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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其华在发”理论是中医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

容，头发望诊是中医学局部望诊中重要组成部分，从

肾论治是治疗毛发疾病的重要治则之一。然而，中医

学因其发展的自身特性，这一理论缺乏物质基础。为

此，笔者观测各年龄段头发生长特性的变化，以期为

“肾其华在发”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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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通过武汉市汉族人头发生长特性的临床研究，为肾其华在发理论提供依据。方法：对 130 例健康人群按照年

龄段随机分组分层分为 A、B、C、D、E、F、G、H 组，采用 CBS-1 800 皮肤检测分析系统，检测不同年龄组别男、女人群头顶

毛囊密度、头发直径、白发率。结果：不同年龄段头发直径变化：从出生到男子“四八”、女子“四七”之间，头发直径呈上升

趋势，并且速率较快；男子在“五八”、女子在“五七”是头发直径达到最高峰；“六八”、“六七”后头发直径逐渐变小。不同

年龄段毛囊密度变化：男子、女子从出生后毛囊密度基本保持不变；在“六八”、“六七”之后毛囊密度逐渐下降。不同年龄段

白发率变化：男子、女子从出生后白发率在“六八”、“六七”之后逐渐升高，上升速度男子远大于女子。在头发直径方面，各

组男女之间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P > 0.05）；B 组、C 组、D 组、E 组、F 组、G 组与 A 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C 组、D 组、E 组、F 组、G 组与 B 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在毛囊密度方面，F 组、G 组、H
组男女间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F 组、G 组、H 组与 A 组比，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在白发

率方面，F 组男女之间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D 组、E 组、F 组、G 组与 C 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 （P <
0.01）。结论：健康者头发直径、毛囊密度、白发率与肾气改变的关系密切相关，此为“肾其华在发”理论提供了一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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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资料来源于武汉市汉族健康人

群，共 130 例，年龄 0～80 岁。根据《素问·上古天

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丈

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八八，天癸竭，精

少，肾藏衰，形体皆极，则齿发去”的论述，按照年

龄段，随机分组分层：A 组(男 0～8 岁组 5 例、女

0～7 岁组 5 例)；B 组(男 9～16 岁组 5 例、女 8～14
岁组 5 例)；C 组(男 17～32 岁组 5 例、女 15～28 岁

组 5 例)；D 组(男 33～40 岁组 10 例、女 29～35 岁

组 10 例)；E 组(男 41～48 岁组 10 例、女 36～42 岁

组 10 例)；F 组(男 49～64 岁组 10 例、女 43～49 岁

组 10 例)；G 组(65～70 岁组 10 例)；H 组(>70 岁组

10 例)。
1.2 纳入标准 ①无重大原发性、继发性疾病；②
汉族，长期居住在武汉市。
1.3 排除标准 ①孕妇或哺乳期女性；②合并有心、
脑、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③曾手术

进行植发治疗者，或存在头皮瘢痕者，或半年内有染

发 / 烫发者；④曾局部或系统接受过放射治疗或化学

药物治疗；⑤有银屑病或严重头皮感染者；⑥其他原

因脱发如斑秃、先天性全秃或先天性少发症、损伤性

脱发或产后等导致脱发。
1.4 检测方法 CBS- 1 800 皮肤检测分析系统(武汉

博视电子有限公司)，75 倍率，检测检测头顶毛囊密

度毛囊密度、头发直径、白发率。
1.5 统计学方法 应用 SPSS18.0 软件进行统计学

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

料采用 χ2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 t 检验，组

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
2 结果

2.1 不同年龄段头发直径变化 见图 1。从图中可

以看出，从出生到男子“四八”、女子“四七”之间，

头发直径呈上升趋势，并且速率较快。男子在“五

八”、女子在“五七”头发直径达到最高峰。“六

八”、“六七”后头发直径逐渐变小。
2.2 不同年龄段毛囊密度变化 见图 2。图中所示，

男子、女子从出生后毛囊密度基本保持不变，在“六

八”、“六七”之后毛囊密度逐渐下降。
2.3 不同年龄段白发率变化 见图 3。图中所示，

男子、女子从出生后白发率在“六八”、“六七”之

后逐渐升高，男子上升速度远大于女子上升速度。

图 1 不同年龄段头发直径变化曲线图

图 2 不同年龄段毛囊密度变化曲线图

图 3 不同年龄段白发率变化曲线图

2.4 各组头发直径、毛囊密度、白发率的比较 见

表 1。在头发直径方面，各组男女间比较，差异均无

显著性意义(P > 0.05)；B 组、C 组、D 组、E 组、F
组、G 组与 A 组比，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0.01)，C 组、D 组、E 组、F 组、G 组与 B 组比，差

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0.01)。在毛囊密度方面，

F 组、G 组、H 组男女间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著性

意义(P < 0.01)，F 组、G 组、H 组与 A 组比较，差

异均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0.01)；在白发率方面，F
组男女间比较，差异有非常显著性意义(P < 0.01)，D
组、E 组、F 组、G 组与 C 组比较，差异均有非常显

著性意义(P < 0.01)。
3 讨论

肾脏是人体重要器官，以沈自尹院士为代表的研

究团队证实，中医学“肾本质”除了肾脏原具有的泌

尿功能外，还涉及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甲状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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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组头发直径、毛囊密度、白发率的比较(x±s)

组别

A组

B组

C组

D组

E组

F组

G组

H组

n
男 / 女

5/5
5/5
5/5

10/10
10/10
10/10
10/10
10/10

男

6.00±0.71
7.40±0.55①

10.71±0.76①②

10.60±0.55①②

11 .50±0.71①②

10.00±0.82①②

9.50±1 .29①②

6.67±0.58

女

5.60±1 .1 4
7.60±0.55①

10.86±0.90①②

11.20±0.45①②

10.50±0.71①②

9.75±0.50①②

9.50±1 .73①②

6.33±0.58

男

132.67±3.06
137.00±3.61
141.25±2.99
132.00±2.00
132.00±2.83
97.33±2.52①

61 .33±9.61①

51 .75±2.55①

女

129.67±4.51
137.67±2.52
141.75±3.95
141.67±2.89
135.50±0.71
111.67±10.42①③

113.00±2.65①③

112.75±0.96①③

男

0
0

1.20±1 .1 0
3.00±2.1 2④

8.50±0.71④

46.25±4.79④

52.50±3.54④

60.00±5.00④

女

0
0

1.00±1 .41
2.60±0.55④

9.0±1 .41④

17.50±1 .91③④

53.50±4.94④

55.00±5.00④

与 A 组比较，①P < 0.01；与 B 组比较，②P < 0.01；与同组男性比较，③P < 0.01；与 C 组比较，④P < 0.01

头发直径(mm) 毛囊密度(个 /cm2) 白发率 （%）

性腺轴的功能等[1]。目前，对于肾本质的探讨，譬如

“肾主生殖”、“肾主骨”、“肾阴虚证”、“肾阳虚

证”等方面，都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2～5]。但对于肾

与毛发之间的关系研究尚不深入，有必要扩大肾本质

的研究。《内经》云：“血气盛则肾气强，肾气强则

骨髓充满，故发黑；血气虚则肾气弱，肾气弱则骨髓

枯竭，故发白而脱落。”最早提出了肾与毛发生长的

关系。《素问·六节脏象论》曰：“肾者，封藏之本，

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发为肾精之外候，精血

充足则发浓密而光泽。”《素问·五脏生成》曰：“肾

之合骨，其荣发也。”说明了头发的色泽、生长等与

肾气和精血的盛衰密切相关。正常人毛发茂盛、黑

润，是肾气旺盛、精血充足的表现。观察头发的色

泽、疏密，可以了解肾气的盛衰和精血的盈亏[6]。
后枕部及两侧的头发终身不会脱落，该部位的头

发具有先天的稳定性，会永久保留。因此，笔者选择

其为研究区域。本研究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头发直

径、毛囊密度、白发率的变化曲线与《素问·上古天

真论》关于肾气的变化基本吻合。头发直径在各年龄

段之间差异均无显著性。头发直径在“五八”、“五

七”之前基本保持上升趋势，可能和肾气逐渐充实有

关。之后逐渐下降，可能与肾气逐渐衰竭有关。在

“六八”之后，男性白发率上升速度明显高于女性，

毛囊密度、白发率在“八八”、“七七”之后男女存

在显著性差异，可能与男性的生活方式、生活节奏、

社会压力导致“肾虚证”有关。肾虚精亏，毛发失于

濡养则脱发、毛发花白，毛囊密度变小。
总之，本研究通过观察健康者头发直径、毛囊密

度、白发率随肾气改变的关系，为“肾其华在发”提

供了一定的依据。笔者下一步拟对慢性肾脏病患者毛

发的生长特性、物理力学、化学成分进行相关研究，

为这一理论提供更加详实的证据，扩大肾本质的研究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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