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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状疱疹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所引起的感

染性疾病，临床上以沿单侧周围神经分布的簇集性

小水疱为特征，常伴有明显的神经痛。 水痘-带状疱

疹病毒在儿童无免疫力的情况下初次感染表现为

水痘；也可形成潜伏感染，多年后在某种诱因下引

起神经节炎症，并且在相应神经节分布部位皮肤上

形成水疱，一般不超过体表正中线。 成年人及老年

人患者多引起神经痛。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具有高

度传染性，可直接接触传染，特别是吸入传染，多数

水痘-带状疱疹病毒患者感染后可获得终生免疫，

个别免疫缺陷者可再发。 本病属中医学“缠腰火丹”

“蜘蛛疮”“蛇串疮”“火带丹”“甑带疮”等范畴。 笔者

临证治疗带状疱疹验案二则，报道如下。

验案一 肝经风热证

患者谭某，男性，58 岁，农民。

首诊：2012 年 9 月 8 日。 主诉：右侧面部及口腔

内疼痛 7 天，发疱溃烂 5 天。 一周前因过度劳累后

右侧面部及右侧口腔内疼痛不适，继而红肿起小水

疱，影响进食及言语，今来诊求治。 检查：外观痛苦

面容，右侧面颊皮肤红肿，上有成簇小水疱，部分已

破溃，口腔内右侧腭部大面积糜烂，部分牙龈也红

肿，病损限于右侧，不超过中线。 伴右侧头痛，口苦

咽干，舌质红，苔黄，脉弦数。 证属肝经风热。 治宜清

肝火，祛风热。选自拟方：龙胆草 10 g，夏枯草 15 g，

栀子 10 g，柴胡 10 g，黄芩 10 g，防风 10 g，金银花

15 g，连 翘 10 g，蝉 蜕 5 g，大 青 叶 10 g，牡 丹 皮

10 g，甘草 5 g。水煎服，日 1 剂，7 剂。局部外搽季德

胜蛇药片（将药片适量研末，丁卡因调），或选用阿

昔洛韦软膏交替涂搽。 中药愈疡漱口液（自制药）含

漱，日 4～5 次。

二诊：2012 年 9 月 16 日。 病情好转，面部水疱

逐渐干涸，开始结痂，口内糜烂疼痛明显减轻。 原方

去龙胆草、栀子，日 1 剂，7 剂，续服之。 外用药同上。

三诊：2012 年 9 月 22 日。 自觉症状基本消失，

右侧面颊结痂愈合， 右侧腭部及牙龈红肿糜烂消

失。 观察 1 年，未见复发。

验案二 脾胃湿热证

患者汪某，男性，26 岁，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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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诊：2014 年 5 月 10 日。 主诉：左侧面颊及左

侧舌部灼痛 5 天，起水疱 3 天。 5 天前因加班熬夜后

感左侧面颊及舌部灼痛，肿胀不适，去当地诊所看

病，诊为口腔溃疡，服消炎药（药物不详）症状不减，

特来求治。 检查：左侧面颊见密集成簇水疱，沿该侧

三叉神经第三支成带状分布，左下唇及口角区也有

类似病损，部分已溃破流水，口内黏膜尤其该侧舌腹

部见不规则糜烂面，表面有黄白假膜覆盖，不超过中

线。 伴不思饮食，口渴不欲饮，小便黄，大便溏，舌缘

有齿印，苔白腻，脉滑数。证属脾胃湿热。治宜清热利

湿，兼以祛风。 自拟方：茵陈 10 g，滑石 15 g，黄芩

10 g，生 地 黄 15 g，黄 连 5 g，栀 子 10 g，金 银 花

15 g，大 青 叶 10 g，防 风 10 g，薏 苡 仁 15 g，竹 叶

5 g，牡丹皮 10 g，甘草 5 g。 水煎服，日 1 剂，7 剂。

局部外搽季德胜蛇药片（将药片适量研末，丁卡因

调），或选用阿昔洛韦软膏交替涂搽。 中药愈疡漱口

液（自制药）含漱，日 4～5 次。

二诊：2014 年 5 月 17 日。 病情好转，左面颊及

舌部灼痛明显减轻，局部充血减退，成簇水疱逐渐收

敛干涸，仍不欲饮食，上方去栀子、黄芩、滑石，加石

斛 10 g，日 1 剂，7 剂，续服之。 外用药同上。

三诊：2014 年 5 月 24 日。 左面颊水疱结痂愈

合，左舌腹部糜烂面消失，但感病患部位麻木痒痛，

上方加蝉蜕 5 g，继服，直至症状消失。

按语：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曰：“甑带疮者，

缠腰生，状如甑带，因以为名。”《医宗金鉴》说：“蛇串

疮有干湿不同，红黄之异，皆如累累珠形。 ……此属

肝、心二经风火。 ”“蛇串疮，湿者色黄白,水疱大小不

等，作烂流水，较干者多痛，此属脾、肺二经湿热。”其

认为发病与肝、心二经风火；与脾、肺二经湿热有关。

据带状疱疹患者临床症状表现更多与肝、 脾关系密

切。 情志内伤，肝气郁结，郁而化火，火热上蒸，复感

风邪；脾胃湿热，循经上蒸，复感风邪。 因此，火毒内

蕴，感受风邪为本病病机特点。 治疗时，无论清肝泻

火，或是清脾泻热，必须兼以祛风，使脏腑火热得清，

风毒之邪以除，疾病方能痊愈。

本病局部使用季德胜蛇药片和丁卡因， 前者为

治疗毒蛇咬伤之要药，具很强清热解毒作用，后者为

表面麻醉剂，将药片适量研末加入调匀外搽，有清热

解毒，杀虫止痛效果，尤其对于局部疼痛剧烈者，疗

效显著，这是临床实践，可供借鉴。

（本文编辑 李路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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