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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談皮膚病
中醫認為會造成皮膚病的主要原因是體內毒素累積太多，導致肝(解毒)、腎(排毒)不堪負荷，於是就透過皮膚癢、起
疹子、青春痘、爛瘡、無名腫毒...等，方式來排毒。
如果體內毒素長期無法排除，最後有可能會演變成皮膚病中最為嚴重的乾癬。

●何謂毒素?
毒素的來源可分為體內產生及體外感染兩種
1.體內產生：指的是體內的濕氣、火氣、熱氣、痰濁、血熱
2.體外感染：為外感六邪(風、寒、暑、濕、燥、火)所致

這些物質以現代的科技尚無法量化，也無法證明它們的存在
所以，西醫一概視為無稽之談；關於這點，一直是西醫最大的盲點

●體內的毒素從何而來?
所謂「病從口入」，體內毒素最直接的來源即為飲食
另外，不正常的生活習慣，也會導致體內毒素累積

●飲食及不正常的生活習慣和體內毒素的相關性
一、濕氣
1.嗜食冷飲及生冷
冷飲喝多會導致體內濕氣變重
生冷吃多會導致脾胃虛寒及氣虛(體內能量不足)
氣虛者代謝變差會造成體內毒素排除更不容易

2.缺少運動而流汗量少
憋尿或種種因素導致腎氣虛、小便不利
流汗及小便都是體內排除濕氣(毒素)的一種方式

二、火氣、熱氣
1.嗜吃重鹹、燒烤、油炸、辣、酒、零食、餅乾…等
以上這些食物都比較燥熱
吃多了會加重體內的火氣、熱氣
所以，會出現上火的症狀
如：口乾舌燥、口破、喉嚨痛、失眠...等
而且吃燒烤、油炸及喝酒會傷肝，吃太鹹會傷腎
肝腎解毒機能變差，導致體內毒素代謝不掉
自然就容易造成皮膚病

2.熬夜、晚睡、壓力大、發脾氣：
這些不良的生活習慣都會產生過多的毒素(火氣、熱氣)

3.水分攝取不足及排便不順：
水分攝取不足會造成體內火氣、熱氣過旺
火氣、熱氣過旺就會導致腸道乾燥於是就會便祕
排便也是體內排毒的一種方式

三、痰濁
1.抽箊
抽箊傷肺，會導致肺氣虛，肺氣虛比較容易生痰濁，痰濁也不容易咳出，積在體內就變成毒素

2.嗜吃甜食及大魚、大肉
甜食因為太過黏膩
大魚、大肉因為脂肪含量高且太過油膩
所以吃多了容易產生痰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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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內痰濁過多也會助長濕、熱之氣

3.體型過度肥胖者
肥胖者大多嗜甜食及大魚、大肉，所以本身痰濁較重
再加上缺少運動而導致代謝低弱，體內痰濁更不易排除

四、血熱
主要是由於體內缺血(血虛)及血液循環不良(血瘀)所導致

1.血虛
缺血的人代表體內陰液不足
體內陰液不足就無法濡養皮膚，會導致皮膚太過乾燥
皮膚太乾燥就容易上火
就像樹木沒有水，太過乾燥就會自燃一樣
這種血虛所導致的火，臨床上稱之為「虛火」
虛火和實火不同
虛火是體內缺水(血)，所以治療要滋陰(補充水及血)
實火是真的火氣大，所以治療要用苦寒藥來清熱退火

2.血液循環不良(血瘀)
血液循環不良則容易滋生細菌
這也是為什麼糖尿病患容易皮膚病且傷口容易感染的道理
而且血液循環不良就代表體內氣血不流通
氣血不流通就好比空氣不流通會讓人感到悶熱煩躁
所以就比較容易上火

食物中的毒素也包括濫用西藥，西藥都是化學合成的
吃多了自然會導致體內毒素累積，而且會傷肝、腎
肝、腎受損則影響肝、腎解毒機能

●體外的毒素從何而來?
主要是因為感冒(外感六邪)久治不癒所造成
西醫視感冒為細菌及病毒的感染

中醫把感冒視為人體正氣(抵抗力)不足，無法適應氣候的轉變，而感受其邪氣(六邪：風
、寒、暑、濕、燥、火)所致
這些外來的邪氣如果久治不愈或經人誤治後，無法排出體外就會變成毒素

●自然界氣候的轉變對人體的影響
舉例來說：
1.春天：
春天是風最盛的季節，風邪一年四季皆有，但以春天為主
春天萬物生長，多數植物的種子及花粉需要透過強風的吹送才可順利繁殖，所以體虛之人在春天特別容易受風感冒
春天的梅雨季氣候潮濕，體虛之人也特別容易感受濕邪

所以皮膚病如果在春天較嚴重，往往是因為體內的風邪及濕氣較重，臨床上可加重去風及去濕的藥，將體內的風邪及
濕氣排除

2.夏天：
夏天氣候炎熱，是一年裡暑氣、火氣、濕氣最重的季節
所以夏天特別容易受到暑氣、火氣、濕氣的影響(如：中暑)
有生命的物體在日照下皆會流汗，所以夏天濕氣最重
天氣熱會流汗，流汗就是在排除體內的暑氣、火氣、濕氣
此時如果進入冷氣房或吃冰冷之物，會導致毛細孔收縮
體內的暑氣、火氣、濕氣就排不出來，於是就變成了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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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多皮膚病在夏天或照到太陽時，就變得更加嚴重就是這個道理

3.秋天：
燥為秋季的主氣，其氣清肅，其性干燥，稱為“秋燥”
每到久晴未雨、氣候乾燥之時，最容易發生燥邪為患
氣候乾燥也會導致皮膚乾燥
所以很多人的皮膚病在秋天或氣候乾燥時會加重
就是燥邪所致

4.冬天：
冬天氣候最為寒冷，體虛之人就容易感受寒邪
寒邪在體內會阻礙氣血運行
氣不通、血不行除了會導致筋骨疼痛及麻木以外
也會導致體內代謝變差而影響毒素的排除

以上這些大自然中所存在的六邪(風、寒、暑、濕、燥、火)
如果不趕快治療，在體內排不出去都會變成毒素而累積於體內

●中醫治療皮膚病和西醫不同
西醫只是用藥(抗組織胺及類固醇)來抑制其發炎反應
等藥效過了以後，皮膚病還是一樣會再發作
因為體內及體外的毒素(濕氣、熱氣、火氣、痰濁、血熱、六邪)還是沒有完全解決掉

中醫治療皮膚病強調的是「標本同治」
並遵循「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的原則
中醫認為，體內的毒素為「標」
而真正的「本」就是—肝、腎解毒機能的低弱

有沒有發現：同樣是人，有人每天跟你一樣吃燒烤、油炸、辣、喝酒、熬夜、抽箊
和你過一樣的生活，吃一樣的食物，為什麼別人就不會皮膚病??

肝、腎解毒機能強的人，體內毒素可以完全代謝掉，自然就不會皮膚病。

「治標」：
指的是先排除體內的毒素
中醫透過以下方式來排除體內毒素
補氣，加強體內代謝—代謝好可促進體內所有毒素的排除
發汗—去風邪、寒邪、濕邪
利小便—去濕邪
通大便—去火邪、熱邪
滋陰—去燥邪及血熱
清熱—去火邪、熱邪、暑邪
活血化瘀，促進血液循環—清血瘀、血熱
等體內毒素完全排盡之後，再開始治本(調理)

「治本」：
看哪個臟腑較虛弱，就針對該臟腑下去用藥調養
氣虛則補氣，血虛則補血，氣血充足則抵抗力強
抵抗力強自然不易感受外邪也不易產生內毒
另外，最主要的還是要提升肝、腎的解毒機能
吃點補肝、腎的藥即可達到此效果
但是，補肝腎的藥必需視其體質下去加減用藥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適合你的不一定就適合別人
要記住「別人的良藥，可能是你的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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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喜歡去青草店買退火的青草茶來喝
這些青草店賣的草藥大部分都屬涼性
長期服用反而容易導致肝、腎機能衰退
建議大家還是找中醫就其體質下去用藥調理
才能治標又治本的根治皮膚病

「但願世間人無病，何愁架上藥生塵」@
《本文作者為德昌中醫診所中醫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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