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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褐斑桂枝茯苓丸 中医药疗法金匮要略

黄褐斑为颜面部出现局限性淡

褐色或褐色皮肤色素改变的一种皮

肤病。本病发生原因比较复杂，一

般认为与内分泌有关。皮肤病专家

认为：精神因素，生殖系统疾病，

妊娠，口服避孕药，慢性胃肠病，

慢性肝病，结核病，恶性淋巴瘤或

体内某种癌瘤，接触煤焦油、高分

子芳香族化合物、各种光线、射

线，蛋白质不足及维生素缺乏所致

营养不良等，均可导致本病发生。

其病理机制尚不明确，有人认为是

由性激素刺激黑色素细胞、孕酮，

使黑色素产生增加而形成色素沉着

斑而成。西医治疗尚无良法。一般

采用对症处理，常用脱色软膏和避

光药物，效果不甚理想。

本病属中医学黧黑斑、面尘、

肝斑等范畴。一般认为本病与肝、

脾、肾三脏有关。

桂枝茯苓丸见于《金匮要略

·妇人妊娠病》篇：“妇人宿有瘕

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

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瘕痼害。妊

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

也。下血者，后断三月胚也。所以

血不止者，其瘕不去故也，当下其

瘕，桂枝茯苓丸主之。”方中芍药

入肝经，茯苓补脾，桂枝人心经，

而肝、脾、心三脏分别具有藏血并

调控血量，脾统血，心主血脉，而

桃仁、丹皮直接活血化淤，故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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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丸用于治疗癜胎互见，以消瘕

化淤。中医学认为，脾主肌肉，而

肺合皮毛，黄褐斑表现在面部，不

仅与脾有火，而且与肺有关。而前

额乃心之分野，或日乃心所主，故

黄褐斑也关乎心。病在面，在上属

阳，中医学认为黄褐斑也属于一种

风象。故黄褐斑的治疗除一般认为

的肝、脾、肾以外，与心、肺也密

切相关。该方组成无明显寒热、攻

补之偏颇，被广泛用于多科疾病的

治疗。笔者常用其加方治疗皮肤疾

病尤其是黄褐斑。

1 加四物汤案

案1 欧某某，女，38岁。

2004年9月11日初诊。

诉患黄褐斑约5年，呈渐进性

加剧。月经后期，色暗有块，白带

黄，腰疼，入睡困难，头晕。脉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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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舌淡，苔薄白。证属血淤而

虚，兼下焦湿热。治宣化淤养血，

清利湿热。方投桂枝茯苓丸加四物

汤及四妙丸等：桂枝lOg，茯苓

lOg，桃仁lOg，丹皮lOg，山药

lOg，熟地lOg，当归lOg，川芎

lOg，苍术lOg，黄柏lOg，怀牛膝

lOg，苡仁209，川断159，泽泻

209，白术lOg，苏叶69，炙远志

69。十剂。

9月24日复诊。诉头晕大减，

腹痛消失，睡眠略好。自觉面部稍

靓。脉舌同上。守上方去泽泻、白

术、川I断，加黄芩209、炒酸枣仁

129。十剂。

10月6日三诊。诉入睡容易。

面部斑块明显淡化，额、颧部的斑

块已不明显。白带清。脉细，舌

淡，苔薄白。守上方去四妙，加地

肤子129。十四剂。

11月14日四诊。诉上药尽剂

后停药20余天，以观后效。诊见

面部斑块尽失。脉舌同上。病其服

归脾丸一月，以防复发。

案2 涂某某，女，33岁。

2004年10月24日初诊。

诉闭经8个月，3个月前出现

黄褐斑，两个多月前开始脱发，出

现头昏、梦多、记忆力减退、头皮

时痒，脉细，舌淡，苔白略厚。证

属血淤兼虚，湿邪内停。治宜活血

养血，健脾祛邪。方投桂枝139，

茯苓229，桃仁lOg，丹皮lOg，白

芍209，熟地lOg，当归lOg，川芎

lOg，泽泻209，白术129，猪苓

lOg，苏叶69，白藓皮lOg，厚朴

lOg。十剂。

11月7日复诊。药至第九剂，

月经喜潮，量多，头昏减轻，头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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痒消失，梦较少。脉细，舌淡，苔

薄白。守上方去厚朴，加制首乌

159。十四剂。

12月10日三诊。诉月经方

净，无明显不适。黄褐斑也消失殆

尽，记忆力也有所改善，唯仍梦

多，但翌日头不昏，嘱其以饮食调

养。

案3 廖某某，女，37岁。

2005年2月26日初诊。

黄褐斑3年。胸闷，叹气则

舒。食人则脘梗，手足欠温且手足

心汗出。腰胀痛。脉细数，舌淡，

苔薄白。证属血虚致淤，脾气不

足。治宣养血化淤，补益脾气。方

投桂枝茯苓丸加四物汤及四君子

等：桂枝lOg，茯苓lOg，桃仁

lOg，丹皮lOg，白芍209，熟地

lOg，当归lOg，川芎lOg，党参

159，白术129，炙甘草89，黄芪

209，砂仁89，桑叶lOg。十四剂。

2005年3月19日复诊。食人

依然脘梗，手足心汗出及手足欠温

无明显改善。脉细，舌红，苔少。

上方去四物、四君，加一贯

煎、甘麦大枣汤：桂枝lOg，茯苓

lOg，桃仁lOg，丹皮lOg，白芍

lOg，生地159，当归lOg，川楝子

89，麦冬lOg，北沙参lOg，枸杞

子159，甘草159，浮小麦309，大

枣12枚，苏叶69，桑叶109，地

肤子109，白术129。七剂。

3月28日三诊。诉胃脘及手

足舒适，黄褐斑部分消减。脉细，

舌红，苔薄白。守上方加白芷69，

二十剂蜜丸。是年国庆节面告，黄

褐斑褪尽已月余。

案4 雷某某，女，37岁，

2005年10月15日初诊。

黄褐斑3个月。3个月以前，

因家庭琐事致心情不佳，约半月后

两颧部即呈现少许斑块，后呈渐进

性扩大，色渐深。激动则右手震

颤，喜吐涎，胃脘嘈杂，食入则

愈，月经先期约一周，尿黄，大便

可。脉细数，舌红，苔白。证属肝

郁致淤，血虚而燥，治活血化淤，

养血清热。方投桂枝茯苓丸加四物

汤等：桂枝lOg，茯苓109，桃仁

109，丹皮109，白芍209，山药

209，白术lOg，连翘109，桑叶

lOg，地肤子109，白藓皮109，郁

金109，制香附109。七剂。

1月24日复诊。诉服药第五

天因工作问题与同事大吵一架，但

手未发颤。吐涎及胃脘嘈杂均有

减。但黄褐斑无明显松动。脉细，

舌红，苔薄白。守上方去连翘、郁

金，加葛根109、黄精109。十四

剂。

2月9日三诊。诉服毕八剂，

黄褐斑开始变淡，继而松散，脱

落。脉舌同上。守上方去葛根，加

百合129，十剂，以尽祛其斑。

按上述四案虽同为桂枝茯苓

丸加四物汤，但案1的下焦湿热导

致了白带黄、头晕，故加四妙以清

利之；案2苔白厚征湿邪内盛，为

防关门留寇，故加五苓散以运之；

案3之手足欠温、手足心汗出系脾

气虚所致，故加四君子以益之；案

4之脉细数、舌红、苔少，为肝郁

致肝血虚而燥使然，故加山药、白

术实脾，加香附、郁金、连翘理肝

以清热。合而观之，乃同中有异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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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玉女煎案

李某，女，38岁。2004年7

月7日初诊。

诉黄褐斑约7个月，经美容院

美容近两个月，虽略有消散，但不

能根治。现头晕，两太阳穴附近及

颈项均不适，心烦，失眠，口腔溃

疡，咽痛，喜饮，大便秘，尿黄，

脉略弦而数，舌红，苔少，中部略

黄。证属肝血郁滞，胃虚有热。治

宜活血化淤，养阴清热。方投桂枝

茯苓丸合玉女煎等：桂枝lOg，茯

苓lOg，桃仁lOg，丹皮109，白芍

109，熟地159，生石膏209，知母

109，怀牛膝109，麦冬lOg，黄芩

109，川芎109，桑叶109，薄荷

89，射干109。七剂。

7月15日复诊。心烦、失眠、

口腔溃疡、咽痛均消失；头部较前

舒适，但仍便秘，喜饮，尿黄。脉

微数，舌红，苔根黄略厚。守上方

去川芎、薄荷、射干；加黄柏

109、地肤子lOg、白藓皮lOg。十

剂。

7月30日三诊。黄褐斑呈灰

白色，面部较舒适，二便润调，仍

喜饮。脉缓，舌红，苔薄白而润。

上方去黄柏，加黄精lOg、白术

109。十五剂。

8月23日四诊。黄褐斑已褪

尽，面部润泽。嘱其用苦瓜、豆角

煮水洗面部，早晚各一次，以资巩

固。

按 口腔溃烂、喜饮，为胃阴

虚有热所致，胃热累及于心，则心

烦、失眠，胃热及于子(肺)则

咽痛；胃热及肠，故便秘。加黄

芩、川芎以清胆畅肝。

3 加一贯煎案

黄某某，女，45岁，2005年

7月9日就诊。

诉黄褐斑3年，常光顾美容

院，斑块时减时复如故。头顶及两

太阳穴附近疼痛，头昏，腰疼

(腰椎间盘突出)，经行有块，伴

经前乳胀痛，尿略频。脉数，舌红

暗，苔少。证属血淤气滞，肝肾阴

虚。治宜活血化淤，滋养肝肾。方

投桂枝茯苓丸加一贯煎等：桂枝

109，茯苓109，桃仁lOg，丹皮

109，白芍lOg，生地159，当归

109，川楝子89，北沙参109，麦

冬lOg，枸杞子159，苏叶69，桑

叶109，黄芩lOg，地肤子lOg，怀

牛膝159。七剂。

7月17 13复诊。诉头顶及两

太阳穴附近疼痛有减，头昏不明

显，小便已正常。腰仍痛，按之稍

舒，脉微数，舌红，苔薄白。守上

方去怀牛膝，加红花109。七剂。

7月26日三诊。腰略疼，头

部无明显不适。左面部黄褐斑部分

消减，右面部斑色略淡。守上方去

黄芩，加吴茱萸39、白术129。二

十剂。

8月24 13携其女前来就诊时，

发现面部恢复到正常气色。

按仿《金匮要略》肾气丸

中用桂枝、附子之意，三诊时除加

白术实脾外，尚略加吴茱萸暖肝以

强养肝阴以至肝气之功。

4加半夏泻心汤案

樊某某，女，54岁。2005年

8月27日初诊。

诉面部铁锈色黄褐斑10余年。

胃脘不适或疼痛，有时口干，左耳

疼，握拳时手指胀痛，受凉则下肢

痉挛。饮食，二便及睡眠尚可。绝

经三载。脉细，略数，舌红，苔中

白厚，略黄。证属阴血淤滞，湿热

蕴脾。治宜活血化淤，苦降辛开。

方投桂枝茯苓丸加半夏泻心汤等：

桂枝lOg，茯苓lOg，桃仁109，丹

皮109，白芍109，法夏129，黄连

69，黄芩109，炙甘草89，干姜

59，党参lOg，大枣10枚，川朴

109，郁金109，桑叶lOg，葛根

lOg，苏叶69。五剂。

9月2日复诊。药后矢气频

频，现手指已无胀痛之感，左耳疼

有减。胃脘舒适。但仍口干，服药

期问因逢阴雨，下肢曾痉挛，但持

续时间稍短。大便日二行，但无腹

胀、腹痛。脉细，舌红，苔白。守

上方去郁金，加乌药69。七剂。

9月11日三诊。下肢痉挛尽

除。但有时便秘，或呃逆，胸中欠

舒。自述可能与近几天进甜食多有

关。锈色局部变浅。脉细，舌红，

苔白。守上方加炒枳实lOg、白术

109、黄精109。二十剂蜜为丸。

2003年3月20日面告：称丸

药坚持服用了半年。服至第四个月

末，斑色方渐褪减。现面部已接近

正常。患者认为年逾半百，目前的

面容已对得起观众了。

按患者胃脘不适或疼痛，手

指肿胀，下肢痉挛，呃逆，泛酸，

胸中欠舒等，均系湿(寒)热蕴

积脾胃所致。故从始而终地加用半

夏泻心汤。两目之下、两颊之间，

以鼻为核心，为脾胃所主。患者长

达10余年的铁锈色斑显与脾胃湿

(寒)热郁滞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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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加四妙丸案

王某某，女，30岁。2005年

3月18初诊。

诉黄褐斑年余。经常腰疼，白

带多而黄且腥，有时头昏，胃炎发

作时则欲吐，口苦思水，背部常发

痒疹。尿黄，梦多。脉细，舌红，

根黄腻。证属阴血淤滞，下焦湿

热。治宜活血化淤，清利湿热。方

投桂枝茯苓丸加四妙丸等：桂枝

109，茯苓109，桃仁109，丹皮

109，白芍109，苍术109，黄柏

199，怀牛膝109，苡仁209，二花

159，连翘109，苏叶69，桑叶

109，炒白术129。七剂。嘱忌辛

辣食物。

3月27日复诊。诉服药第三

天口苦始减，前天发现白带量大

减，其色淡黄，腥味尚存。未发头

昏，依然梦多。脉细，舌红，苔中

根白。守上方加土茯苓129、炒枣

仁109。七剂。

4月5日三诊。白带量少，无

明显异味，梦有减；面部自述为

“多云见晴天”。守上方加黄精

109。十八剂。

5月3日四诊。患者面部斑色

已褪，自认为是“阳光普照”。脉

细，苔薄白。守上方加百合109。

十剂。以巩固疗效。

按患者口苦思水，乃下焦湿

热侮胃所致，但用四妙，以体现胃

病实肾之妙，一味白术健脾。复诊

时加炒枣仁、茯苓，以示脾胃病实

肝(即治“克我”之脏)之意。

黄褐斑病在脾，因脾主肌肉，而皮

毛者，肺之合也，故四诊时又加百

合，与上述“加四物汤案”中之

案4加百合同理。

又按：①上述案例中有4个均

加黄精，目的是养血活血；②据报

载，桑叶、苏叶为昔日宫廷中美容

佳品，故常用之，有热者用桑叶，

有寒者用苏叶，二者皆有则皆用，

一则通过入肺经以治其皮毛，二则

像上述案例中所加地肤子、白藓皮

用以祛风一样，桑叶、苏叶亦可祛

风；③黄褐斑无论病之久暂，皆与

血分有关，故首选具有活血化淤之

功但作用比较又平和的桂枝茯苓

丸。一般而论，新病宜用汤剂，而

久病宜先服汤剂，中病后则改用丸

剂缓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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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面向基层，注重临床实践，开设论著臻新、经验撷菁、博导风采、博士后驿站、博士论坛、临证经纬、衷中参西、壶
天漫笔、方药纵横、针灸与经络、医案医话、杏林拾摹、辨证施护等栏目。适宜各级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者和中医爱好
者阅读。欢迎广大读者订阅。本刊为大16开本，内文128页，每册定价5．oo元，半年30．100元。国内代号8—87，国外代
号M530。电话024—31207233。E—mml：hatem@21en．oomo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为双月刊，逢单月5日出版发行，为辽宁省一级期刊。坚持以中医中药为主体，以教学科研
为先导，以基层实用为根本，及时报道新理论、新技术、新思路、新成果。重点为中医药高中等院校教师、学生及医药人
员服务。主要栏目：研究生论坛、基础医学研究、临床医学研究、医案医话、临床经验、中西医结合、针灸集成、历代医
家、实验研究、方药新知、论著聚焦、教改在线、中医保健、推拿按摩、新思路、高校网页、读者网站、博士视点、专家
随访、北方名医、全国名医等。本刊以中医为主体，以教学为先导，及时报道优秀的科研成果。本刊为大16开本，128
页，每册定价5．00元，全年30．00。标准刊号为ISSNl008—4231／CN21—1392／R。国内代号8—179，国外代号4817Q。电

话：024—31207233。E—mail：Intem@21en．eom。

《中医药学刊》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全国几种大型中医药学术月刊之一，为中国科技论

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与中医药学术发展同步。重点报道专家、学者及各级立项课题的最新发展动态。辟
有博士导师新论、中华名医经典、专家论坛、国家项目点击、省级项目平台、地方项目宽带、博士后课题主页、博士课题
网络、硕士课题网站、双语在线、探索与发现、药效学研究盘点、经典时空、高等教育、经方发挥、中药研究扫描、针灸
聚英等40余个栏目。标准刊号：ISSNl009—5276／CN21—1440／R，国内邮发代号：8—182，国外代号：M1163。大16开
本，192页，每册定价8．80元。电话：024—31207231，31207045。E—mail：editor@zyyxk．eom。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办理订阅，如有漏订者，可直接汇款到编辑部邮购。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9号，

邮编：110032。

22 Tradid々nal Chinese Mec矗cine Journal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