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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褐斑，中医学又名“黎黑斑”“肝斑”“面尘”

等，是临床常见的面部色素沉着性疾病。 本病可由

多种原因引起 ，如月经不调 、带下 、乳腺增生 、妊

娠、失眠、口服避孕药、日晒等

[1]

。 因对外观面容影

响较大，可造成严重的情绪问题和心理压力，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近年来求医者日益增多。 笔者临

床运用自拟祛斑汤治疗黄褐斑，治疗依从性好，疗

效显著，经济实惠，且不易复发。 有所心得，兹介绍

如下。

1

病因病机：脏腑责之肝脾肾，病性咎于滞气瘀血

黄褐斑虽表现在面部，但其主要病因系脏腑功

能失调，引起面部气血不足或输布失常所致。 脏腑

通过调节气血的生成及输布，实现机体各种生理机

能，皮肤同样需要气血的濡养和滋润。 人体可因感

受外邪，或内伤情志，或饮食失节，导致脏腑功能失

调，继而波及气血，反映在面部，就可能出现色斑。

《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三》 指出：“面黑皯者，

或脏腑有痰饮，或皮肤受风邪，皆令血气不调，致生

黑皯。 ”

本病就脏腑而言，多责之于肝、脾、肾；就病性

而言，主要归咎于滞气和瘀血。 肝病多表现为实证，

肝主疏泄，肝气郁滞，则血脉不利，气血输布失常；

肝郁化火，又可循经上攻头面，灼伤血络。 脾脏多为

虚证，脾主运化，脾虚化生不足，则气血不能上荣于

面。 肾病多表现为虚实夹杂，肾阴、肾阳虚衰，可导

致头面部濡养温煦不足 ， 阴阳失衡致虚火虚寒，

又可灼伤阴血或寒凝血脉。

2

辨证特点：着眼脏腑功能和局部气血

人的面部内应脏腑，为经络所会。 病因病机不

同，色斑的分布范围、颜色也会有所差异。 肝火上炎

“祛斑汤”治疗黄褐斑临证心得

池 雷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

210029

）

摘 要 黄褐斑的主要病因系脏腑功能失调，从而引起面部气血不足或输布失常。 所涉脏腑多责之肝、脾、肾，病性

主要归咎于滞气和瘀血，病机包括肝火上炎、肾气不足、脾虚湿盛、气滞血瘀、气血不足等。 临床治疗宜从脏腑、气血两方

面入手，运用自拟祛斑汤，疗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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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黄褐斑呈深褐色，片状分布，边界较清；肾气不足

证黄褐斑多为黑褐色，面色晦暗，边界模糊；脾虚湿

盛证黄褐斑呈土黄色，状如尘土附着；局部气滞血

瘀者，黄褐斑颜色偏深，散在或点状分布；局部气血

不足者，斑块颜色偏浅，片状分布。 女性黄褐斑患

者，多会兼夹月经失调、带下病、癥瘕等其他疾病，

通过对合并疾病的辨证，有助于辨别脏腑、气血的

病位和病性。

黄褐斑患者个体差异较大，且病程较长，临床

单一证型者较少 ， 多为

2

种或

2

种以上证型兼

夹。

3

临床治疗：调理脏腑气血

本病的发生，与脏腑功能失调及局部气血改变

关系密切。 针对不同的脏腑病变， 用药有疏肝、健

脾、益肾的侧重；皮肤局部气血失调，可能是局部气

血不荣，也可能是局部气血阻滞，治疗时又有补气、

行气、补血、活血的区别。 笔者通过对既往验案的归

纳总结，从脏腑、气血两方面入手治疗本病，最终确

立了祛斑汤的基本方药。

祛斑汤方剂组成：珍珠母

20g

（先煎），仙茅

10g

，

生白术

10g

，冬瓜子

10g

，当归

10g

，香附

10g

，生白芍

10g

，丹参

10g

，丝瓜络

10g

，白芷

15g

，藁本

10g

。 方中

珍珠母甘咸寒，归肝、心经，“入肝经为第一”；仙茅

辛温，归肾、肝经，久服轻身，益颜色；生白术甘温，

健脾利湿，归脾胃经，驻颜色，润肌肤；冬瓜子甘平

寒，归肺、大肠经，具有“主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

不饥”的功用。 上

4

药共用，调节诸脏功能。 当归、香

附、生白芍、丹参行气活血，消除滞气、瘀血之邪；丝

瓜络通经络，行血脉，有无处不至的特性。 其中当

归、白芍、香附又有柔肝、疏肝的功效，兼具调理脏

腑的作用。 白芷辛温，具有长肌肤润泽功效，藁本辛

苦微温，具有长肌肤、悦颜色功效。 据《证类本草》记

载，白芷和藁本均可作面脂使用，且都入血分，性温

行血。 诸药合用，调和诸脏，通行气血，共奏祛斑美

颜之效。

有研究发现氧自由基增多可使脂类形成脂质

过氧化物， 分解后可形成具有强氧化性的丙二醛，

从而诱发色素沉着性皮肤病

[2]

。 现代药理研究证实

珍珠母成分可使血清过氧化脂质明显降低

[3]2103

，白

术具有清除活性氧自由基作用

[3]944

，丹参可抗脂质过

氧化物反应

[3]646

，当归兼有抗氧化和清除氧自由基的

作用

[3]1209

。 白芷的醇提取液则对酪氨酸酶活性有抑

制作用，提示有增白作用

[3]951

。

本病患者如伴乳房胀痛可加柴胡、橘叶；带下

量多、色白者可加海螵蛸；带下色黄者可加鸡冠花、

椿根皮；便秘者可加生大黄、肉苁蓉；失眠者可加茯

神、龙骨、牡蛎。 在药物治疗的同时，也要嘱患者注

意生活调摄，如减少日晒、避免服用激素药物等。 饮

食方面，樱桃具有“令人好颜色，美志”的作用，可适

当食用。

4

典型案例

张某，女，

37

岁。

2015

年

8

月

7

日初诊。

面部出现褐色斑片

2

年余，以两颧部为著，呈

淡褐色， 对称分布， 伴见经前乳房胀痛， 经行腹

痛，月经量少，带下不多，寐差，大便时有秘结。 舌

红、苔白腻，脉沉细弦。 曾服用维生素

C

、维生素

E

治疗，均无效。 诊断为黄褐斑。 予祛斑汤加减。 处

方：

珍珠母

20g

（先煎），仙茅

10g

，生白术

10g

，冬瓜

子

10g

，当归

10g

，香附

10g

，生白芍

10g

，丹参

10g

，丝

瓜络

10g

，白芷

15g

，藁本

10g

，紫草

5g

，大黄

6g

。每日

1

剂，浓煎

400mL

，分

2

次口服。

4

周后复诊，面部色斑较前明显消退，颜色变

淡，片状色素沉着中出现浅色斑点，痛经减轻，便

秘缓解，仍夜寐多梦。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弦。予

原方加茯神

10g

、牡蛎

20g

（先煎 ）。

2

月后复诊 ，

面部色斑基本消失，夜寐较前为佳，舌质淡红、苔

薄白，脉细。 予祛斑汤原方巩固治疗后黄褐斑消

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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