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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六味地黄丸为补肾填精之基本方，肾肝脾三脏兼顾，亦为“三补”“三泻”法之代表方，六味地黄丸被

人们熟知用于糖尿病及其并发症的治疗，近年来在临床上也应用于治疗皮肤病，通过查阅2005~2024年
近20年的研究文献，从治疗脱发、痤疮、黄褐斑等3个方面阐述了六味地黄丸在损美性疾病中发挥的举

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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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uwei Dihuang Pills is the basic prescription of tonifying kidney and filling essence, which takes 
into care of kidney, liver and spleen, and is also the representative prescription of “three reinforc-
ing” and “three reducing” method. Liuwei Dihuang Pill is well known for the treatment of diabetes 
and its complications. In recent years, it has also been clinically used in the treatment of skin dis-
eas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Liuwei Dihuang pill in the treatment of aesthetic diseases was de-
scribed from three aspects such as alopecia, acne and chloa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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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六味地黄丸为宋·钱乙据《金匮要略》所载崔氏八味丸(肾气丸)减去桂枝、附子而成，原为小儿禀赋

不足之“肾怯失音，囟门不合，神不足”而设[1]，后世用于滋补肾之阴精为主，兼以清降虚火，即王冰

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医方论中述到：此方非但治肝肾不足，实三阴并治之剂。有熟地之腻补

肾水，即有泽泻之宣泄肾浊以济之；有萸肉之温涩肝经，即有丹皮之清泻肝火以佐之；有山药收摄脾经，

即有茯苓之淡渗脾湿以和之。药止六味，而大开大合，三阴并治，洵补方之正鹄也。中医倡导“天地人

美”“形神俱美”理念，主张“以内养外”“以神养颜”“以德驻颜”[2]，健美皮肤的几大特征是肌肤

细腻；有适度的光泽和张力；血色好、有活力，给人以生机勃勃之感。然而常见的一些皮肤疾病不仅破

坏了患者的形象美，同时也使患者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现收集整理近十年内的文献中与六味地黄丸治

疗一些常见损美性疾病的部分，以此来展现六味地黄丸治疗这方面疾病的疗效。 

2. 痤疮 

痤疮是某一区域毛囊皮脂腺单位的炎症反应。临床上常表现为：粉刺、丘疹脓疱、结节和囊肿。各

型痤疮皮损都有可能继发点状凹陷和增殖性瘢痕。痤疮的发生西医认识上有三种关键因素：毛囊角化、

雄激素、痤疮丙酸杆菌。随着研究者们对痤疮发病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不仅发现雄激素与痤疮关系密

切，各种激素及其受体如甲状腺激素、胃泌素等在不同的代谢环节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痤疮的发生与发

展[3]。治疗上西医常用的抗痤疮剂包括维 A 酸类药物、抗生素和激素制剂等，然而有研究表明，通过对

西方国家 664 例患者携带的痤疮丙酸杆菌耐药性分析发现，50.8%~93.6%的痤疮丙酸杆菌对包括四环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等都表现耐药；但不同国家的耐药率各异，耐药率为 36.7%~94.0% [4]。《黄帝内经》

云：“思伤脾、怒伤肝”忧思忿怒均可伤及于肝，肝主疏泄，调周身之气机，肝郁则周身气机不利，郁而

化热生伤肝肾之阴，易致肝肾阴虚。肝肾阴精不足，则阳相对偏盛而易生虚火，虚火上炎，上蒸于头面

而发痤疮。中医采用辨证论治，疗效确切[5]。黄媛媛[6]等将 100 例痤疮患者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使用

盐酸米诺环素胶囊治疗，观察组服用六味地黄丸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皮损积分变化、不良

反应。结果：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96% (48/50)，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76% (38/50) (P < 0.05)；观察组治

疗后皮损积分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5)；两组均无明显不良反应发生(P > 0.05)。穆志娟[7]曾治疗一青年

男性，诊断为寻常痤疮，辨证属肝肾阴虚证，治宜滋肾降火、平肝解毒，方选用六味地黄丸加减治疗一

月后患者基本无新发皮疹仅见双颊色素沉着斑。刘晶晶[8]曾运用六味地黄丸加减结合火针治疗 45 例女

性青春期后痤疮，结果：基本治愈 19 例(63.3%)，显效 6 例(20%)，好转 3 例(10%)，无效 2 例(6.7%)。总

有效率 73.3%。郑彩慧[9]等采用口服、对照、随机分组，将 94 例患者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60 例，采

用柴胡疏肝散合六味地黄丸加减，对照组 30 例，采用维胺脂胶囊，4 周后观察两组皮疹消退情况。结果

治疗组痊愈 39 例(65%)，显效 12 例(20%)，有效 7 例(11.6%)，无效 2 例(3.3%)，总有效率为 96.6%；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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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组 30 例，痊愈 11 例(32.4%)，显效 7 例(20.6%)，有效 4 例(11.8%)，无效 12 例(35.3%)，总有效率为

64.7%。两组比较治疗组疗效优于对照组，有显著差异(P < 0.01)。 

3. 黄褐斑 

黄褐斑是一种常见的色素沉着性疾病，多见于中青年女性，好发于面部，严重影响美观。本病的中

医病机是气血脏腑功能失调，尤与肝、脾、肾密切相关。中医理论认为，无瘀不成斑，无痰不成斑，治斑

不离气血。斑块的局部病机大多是气滞痰凝血瘀，如果正气亏虚，邪气就更易侵袭。气虚气滞导致血瘀，

血瘀又可以反过来导致气滞，循环往复，瘀郁成斑[10]。《黄帝内经·灵枢》云：“肾病者，颧与颜黑。”

肾在色为黑，肾气虚弱，真脏色见，故面黑。肾藏精，主水，以五色命五脏，为黑。若肾精不足，肾虚黑

色上泛，则生黧黑。同时，黄褐斑好发于中、青年女性，经、孕、产、乳，忧思过度，皆耗伤阴血，肾水

不足，水亏不能制火，导致虚火上炎，火燥结成黑斑。基于此，古今医家治疗肾阴亏虚型黄褐斑多滋阴

补肾。 
王良馥[11]等 70 例黄褐斑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每组各 35 例，对照组给予新型强脉冲光治

疗，共计 5 次，每次间隔 4 周，治疗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给予六味地黄丸加味治疗，疗程为 8 周，

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疗效。结果：两组患者治疗后皮损积分较治疗前明显降低，组间比较治疗组较对照组

降低明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组与对照组愈显率分别为 77.2%、48.6%，两组患者愈显

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吴玉玲[12]等将 152 例黄褐斑患者根据随机原则分成试验组和对

照组，各 76 例，试验组给予六味地黄丸、逍遥丸、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口服，白天外用积雪苷膏；晚上

先后敷自制面膜 30 分钟、按摩三阴交和足三里、外用熊果苷膏。对照组给予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口服，

外用积雪苷膏，持续 3 个月，疗结束后统计分析。结果：试验组有效率为 89.5%，对照组有效率为 72.4% 
(χ2 = 7.202, P < 0.05)。门守保[13]褐斑患者共入选 100 例，治疗组 50 例采用口服六味地黄丸联合维生素

E 胶囊；对照组 50 例采用口服六味地黄丸治疗 2 个月为 1 个疗程，1 个疗程后观察面部色素变化，判定

疗效。结果有效率治疗组为 84.00%，对照组为 36.00%，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意义(P < 0.05)。张鹤[14]将
103 例黄褐斑患者随机分两组对照组 42 例口服 Vitc 0.23 次每天，vitE 0.1，3 次每天，氨甲环酸 250 mg，
3 次每天治疗组 61 例口服氨甲环酸 250 mg，3 次每天，六味地黄丸 8 丸 2 次每天，逍遥丸 8 丸 2 次每天

结果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疗效更好，且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未见明显不良反应。 

4. 脱发 

《素问》说：肾之合骨也，其荣发也。发的生长与脱落，荣润与枯槁，不仅和肾中精气的充盛程度有

关，而且还和血液的濡养有关。脱发常见类型为雄激素性脱发，即所说的脂溢性脱发，常见治疗方法为

局部应用米诺地尔，但是患者依从性差并且副作用大[15]。中医古籍中关于“脱发”的相关论述颇丰，如

早期主要采用“发落”“发堕”等朴素的名称，隋唐出现了对“鬼舐头”的详细论述，晋代出现了“头

风白屑”“白屑风痒”等，突出以“风”为主[16]。近现代医家遵循“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之中医理念，

在临床上多以“肝肾不足”为脂溢性脱发的基本证型进行施治。肾精不足为脱发发病之本，多表现为脱

发处头皮光滑，发稀疏细软。近现代医家遵循“乙癸同源，肝肾同治”之中医理念，在临床上多以“肝

肾不足”为脂溢性脱发的基本证型进行施治[17]。《东医保鉴》多用六味地黄丸、肾气丸以滋水益精。清

代医家更注重对患者整体的调理，选方也更加灵活。如《医宗金鉴》以六味地黄丸加四物汤，填肾精的

同时不忘补肝血。魏跃钢教授[18]曾用六味地黄丸加味治疗一例肝肾阴虚型女性雄激素源性脱发。治疗两

月有余，患者脱发已止，头顶部毛发尚可，发缝明显变窄，效果明显，魏跃钢教授[19]又曾将 110 例门诊

病人随机分为 2 组，治疗组 84 例，对照组 26 例，治疗组肝肾亏损证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口服养血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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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2 组均以 4 周为 1 个疗程，共用 1~4 个疗程。结果：治疗组治愈 27 例，好转 48 例，未愈 9 例，

总有效率 89.2%。对照组：治愈 6 例，好转 17 例，未愈 3 例，总有效率 88.5%。2 组总有效率比较，χ2 = 
0.84，P > 0.05，无显著差异。朱培成教授[20]曾治疗一例女性休止期脱发，辩证为肝肾不足，方选用六味

地黄丸加减，经治疗 1 月后脱发基本停止，头发变黑变长，睡眠改善，拉发试验阴性。武忠主任[21]治疗

一例肝肾不足为本，瘀热互结为标的男性患者，选用六味地黄丸加减化裁，治以补益肝肾，活血化瘀，

清上焦湿热。守方略作加减治疗后半年，电话随访患者，自诉已无明显脱发，头皮油腻及瘙痒已除，巅

顶部毛发生长正常，毛发稀疏较前明显好转。 

5. 结语 

六味地黄丸在临床上还用于治疗扁平疣、白癜风等损美性疾病。六味地黄丸可能还具有一定的抗衰

老效果，梁华[22]等通过动物实验初步比较研究金匮肾气丸和六味地黄丸共同调节衰老相关代谢标志物

及代谢路径，发现两方调节作用虽有不同，显著回调 5 个标志性代谢物质，影响氨基酸、糖类和脂肪酸

代谢，提示经典补阴补阳方剂调节自然衰老的多成分多途径作用特点。希望在未来研究能够用于临床检

验，让六味地黄丸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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