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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外治法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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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讨黄疸外治法的研究进展，黄疸外治法在治疗上的不足及医学工作者将来需要突破的目标，以期为黄疸临
床治疗提供参考。通过查阅分析大量近年来外治法治疗各类黄疸的临床研究等相关文献进行综述。对黄疸的中医病因

病机、发展简史进行简述，并从吹鼻疗法、药浴疗法、灌肠疗法、按摩疗法、中药熏洗、脐疗、穴位贴敷疗法、中医综合疗法

及西医外治法等方面对黄疸外治法进行归纳总结。历经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治疗黄疸的外治法已较为完善，但仍有一部

分问题等待去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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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疸的病名最初记载于《素问·平人气象论篇》，其记载：
“溺黄赤，安卧者，黄疸……目黄者曰黄疸”［１］。在现代医学

中，黄疸是临床常见病，是由胆红素代谢障碍而引起血清胆红

素浓度升高所致。临床表现常以皮肤、黏膜和巩膜发黄为主，

通常是由肝损伤引起。根据病因的不同，可分为胆汁淤积性黄

疸、肝细胞性黄疸、溶血性黄疸和先天性非溶血性黄疸。中医

对黄疸的认识由来已久，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及治疗经

验。本文从黄疸的各种外治方法对黄疸进行综述，以期为黄疸

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１　病因病机
多数医家认为黄疸是由湿邪引起的。《金匮要略》中指

出：“黄家所得，从湿得之”。但赵雯［２］认为，黄疸的病因病机

确实以“湿”为关键，却也存在着其片面性。巢元方在《诸病源

候论》写道：“脾胃有热，谷气郁蒸，因为热毒所加，故卒然发

黄，心满气喘，命在顷刻，故云急黄也”。提出黄疸的病因是感

受到外邪的入侵。《圣济总录》云：“大率多因酒食过度，水谷

相并，积于脾胃，复为风湿所搏，热气郁蒸，所以发为黄疸”，认

为黄疸可为饮食所伤。《医学心悟》云：“复有久病之人，及老

年人，脾胃亏损，面目发黄，其色黑暗而不明”。提出脾胃不足

亦可引发黄疸。张璐云：“以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不无

瘀血阻滞也”。提出瘀血也是黄疸的重要病理因素。王俊

等［３］通过对古代医籍的研究，认为黄疸的病因病机主要归纳

为瘀热、瘀血、燥热、痰滞、虚寒、疫毒。豆鹏程等［４］认为，黄疸

是由于感受外邪，郁而不达，或饮食损伤，运化失司，或脾胃虚

寒，阻滞中焦，或他病继发所致，并认为湿邪是关键。蒋开

平［５］通过对《金匮要略》的研究发现，张仲景将黄疸的病机分

为燥结、湿热、寒湿、火劫、女劳、中虚。王晓丽等［６］通过研究

《伤寒论》，将黄疸的病机概括为湿邪内阻、瘀热阻滞、外感风

邪、脾胃虚寒等。谢冬梅［７］总结黄疸病因病机可分为感受外

邪、酒食不节、瘀血内结、肝胆气滞、脾胃虚寒、虚劳血亏，提出

“湿”“瘀”贯彻于黄疸发病的始终。结合各时代医家所说，湿

邪、寒邪、热邪、气滞、瘀血、疫毒皆可引起黄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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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黄疸外治法的发展简史
黄疸外治法最早［８］可见于《黄帝内经·玉机真脏论篇》，

其云：“病名曰脾风，发瘅，腹中热，烦心出黄，当此之时，可按

可药可浴”，提出黄疸的３种治法，其中就有２种属于外治法：
按（按摩）与浴（沐浴）。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９］：“若

初觉，便作菰蒂赤豆散，吹鼻中，鼻中黄汁出数升者，多瘥”，这

是用菰蒂赤豆散吹鼻治疗黄疸的首次记载，并一直沿用至今。

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收集整理了大量黄疸外治法［１０］，如擦药

法“茵陈蒿一把，同生姜一块，捣烂，于胸前四肢，日日擦之”，

治疗遍身黄疸；烙舌法“用豉半两，牛脂一两，煎过油脂，绵裹

烙舌”，治疗走精黄病，烙法配合灸法“宜先烙上脘及心俞，次

烙舌下，灸关元，下廉百壮”联用治疗房劳黄病，为黄疸外治法

开辟了更宽广的道路。《理瀹骈文》［１１］一书理法方药齐全，标

志着中医外治法的完善，自此黄疸外治法进入鼎盛时期。

３　黄疸外治法分类
自古至今，有记载的外治法［１２－１３］就包括有吹鼻、药浴、灌

肠、按摩、熏洗、脐疗、敷药、针灸、扑粉、膏药、药熨、涂擦、放血、

烙、取黄等方法，其中针灸疗法已成为独立学科，故而从外治法

中抽离，还有部分疗法因为危险性较高操作较难，不再继续使

用，如：取黄、烙等，但也有部分外治法因为其疗效好，使用安全

又方便而被广泛运用。

３．１　吹鼻疗法
吹鼻疗法属于搐鼻疗法［１４］的一种形式，指将单味药或多

味药制成粉末或散剂吹入鼻腔的一种中医外治疗法，这种方法

操作简便、疗效快，具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节脏腑的功效。

黄佳琦等［１５］自拟瓜前退黄散方吹鼻治疗４０例湿热熏蒸证新
生儿黄疸取得了明显的临床疗效，与常规蓝光治疗比较更具有

安全性。

３．２　药浴疗法
药浴疗法［１６］是利用单味药或多味中药煎水，去渣取液，再

调至适宜温度，洗浴全身或局部的一种外治法。王育等［１７］将

１００例新生儿黄疸患者作为研究对象，５０例只进行蓝光治疗，
另外５０例在前者的基础上再加以茵陈蒿汤进行药浴治疗，结
果发现药浴组加速了黄疸的消退，治疗效果更好。刘丽平

等［１８］将６０例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与干预组，对照组３０例患
儿予温水池游泳，干预组３０例予降黄散药浴，降黄散药浴能有
效降低胆红素，能预防新生儿黄疸，且无不良反应，可以临床推

广应用。

３．３　灌肠疗法
灌肠疗法［１９］即润导法，是指将中药煎煮后的药液经肛门

灌入或滴入肠道，并保留一定时间治疗疾病的一种中医外治方

法。陈逸等［２０］将２００例慢性乙型黄疸性肝炎患者随机分为两
组各１００例，一组为透析组予结肠透析治疗，另一组透灌组在
结肠透析治疗的基础上给予自拟荡涤汤灌肠治疗，通过对比各

项指标发现，透灌组黄疸水平、肝功能及炎症状态皆优于透析

组。杨磊等［２１］认为，在临床操作过程中，新生儿喂药相对困

难，而灌肠疗法既简单又方便，除略增加大便次数外，尚未有其

他不良反应，是临床上防治新生儿黄疸的较好选择之一。岭南

名中医池晓玲［２２］认为，黄疸的治疗应注重配合中药外治灌肠

法，自创中药退黄方，可避免药物的肝脏首过效应，又可促进排

泄，减少胆红素的重吸收，退黄作用明显。

３．４　按摩疗法
按摩疗法即穴位按摩，指按摩人体特定的穴位，以调节机

体生理、病理状况，达到通经活络、行气活血、祛邪扶正的目的。

按摩疗法也可包括抚触，抚触是指通过轻抚新生儿皮肤，刺激

皮肤感受器，产生相应生理效应的操作方法。袁泉［２３］通过将

１０６例新生儿随机分为两组，对照组予以抚触，观察组予以抚
触加穴位按摩（阳黄者：清天河水、清胃经、脾经、肝经，捏脊，

摩腹。阴黄者：内劳宫，揉二马，清胃经、脾经、肝经，揉足三里，

捏脊，摩腹），得出抚触联合穴位按摩对新生儿黄疸护理具有

显著优势的结论。洪惠兰等［２４］根据不同的干预方法对２３７例
新生儿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抚触加上中医穴位按摩可预防新生

儿黄疸的发生。

３．５　中药熏洗疗法
中药熏洗疗法［２５］是利用中药煎成汤剂在皮肤或患处进行

熏蒸、淋洗（一般先用药汤蒸气熏，待药液温时再洗）的一种中

医外治方法。吴利英等［２６］利用中药熏洗治疗４５例湿热熏蒸
型黄疸患儿，与采用蓝光照射治疗的对照组相比较，黄疸的持

续时间和治疗费用均优于对照组，不良反应少，安全性更高。

班晓娟［２７］通过对比发现在蓝光照射基础上加以中药熏洗的新

生儿黄疸患者的治疗效果更好，更能有效缓解黄疸的相关症

状。许畅等［２８］还提出中药熏洗疗法可明显改善黄疸患者皮肤

瘙痒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３．６　脐疗
脐疗是指通过在肚脐上施灸来达到治疗目的的中医外治

法。与火法相结合，称为脐火疗法，可通过火的温热作用，快速

透过肌肤，通调三焦，疏通经络，行气止痛，从而防病健体。赵

文霞［２９］教授治疗阳黄患者时，因患者平素脾胃虚寒，治疗过程

病机发生了转化，阳黄转化为阴黄，及时加用温中健脾化湿的

中药和脐火疗法，使其病情得以控制。牛艳艳［３０］用脐针（“雷

风相薄”加离位、坎位）联合脐火疗法（药饼由茵陈、附子、茯

苓、姜黄组成）治疗寒湿阻遏型阴黄患者，临床症状及实验室

检查皆有明显好转。谭静等［３１］通过由脐火疗法改良术治疗急

性黄疸型肝炎取得良好的临床疗效。

３．７　穴位贴敷疗法
穴位贴敷疗法是指在一定的体表穴位上贴敷某些药物的

一种中医外治法。其作用机理［３２］一是通过穴位的刺激与调节

使局部血管扩张，加速血液循环，促进机体的调节作用；二是药

物吸收后的药效作用；三是皮肤渗透吸收后，通过药物的“归

经”和功能效应，从而治疗疾病。张娟［３３］通过对２６例黄疸型
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疗效观察，发现结合其自制中药阳黄

方敷贴治疗能更有效地改善临床症状。张晓艳［３４］同样提出中

药穴位敷贴疗法可提高黄疸型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临床疗效，

缓解其临床症状。

３．８　综合疗法
除了上述单一的外治疗法外，还有着许多由两种及以上结

合在一起的综合疗法。杨剑晶［３５］用中药药浴、经络推拿联合

蓝光照射观察新生儿黄疸的治疗效果，其临床疗效更佳，同时

增加了患儿的睡眠时间，可在临床推广使用。杨洁［３６］在蓝光

照射基础上用中药药浴联合抚触治疗新生儿黄疸，因为中药药

浴制备简单、费用低，并且不需要使用特殊的仪器设备，安全性

高，疗效比单纯西医治疗更好。徐楠等［３７］运用穴位按摩联合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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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外洗以及小儿推拿（清肝经为主，同时清补脾经、大肠经、

天河水）综合治疗６０例新生黄疸患儿，发现其可更好改善血清
胆红素水平，有效减轻黄疸症状，更有助于达到退黄疸、清湿热

的效果，可推广应用。

３．９　西医外治法
西医外治法一般适用于新生儿黄疸，包括有：蓝光疗法、换

血疗法等。陈清等［３８］探讨不同方式蓝光照射治疗新生儿黄疸

的临床疗效提出间歇蓝光照射治疗比持续蓝光照射治疗更有

效减轻应激反应和不良反应，但两者治疗总有效率方面并无较

大差异。随素敏等［３９］发现，换血疗法可以有效治疗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有效阻止病情恶化，且方法简便、安全，可推广。

４　小结
综上所述，历经多年的研究和发展，治疗黄疸的外治法已

较为完善，但仍有一部分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第一，有部分

外治法在临床上应用较为广泛，如按摩、灌肠等，但也多局限于

新生儿黄疸，还有部分外治法同样操作方便简单，疗效好，仍需

要我们进一步在临床上推广应用。第二，对于黄疸的外治法大

部分研究都局限于临床观察方面，而对其作用机制研究较少，

有待进一步探索。第三，随着我们科研水平的不断提高，应逐

步建立与病症相符的动物实验，使外治在治疗黄疸方面取得更

好的疗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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