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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全书共分五篇，基础篇介绍中医皮肤病诊疗四大步骤、十

八法则、辨证化裁等；方剂篇共介绍２１类２５０种皮肤病的内服

方和外用方约９００首，制剂篇介绍外用制剂３４１种，包括精选

古医籍外用百方；每种制剂包括处方、制法、功效主治、用法

用量；中药篇介绍皮肤病３８种鲜药的品名、性味归经、用量以

及注意事项及中药总表；蒙药篇介绍常用内用方剂２０种，精选

外用制剂２９种。可用于皮肤科调剂室调配，推进我国中医外用

制剂传承、融合、发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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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医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由于新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临床经验的不断积累，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治疗及用药的新变

化。本书编者及出版者核对了各种信息来源，并确信本书内容

完全符合出版时的标准。然而，鉴于不可避免的人为错误和医

学学科的发展，不管是编者、出版者还是其他参与本书出版的

工作者均不能保证此书中的内容百分之百正确。因此，他们对

因使用本书资料而引起的任何医疗差错和事故一律不能负责。

他们鼓励读者参照其他材料来证实本书资料的可靠性，例如，

可核对他们将要使用的药物说明书，以确认本书提供的资料是

否正确及本书推荐的药物剂量或禁忌证有无改变，对于新药或

不经常使用的药物更应如此。

（全文摘自ＢｒɑｕｎｗɑｌｄＥ，ｅｔɑｌ：Ｈɑｒｒｉｓｏｎ＇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ｒｎɑｌ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ＭｃＧｒɑｗ－ＨｉｌｌＩｎｃ，Ｍｅｄｉｃɑ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ɡＧｒｏｕｐ，２００１，Ｎｅｗ

Ｙｏｒｋ）



序　言

中医药学是具有３０００年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医学，中医皮

肤学科是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皮肤科学的起源。

远古人类遭受风霜雪雨、蛇蝎毒虫、豺狼虎豹的侵袭伤害，造

成皮肤损伤，用树皮、草叶、灰烬等各种方法处理破损、感染

的皮肤，是最早的医事活动。相传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

神农氏、轩辕氏共同创始医药，所治的皮肤病种类繁多，随后

各朝代均有专著记载多种皮肤病及治法。明清时期皮肤科发展

达到鼎盛时期，有多部外科著作问世，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皮肤

病医家。近代皮外科亦出现多位著名的医家以及医著，中医学

校 （院）普遍开设皮肤花柳科课程。例如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汪洋

编撰 《中西医学讲义》，开我国中西汇通医学教材之先例，其中

《中西花柳病学讲义》和 《中西皮肤病学讲义》，作为１９１４年建

立的上海中西函授学校教材，上海中西医院作为实习基地，十

年间培训学员万余名；我国中西医外科及皮肤病学大家朱仁康

当年就是自学该套讲义，走上中西医结合道路，１９３３年著 《中

西医学汇综》，系统地做中西病名对照，精研中药外用制剂、炼

丹；１９３５年陆清洁撰写了中医 《皮肤病》。至现代中医皮肤科

才从中医外科中分离出来，全国所有中医院都建立了中医皮肤

科或中医外科皮肤科，许多著名皮肤医家都研制了多种皮肤病

制剂。

夏应魁、乌·乌日娜、马振友等西医博学医药，西学中、

中西结合，不遗余力的收集研究大量古今治疗皮肤病的中药方

剂及制剂，组织人员编写这部 《皮肤病中医方剂制剂手册》，为

祖国医学治疗皮肤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同时为发展中医皮肤

学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夏应魁教授作为一位学术深厚、成果

丰硕的西医皮肤科著名专家，１９５６年即译苏联 《皮肤性病学》

高等医学院校教材，许多皮肤科专家就是学习此教材成为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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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医师，他能对博大精深的中医皮肤病学专研之苦心孤诣、见

解精辟新颖、运用得心应手，实为我们中医学者佩服。

《皮肤病中医方剂制剂手册》一书共５篇 （基础篇、方剂

篇、制剂篇、中药篇、蒙药篇）。基础篇讲述了中医的治则治

法、辨证加减及结合现代药理作用归纳的方剂等内容；方剂篇

及制剂篇主要收集了各种皮肤病中医中药内服、外用方剂及制

剂，大部分皮肤病的各种证型均有收集，包括古医籍外用名方

百首、民间多年应用的验方、独具代表性的名家名方、经方加

减化裁的良方，不仅为临床医生提供了治疗思路，更为广大百

姓提供了防病治病的参考，尤其是鲜药更能成为百姓的自备手

册；中药篇介绍了外用中药、鲜药的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

法、功能分类、配伍禁忌及结合临床药理分类等；蒙药篇展现

民族医药在皮肤病、皮肤美容做出的贡献。全书内容丰富，资

料翔实，特色突出，实用效佳，对中西医皮肤科医师及药剂人

员、基层医务人员、医药院校师生、药厂及医药科研单位专业

人员都是一本很好的指导参考书。相信本书对他们都会有所帮

助，让我们看到了祖国医学广阔的发展前景。让我们互相勉励，

为祖国医学做出更多有益的工作。故乐为此序。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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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１９５１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医学系，师从我国著名皮肤

病学家董国权教授，打下西医皮肤病学的基础，１９５６年在于光

元、董国权教授指导下，翻译苏联高等医学院校 《皮肤性病学》

教材，在母校从事西医的皮肤科临床与教学工作。１９５８年毛泽

东主席发出 “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加以提高”的指示，号召西医学习中医。我怀着对领袖的热爱，

对医疗卫生政策的执行，开始加入学习中医皮肤科学的行列，

自学了 《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等中医外科著作，用中医

方剂试治了部分皮肤病，经常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从而逐渐

地对中医皮肤病学产生了兴趣。在过去多次下乡巡回医疗中，

由于西药的缺乏也经常用中药治疗皮肤病，得到满意疗效。后

又通过 《赵炳南临床经验集》 《朱仁康临床经验集》等中医专

著，边天羽、张志礼中西医结合皮肤科专著的学习，不断应用

中药治疗皮肤病，尤其应用糖皮质激素伍用中药治疗红斑狼疮

等结缔组织病，极大地提高了疗效，使激素顺利减量乃至停药，

并减轻了激素副作用，解决了治疗上的难题。我在数十年的临

床实践中，看到了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体会到中西医结合皮

肤病学的优势。１９７４年以来我在学习中不断搜集各大家所公开

发表的中医验方，编著了 《中医皮肤科常用方剂及新医疗法》，

临床应用以后不断修订完善，先后在沈阳市五院、辽宁省中医

研究所、梅河口市马振友皮肤病研究所、鞍山康瑞皮肤病医院

等１０余所医疗单位应用、推广，介绍给年轻皮肤科医师。他们

经过学习，适当辨证，组方用药，皆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近年来我与我的学生马振友主任医师对皮肤科药物

进行深入研究，促进了中西医结合皮肤科药学的开展，马振友

开办了十余期皮肤美容化妆品制剂研修班，先后对国内外４０００

·１·前　言



多人进行培训，促进了皮肤病外用制剂的开展。

欣逢盛世，当兹余年届九十之际联合数位同道，将过去所

集资料整理成册，奉献社会，以偿夙愿。本书共分基础篇、方

剂篇、制剂篇、中药篇以及由乌·乌日娜教授编辑的蒙医篇，

集中国医药学之大成。本书得到王玉玺、艾儒棣、邓丙戌教授

审校，特别是郖国维国医大师作序，给以鼓励，使本书增辉，

减少缪误，特致谢意。由于本人是西学中，对中医传统理论学

习不够，难以和中医皮肤科医师相提并论，谨凭对中医、中西

医结合的热情，对中西医结合皮肤科发展贡献力量的愿望，编

辑出版此书，错误在所难免，希望广大皮肤病同仁提出批评指

正。

夏应魁

２０１６年元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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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方剂篇按疾病分类，中西皮肤病名词对照，西医皮肤

病名词按 《国际皮肤病分类与名称》，中医病名按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 《中医药学名词》 （２００４、２０１３）。不全

项目空缺。

二、皮肤病中药外用制剂按剂型分类，每一品种包括中文

名、处方、制法、功效主治、用法用量、方源。

三、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饮片收载中文

和拉丁文名称，以 “［典 ］”标示。中药饮片按笔画顺序排列，每

一品种包括中文名、拉丁文名、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用法用

量。

四、水温度

水浴温度　　　除在规定外，均指９８～１００℃

热水　　　　　系指７０～８０℃

微温或温水　　系指４０～５０℃

室温　　　　　系指１０～３０℃

冷水　　　　　系指２～１０℃

冰浴　　　　　系指０℃

放冷　　　　　系指放温至室温

五、药筛

选用国家标准的Ｒ４０／３系列，分等如下：

筛号　　　　　筛孔内径 （平均值）　　　目号

一号筛　　　　２０００μｍ±７０μｍ　　　 １０目

二号筛　　　　８５０μｍ±２９μｍ　　　　 ２４目

三号筛　　　　３５５μｍ±１３μｍ　　　　 ５０目

四号筛　　　　２５０μｍ±９．９μｍ　　　　６５目

五号筛　　　　１８０μｍ±７．６μｍ　　　　８０目

六号筛　　　　１５０μｍ±６．６μｍ　　　　１００目

·１·凡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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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号筛　　　　１２５μｍ±５．８μｍ　　　　１２０目

八号筛　　　　９０μｍ±４．６μｍ　　　　 １５０目

九号筛　　　　７５μｍ±４．１μｍ　　　　 ２００目

五、粗末分等如下

最粗粉　　指能全部通过一号筛，但混有能通过三号筛不

超过２０％的粉末

粗粉　　　指能全部通过二号筛，但混有能通过四号筛不

超过４０％的粉末

中粉　　　指能全部通过四号筛，但混有能通过五号筛不

超过６０％的粉末

细粉　　　指能全部通过五号筛，但混有能通过六号筛不

超过９５％的粉末

最细粉　　指能全部通过六号筛，但混有能通过七号筛不

超过９５％的粉末

极细粉　　指能全部通过八号筛，但混有能通过九号筛不

超过９５％的粉末

六、乙醇未指明浓度时，均系指９５％ （ｍｌ／ｍｌ）的乙醇。

（摘自２０１５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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