发见斑片状脱落袁大小不一袁形状不等袁部

分融合成片袁头皮少量红色炎性丘疹袁眠差袁便干袁乏
力袁心烦袁舌红偏干袁舌质偏暗袁苔薄白袁脉沉细遥西医

诊断院多灶性斑秃渊网状型冤曰中医诊断院油风窑肝肾

不足尧虚风内动证遥 治宜滋补肝肾袁补虚宁风遥 处方院
酒女贞子 10 g袁菟丝子 10 g袁墨旱莲 10 g袁山茱萸

10 g袁熟地黄 10 g袁黄芪 20 g袁钩藤 10 g袁天麻 6 g袁羌
活 6 g袁薄荷 10 g袁皂角刺 10 g遥每日 1 剂袁共 28 剂袁
水煎服早晚两次分服遥 另嘱患者自行梅花针扣刺脱

发区域袁扣击力度要求均匀袁以叩击部位稍有出血

渗液为度袁每周 3 次袁并嘱患者注意休息袁避免熬夜

和焦虑袁每个疗程前拍照记录脱发区域袁以便观察用

药疗效遥
二诊院2023 年 10 月 16 日遥 斑秃范围不再扩

大袁脱发部位长出新生毛发袁头皮红色丘疹基本消

退袁未诉有明显上火症状遥舌红偏干袁苔薄白袁脉细遥
上方黄芪增至 30 g袁煎服法同前袁继服 28 剂遥

三诊院2023 年 11 月 10 日遥 斑秃部位头发基本

全部长出袁余未诉有明显不适遥 舌淡红袁苔薄白袁脉
细遥 上方加用 6 g 羌活袁煎服法同前袁继服 28 剂遥 后

续复诊根据患者症状在三诊方上加减袁见患者头发

逐渐浓密袁服药半年后斑秃痊愈遥 嘱患者不可骤然

停药袁要求患者每月复查 1 次袁日常保持健康的生活

方式和充足的睡眠袁避免熬夜和紧张袁持续用药 1 年

方可恢复肝肾精血袁不致复发渊图 2冤遥

图 2 患者 2 治疗前后毛发情况

Fig.2 Hair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 2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注院A尧B.治疗前正反面照片曰C尧D.治疗 1 个月后正反面照片曰
E尧F.治疗 2 个月后正反面照片遥

图 1 患者 1 治疗前后毛发情况

Fig.1 Hair conditions of the patient 1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注院A尧B.治疗前正反面照片曰C尧D.治疗 1 个月后正反面照片曰E尧F.治
疗 2 个月后正反面照片遥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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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院患者日常工作压力大袁作息不规律袁加之熬

夜日久耗伤肝肾阴精袁导致毛发濡养乏源袁毛囊挛急

缩小袁变生内风袁故突然出现大片脱发遥 结合症状及

舌脉袁证属肝肾不足尧虚风内动证遥故首诊以女贞子尧
菟丝子尧山茱萸尧墨旱莲为君袁补益肝肾尧填精养血袁
益生发之源曰臣以黄芪尧钩藤尧天麻尧羌活尧薄荷袁既祛

风散邪袁治风动之标袁又能鼓舞气血袁协助药物上达

病所袁同时防止补益药滋腻壅滞气机曰结合患者有眠

差尧头皮炎症的表现袁故佐以合欢皮宁心安神尧皂角

刺清热散结遥另嘱患方自行梅花针扣刺袁以促进局部

血液循环袁同时刺激毛囊细胞生长[29]遥 二诊时袁患者

脱发部位覆盖新生毛发袁未诉有明显上火症状袁故加

用黄芪 10 g袁加强生发之源袁同时使补而不滞遥 三诊

时袁毛发生长情况明显改善袁增加羌活用量袁以加强

升阳助补之功袁 进一步促进毛发生长遥 全方既益肝

肾不足之本袁又兼顾虚风内动之标袁同时配合外治

方法加速人体气血恢复平衡袁故治疗斑秃脱发疗效

显著遥
6 小结

斑秃起病突然尧病情多变袁与风邪的致病特点相

似遥 张元素野风升生冶思想认为风邪为疾病的致病邪

气之一袁而风药具有升发阳气尧调畅气机等作用遥 本

文基于该理论阐述斑秃病机袁认为风邪为斑秃的关

键致病因素袁痰湿中阻尧瘀血阻络尧肝肾不足均为引

动风邪之因曰以升发阳气尧驱散风邪为斑秃的主要治

则袁结合清热润燥尧化痰祛湿尧活血化瘀尧补益肝肾等

治法以达到复运气机尧恢复毛窍功能袁治疗斑秃的作

用袁为临床诊治斑秃提供新的思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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