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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美容有着悠久的历史， 并且可以从整体上对人体进行

调理， 标本兼治。 中药补水可以改善人体的缺水状态， 从而缓

解皮肤干燥、 瘙痒、 衰老等因缺水造成的症状。 如 《日华子本

草》 中载： “天冬润五脏， 益皮肤， 悦颜色”， 经临床应用证

明， 天冬有润泽皮肤， 和颜悦色之功效 [1]。 蒋平等[2]研究表明，

中药复方杭白菊、 珍珠粉、 当归等能改善 D- 半乳糖衰老模型

造成的皮肤水分减少， 增加皮肤超氧化歧化酶(SOD)、 Ⅰ型胶

原蛋白、 羟脯氨酸； 减少皮肤中丙二醛(MDA)的生成， 具有一

定的促进皮肤抗氧化保护作用。

1 皮肤水分的中医认知

1.1 属津液的范畴 皮肤中的水分属中医学理论津液的范畴。

津液由津和液组成， 来源于食物， 由脾胃化生。 准确来说， 皮

肤的水分属于 “津” ———清而稀者为津， 散布于体表、 皮肤、

肌肉和孔窍， 并能渗入血脉， 对人体发挥滋养作用。 《灵枢·

五窿津液别》 中有： “津 液 各 走 其 道， 故 三 焦 出 气， 以 温 肌

肉， 充皮肤， 为其津； 其流而 不 行 着， 为 液。” 津 液 虽 有 别，

但在人体代谢的过程中， 二者可互相转化， 互相补充。 津液以

水为主体， 含有丰富 的 营 养 物 质， 有 滋 润 濡 养 机 体、 化 生 血

液、 调节机体阴阳平衡等作用； 散布于体表、 孔窍之津， 使肌

肤丰润， 濡养皮肤， 保证其水分的充足。

1.2 与气、 血相关 津液的生成、 输布、 排泄都离不开气的

推动、 固摄与气化的作用。 气能生津， 津液的生成有赖于气的

推动和气化作用； 气能行津， 气机的正常运动有助于津液的输

布从而有效保持皮肤水分； 气能摄津， 气能固摄津液， 防止体

内水分流失过多。 对 于 气 虚 而 致 腠 理 不 密、 汗 液 流 失 过 多 之

症， 可用益气固表之法留住津液， 保持体内水分充足。 血与津

液一样有着濡养、 滋润的功能， 二者可互相补充、 互相转化。

津血同源， 血和津液的化生都来自于食物中的水谷精微， 源于

脾胃的化生； 津血互生， 津液可渗入脉中， 化为血液， 脉内血

液也可转化为脉 外 之 津 液。 血 虚 日 久 会 导 致 津 液 的 不 足， 故

补血也是补充津液、 利 于 保 持 皮 肤 水 分 的 良 法。 气 血 条 达 则

肌肉滑利有弹性， 皮肤 滋 润， 反 之 气 血 失 调， 则 皮 肤 干 燥 不

润泽 [3]。

1.3 与 脏 腑 功 能 密 切 相 关 津 液 来 源 于 食 物 中 的 水 谷 精 微，

由脾胃化生。 《素问·太阴阳明论》： “脾与胃以膜相连耳， 而

能为之行其津液。” 皮肤的濡养， 不仅需要胃的受纳腐熟， 还

需要脾的运化、 升清、 散精和小肠分清泌浊的功能。 津液的充

分生成必须以充足的食物摄入和脾、 胃、 小肠功能的正常为前

提。 津液的输布主要依靠肺、 脾、 肾三脏的功能， 且与肝、 三

焦的功能密切相关。 《素问·经别要论》： “脾气散精， 上归于

肺。” 津液通过肺气的宣发肃降输布全身， 并下达于肾。 肾脏

主水， 肾阳有蒸腾气化的作用， 对津液代谢的过程起着主宰与

调节作用， 并将津液中清者归复脾肺， 重新输布。 此外， 津液

的输布有赖于气的正常运行， 肝主疏泄， 肝脏功能正常则气机

调畅， 有利于津液输布环流。 《素 问·灵 兰 秘 典 论》： “三 焦

者， 决渎之官， 水道出焉。” 三焦为津液的正常输布提供了保

障。 津液的正常输布保证了皮肤充足的水分。 津液的排泄主要

依赖肺、 大肠、 肾和膀胱的功能， 通过汗、 尿、 呼气和粪便排

出体外。 津液排泄过多会导致体内水分流失而造成皮肤缺水。

由此可见， 津液的代谢过程有多个脏腑共同协调完成， 其中尤

以肺脾肾三脏功能最为重要。

2 皮肤缺水的中医机理

皮肤缺水属于中医学伤津范畴。 在津液的代谢过程中， 其

生成、 输布、 排泄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 都会影响津液

代谢过程， 导致津液代谢的失常。 引起伤津的原因， 一是津液

的生成不足。 津液来源于水谷精微， 由脾胃化生， 小肠分清泌

浊。 若饮食失调， 食少饮乏， 则生津乏源； 或劳倦内伤， 脾胃

虚弱， 阳气不振， 寒自内生， 以致脾失健运， 胃纳不化， 健运

生成不足； 又可因情 志 因 素， 肝 气 郁 结， 郁 而 化 火 则 耗 伤 阴

血， 乙癸同源则因肝血耗伤导致肾精亏虚。 二是津液的消耗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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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若体内有热， 如外感燥、 热之邪及熬夜、 嗜食辛辣炙煿厚

味等灼伤津液， 或卫外不固、 汗液过多， 或因外感阳光毒热邪

等等， 津液的亏损则影响其濡养皮肤的功能， 导致皮肤水分的

不足。

3 皮肤补水的中药应用

津液的亏虚， 与脾、 胃、 肺、 肾等脏腑的功能密切相关。

基于病因的不 同， 通 过 对 皮 肤 缺 水 的 人 群 症 状 表 现 的 不 同 进

行辨证， 分为： 气血 不 足、 肺 肾 阴 虚、 胃 阴 不 足、 肺 气 不 固

等 证 型， 再 根 据 证 型 的 不同来选择补气、 补血、 运脾、 滋阴

类的中药。

3.1 补气类 通过补充脏腑之气来增强对津液的推动、 固摄

和气化作用， 使水分顺利外达皮肤以改善皮肤水分。 尤适用于

肺、 脾、 肾气虚者。 代表药： 党参、 黄芪。 党参归脾、 肺经，

具有补中益气， 生津， 养血的功效。 《本草正义》 言其 “健脾

运而不燥， 滋胃阴而不湿， 润肺而不寒凉， 养血而不偏滋腻”，

为药性平和之良药。 黄芪有补气升阳， 益卫固表等功效。 补脾

肺之气不仅可运化输布津液， 又因气血分属阴阳互根互用， 故

有生津养血， 即补充津液来源之功效， 对改善皮肤水分有一定

作用。

3.2 补血类 中医学有 “津血同源” 之说， 故补血即补津液，

通过增加津液来源以保 证 皮 肤 水 分 之 充 足。 适 用 于 血 虚 证 患

者。 代表药： 当归、 何 首 乌。 当 归 属 心、 肝、 脾 经， 具 有 补

血， 活血， 调经的作用。 何首乌归肝、 肾经， 为补益精血， 固

肾乌须之滋补良药。 两药改善皮肤水分的同时亦能延缓衰老，

保持皮肤水润光滑。

3.3 运脾类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中焦气机之枢纽， 通过健

运脾胃可增强其生理功能， 从而保证津液的来源充足和输布通

畅。 适用于脾虚不运者。 代表药： 白术、 山药。 白术归脾、 胃

经， 可健脾利湿。 山 药 归 脾、 肺、 肾 经， 益 气 养 阴， 补 脾 肺

肾， 其性甘平， 为平补气阴之良药， 作用于多个脏腑， 且为药

食同源之品， 适合长期服用， 综合调理。

3.4 滋养肺肾类 津液属阴， 滋养肺肾之阴可补充体内之阴

精以充津液， 具有增液润燥之功， 对于由于缺水引起的皮肤干

燥有对症之疗效， 适用于肺胃阴虚、 肾阴不足者。 代表药： 天

冬、 枸杞。 天冬入肺、 肾二经， 可养阴生津， 润肺清心。 枸杞

归肝、 肾经， 具有补肝肾， 明目的功效。 精血同源， 滋补肝肾

则血充而肌肤得以濡养润泽。

随着年龄增长， 皮肤角质层中的自然保湿因子(NMF)减少

以及皮肤水合能力的下降， 使皮肤细胞的水分减少， 导致细胞

皱缩、 老化， 出现小细纹[4]。 故通过补充皮肤水分的方法在一

定程度上延缓了皮肤的衰老。 中药通过益气养血、 健运脾胃、

滋养肺肾等途径补充了水分的来源、 促进了水运的调畅、 保证

了水分在体表的持久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中药种类繁多， 以上

列举的代表药不过九牛一毛， 更有药食同源之佳品， 为皮肤补

水开拓了新的渠道， 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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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中医临床常见症状术语规范》 由广州中医药大学黎敬波教授主编，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出版。 临

床中要提高临床诊断效率， 保障治疗水平的发挥， 就必须从全面收集和准确分析症状入手。 该书系统整理了临

床常见症状 2000 余条， 对常见症状术语进行了解释和规范， 本书能对临床医师合理、 准确使用症状术语提供

帮助， 也可以供中医科学研究和学生学习参考。 每本 1 5 元 （ 含包装邮寄费） ， 欲购者请汇款至广州市番禺区大

学城外环东路 232 号广州中医药大学 《 新中医》 编辑部发行科， 邮政编码： 51 0006， 并在汇款单附言栏注明书

名、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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