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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精血同源”理论结合祛风之法
辨治脂溢性脱发

高 晖 申洁婷 蓝海冰

（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皮肤科，北京 100009）

【摘要】脂溢性脱发临床上分为血热风燥证、脾虚湿蕴证、湿热熏蒸证、肝肾不足证 4型，治疗分别以凉血消风、健脾

除湿、清利湿热、滋补肝肾为法；辨证论治的同时基于“精血同源”理论，酌加黄精、何首乌、枸杞子、女贞子、墨旱莲

等补益精血类药物，认同“巅顶之上唯风可及”“风动发落”的观点，将祛风之法贯穿始终，临床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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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溢性脱发（seborrheic alopecia，SA）又称雄

激素源性秃发、弥散型秃发［1］，是一种具有遗传

因素参与的且依赖雄性激素作用的特征性秃发［2］，

男女均可发病，在我国，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

男性患者主要表现为前额发际后移和 （或） 头顶

部毛发进行性减少和变细；女性患者主要表现为

头顶部毛发进行性减少和变细，少部分表现为弥

漫性头发变稀，发际线正常［3］。SA属于中医学

“发蛀脱发”“蛀发癣”范畴，是皮肤科常见病、

多发病，也是难治性疾病之一。由于本病有碍容

颜，常给患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

故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精血同源”

理论辨证论治 SA，同时将祛风之法贯穿始终，临

床疗效显著，现将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素问·五脏生成篇》云“肾……其荣发也”，

《灵枢经 • 天年》 言“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

脉，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

斑白”，均指出肾气在毛发生长中的重要作用，认

为发为肾之候，毛发的荣枯取决于肾气之盈衰。

《素问·五脏生成篇》又云：“多食甘，则骨痛而

发落。”认识到饮食肥甘厚味，易致脾失健运而致

头发油腻和脱落；《难经·十四难》言：“损于肺

者，益其气，盖损肺即损其气，气即命门之真气，

真气损则皮皴而毛发枯，故曰皮聚而毛落”，指出

SA可由风热或湿热外邪侵犯上焦，日久化燥，损

伤肺气而致“毛落”［4］。《外科证治全书·头部证

治》记载：“蛀发癣……由阴虚热盛，剃发时风邪

袭入孔腠，抟聚不散，血气不潮而成。”《医碥·

须发》记载：“年少发白早脱，或头起白屑者，血

热太过也。”均指出了血热风燥，毛窍失养，则致

毛发干枯脱落。本病病因病机虽复杂多变，但多

有禀赋不足、正气虚弱之内因，复感风热外邪，

或饮食不节，则致血热风燥，或湿热之邪蕴结，

上侵巅顶，引发脱发。此外，肝肾不足，阴血亏

虚，亦会生风、生燥，引起 SA的发生。也有医家

认为本病病因病机以血热风燥、脾胃湿热、阴血

耗伤、肝肾阴虚为主，在治疗中亦多遵循“急则

治标，缓则治本”的原则［5］。蓝海冰老师认为，

SA固然可见血热、湿热等邪实之标，但若肾精充

固，无本虚之因，则毋致于发脱。故肝肾不足，

使阴精亏虚不能化血，肾气亏损精气不固，致毛

发脱落，是SA的疾病本质及根源。

2 “精血同源”理论

蓝老师认为“肾藏精，其华在发”和“发为

血之余”以及“精血同源互化”是 SA理论根源，

故治疗多从精血论治。《素问·六节藏象论篇》

言：“肾藏精，其华在发”，即肾精的盛衰影响着

毛发的生长与脱落、润泽与枯槁；《素问·上古天

真论篇》 言：“女子五七，发始堕，六七，发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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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男子五八肾气衰，发堕”，强调毛发的荣枯取

决于肾气之盈衰；《张氏医通》言“发久不生，精

血不足，肾气虚弱”，指出毛发的生长需要肾气的

推动。毛发的生长还有赖于气血的濡养，如《黄

帝内经》云“诸精血气盛则眉髭须发美泽”；《诸

病源候论》云：“冲任之脉……血盛则荣于须发，

故须发美”，人体气血功能协调平衡，皮肤、毛窍

得以营养滋润，则毛发光泽旺盛。“发为血之余”，

而肝藏血，若肝藏血功能失衡，血虚不能滋养毛

发孔窍，则会出现毛发枯稿、稀疏；“发为肾之

候”，而肾藏精，肝肾互为子母，精血相互化生滋

养，精足则血足，精充则血旺，此谓“肝肾同

源”，亦称“精血同源”。肝肾得养，则精足血旺，

上输头面，滋养毛发，生长旺盛；若肾精耗伤，

肝不藏血，则毛发失其所养，根摇脱落，可见肝

肾同源是保证毛发生长旺盛的基础。此外，肾藏

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与人的内分泌功能密切

相关。结合现代药理研究［6］发现，补肾药可调节

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的功能水平，而本病与

内分泌失调密切相关，治疗可补益精血，配合辨

证施治，以调整内环境、控制皮脂分泌。

3 辨证论治

根据 SA的病因病机特点，本病可分为血热风

燥证、脾虚湿蕴证、湿热熏蒸证、肝肾不足证 4
型。素体血热，复感风邪，邪入毛窍，日久化燥

伤阴，阴血不得上荣毛发，毛根干涸，发焦脱

落［7］；禀赋素弱、劳倦过度、饮食失宜，均能使

脾失健运、胃失所养，水湿内聚，阻滞毛窍；或

热化蕴结，湿热上蒸巅顶，阻滞毛窍，腐蚀发根，

黏腻脱落［8］；若禀赋不足，或思虑过度，劳伤肝

肾，耗伤阴血，精血亏虚，则发失濡养，发枯而

脱［5］。基于前文所述“精血同源”理论，肝肾不

足应为疾病之本，治疗应注重补益精血类药物的

应用。

3. 1 血热风燥证

主要表现为头发干枯、略有焦黄，均匀而稀

疏脱落；搔之有白屑叠叠飞起，落之又生，自觉

头部烘热，头皮瘙痒；口干咽燥，溲黄，舌质红，

苔薄黄或微干，脉数或细数。治疗此型 SA多以凉

血清热、消风润燥为治法，方药组成：生地黄20 g，
当归 10 g，赤芍 10 g，生侧柏叶 10 g，荆芥 10 g，
防风 10 g，浮萍 10 g，女贞子 15 g，墨旱莲 15 g。
方中生地黄、当归、赤芍、生侧柏叶清热凉血，

合荆芥、防风、浮萍凉血养血祛风，伍以女贞子、

墨旱莲滋补肝肾、乌发生发。伴头皮脂溢明显，

心烦易怒，口干口苦，舌边尖红，苔黄或黄腻，

脉弦滑或滑数等，证属肝经湿热，治宜清肝经湿

热，酌加龙胆草 6 g、黄柏 10 g；湿热不重而偏于

肝气郁滞者，加柴胡 10 g、黄芩 10 g；伴头皮痒甚

属肝经风热者，加天麻10 g、钩藤10 g、菊花10 g；
伴心烦失眠属心火内扰者，酌加栀子 10 g、连翘

10 g、莲子心 6 g、黄连 6 g、珍珠母 30 g等清心安

神；伴口干咽燥、便干等燥热伤津者，加北沙参

12 g、麦冬 15 g养阴生津；头发焦黄干枯者，加桑

椹 15 g、何首乌 15 g、黑芝麻 15 g补益肝肾、养血

润发。

3. 2 脾虚湿蕴证

此证患者主要表现为头发细软、油腻，稀疏

脱落，伴头皮油亮色白，头皮瘙痒；或见脘闷不

舒，或痰多体胖，乏力易疲，大便质软不成形。

舌淡胖，苔白腻，脉弦滑。发为血之余，脾为气

血生化之源，脾能散精，则精微营血可至全身各

处，上达巅顶。若脾胃虚损，湿浊内阻，则气血

不得生化，散精不得其道，则阻遏清窍，营血不

能充盈头巅，故发萎发落。治疗此型 SA多以健脾

利湿、培本生发为治法，方药组成：党参 15 g，茯

苓 15 g，炒白术 10 g，生薏苡仁 15 g，甘草 10 g，
当归 10 g，川芎 9 g，羌活 8 g，荷叶 10 g，菟丝子

15 g，女贞子 10 g。方中党参、茯苓、白术、生薏

苡仁、甘草健脾利湿，羌活祛风除湿，且作引经

药为使；荷叶凉血化湿，当归、川芎养血活血祛

风，伍以菟丝子、女贞子补益肝肾、培补先天以

滋后天。诸药合用，共奏健脾利湿、培本生发之

功。兼有肝气郁滞，克乘脾土者，加柴胡 10 g、香

附10 g疏肝理气；兼有饮食积滞、脾运失司者，加

焦山楂 10 g、炒谷芽 10 g消食健运；头发油腻，湿

痰偏盛者，可加石菖蒲 10 g、陈皮 10 g芳香化湿、

祛痰通窍；脾肾不足者，加黄精 10 g、山药 10 g补
益脾肾之阴，酌加淫羊藿 15 g、生杜仲 10 g补肾阳

以使阳生阴长。

3. 3 湿热熏蒸证

此证患者平素多恣食肥甘厚味或嗜酒，头发

细软、稀疏，伴头皮油亮潮红，头皮鳞屑油腻或

瘙痒，口干口苦，烦躁易怒，胃纳差。舌质红，

苔黄腻，脉弦滑。治疗此类病证以清热除湿、健

脾护发为法，同时配合补肾益精之品培本扶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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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药组成：茵陈 15 g，连翘 15 g，黄芩 10 g，虎杖

10 g，浮萍10 g，荷叶10 g，生山楂10 g，白芷10 g，
羌活 6 g，川芎 6 g，生地黄 20 g。方中茵陈、虎

杖、连翘、黄芩为陈彤云教授治疗湿热型 SA常用

药物，加荷叶、浮萍清热利湿、祛风解毒，生山

楂化浊降脂、行气散瘀，白芷、羌活、川芎祛风

化湿，兼引药上行头部，顾及大队祛风祛湿药物

有化燥伤阴之弊，故伍以生地黄凉血滋阴。若偏

阴虚者，治以滋补肝肾、养阴清热，加女贞子15 g、
墨旱莲15 g；兼有口苦、易怒烦躁者，加柴胡10 g、
龙胆草 10 g、郁金 10 g等疏肝清热；头发油光黏

腻，湿热偏盛者，加茯苓 15 g、赤石脂 10 g除湿祛

脂；病势迅疾，热毒偏盛者，加蒲公英 10 g、金银

花 10 g清热解毒；瘙痒甚者，加侧柏叶 15 g、苦参

10 g凉血止痒；舌质暗有瘀斑者，加丹参 15 g、桃

仁 10 g、红花 10 g活血化瘀；大便干者，加酒大黄

6 g通腑泄热。

3. 4 肝肾不足证

此证脱发患者或有遗传倾向，或中年以上，

或平素脑力过度，病程较长，可见头顶、前发际

头发稀少或脱光，脱发处头皮光亮或遗留少数稀

疏细软短发，伴眩晕失眠、耳鸣眼花、记忆力差、

腰膝酸软、夜尿频多。舌质淡红，少苔，脉沉细。

偏阴虚者，伴口苦，五心烦热，多梦，梦遗，舌

质红，苔少，脉细数。治疗此证脱发应慢病缓治，

基于前文所述“精血同源”理论，多以滋补肝肾、

养血祛风、填精益髓为法，方药组成：熟地黄15 g，
当归 10 g，白芍 15 g，川芎 6 g，女贞子 15 g，墨旱

莲 15 g，菟丝子 15 g，枸杞子 10 g，茯苓 10 g，黄

精 10 g，何首乌 6 g，桑椹 10 g，炙甘草 6 g。方中

以四物养血活血、祛风生发，大队补益肾精药物

培补肝肾、生发乌发，严重者可加阿胶、鹿角胶

等血肉有情之品。肾主骨生发，此型患者多伴腰

膝酸软、头昏耳鸣等肾虚之症，加桑寄生 15 g、川

续断 10 g、牛膝 10 g补肾壮骨；伴乏力、泄泻等症

属脾肾阳虚者，加肉苁蓉 30 g、白术 15 g补益脾

肾；伴畏寒肢冷、腰膝酸软、阳萎早泄等症属肾

阳虚惫者，加肉苁蓉 10 g、仙灵脾 10 g、生杜仲

10 g等温肾壮阳；伴心烦易怒、失眠健忘等多属心

肾不交、虚火扰心者，加山茱萸10 g、酸枣仁30 g、
五味子10 g等补肾阴清心安神。

4 祛风之法贯穿始终

治疗 SA除重视补益肝肾之本外，还应将祛风

之法贯穿始终。《诸病源候论》言：“六曰风雨寒

暑伤形，形伤，发肤枯夭”；《医灯续焰》言“毛

发不坚，多堕落者，卫气疏，或有风”，强调了风

邪侵袭致使发根脱落的重要病机。风邪上行，数

行善变，且易犯人体空隙，侵于上部，侵蚀发根

而发堕。血虚生风、血热生风、肝风内动等“内

风”亦会导致毛发脱落，如《医学入门·须发篇》

言“须发脱落非因老，内风血燥亦奇哉”；《外科

正宗》提出油风乃“血虚不能随气荣养肌肤……

此皆风热乘虚攻注而然”。内外风均会致发脱，即

是所谓“风动发落”，且头为诸阳之会，巅顶之上

唯风药可及，风药可升发清阳、引药上行，开头

皮毛窍，且风能胜湿，对于头发黏腻者，亦可起

到化湿之效。故治疗脱发祛风要义应贯穿始终，

遣方在补肾精、养精血的基础上，适当加入祛风

之品，随辨证之不同，治以宣散风邪、凉血祛风、

养血祛风、平肝息风、祛风化湿等法，常选荆芥、

防风、白芷、细辛、浮萍、麻黄、羌活、天麻、

钩藤、菊花等药。

5 病案举例

例 1. 患者，女，12岁，主因“脱发 1年，近

日明显增多”于 2020年 12月 5日初诊。刻下症见：

头皮瘙痒，头皮屑多，头发呈油腻状，毛发稀疏，

容易脱落，LudwigⅠ级。月经初潮 11岁，规律，

纳可，眠可，口干，口唇色红干裂。舌红，苔黄

腻，脉滑数。西医诊断：SA；中医诊断：发蛀脱

发，湿热熏蒸证；治宜清热除湿、祛风凉血，方

药组成：茵陈15 g，连翘15 g，荷叶10 g，虎杖10 g，
焦山楂 10 g，川芎 6 g，白芷 10 g，羌活 6 g，黄芩

10 g，生地黄 20 g，黄蜀葵花 10 g，生侧柏叶 10 g，
桑白皮 15 g，生栀子 10 g。14剂，水煎，1剂/d，
早晚分服。

2020年 12月 19日二诊：患者头皮瘙痒减轻、

头皮屑减少，头发油腻好转，脱发处可见稀疏细

软毛发长出，头发脱落减少，纳眠可。舌边尖红，

苔白，脉滑。治宜清热除湿、祛风凉血、补益肝

肾，前方去焦山楂，加桑椹 15 g、黑芝麻 15 g、墨

旱莲15 g。14剂，煎服法同前。

2021年 1月 3日三诊：诸症好转，脱发处可见

细软毛发，纳可，眠安。舌红，苔白，脉滑。患

者病情明显改善，效不更方，守方续服 14剂。2个
月后随访，患者头发油腻、头皮瘙痒及脱屑基本

缓解，脱发处见新生毛发，拉发试验阴性，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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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满意。

按：本案患者年幼，阳热之体，且脾胃功能

尚弱，加之平素喜食肥甘，复又损伤脾胃，脾运

不健，水湿停滞，郁久化热，湿热熏蒸，上泛巅

顶，则见头皮油腻、瘙痒鳞屑，发根腐而脱落，

结合舌红、苔黄腻、脉滑数之典型舌脉表现，四

诊合参，辨证属发蛀脱发之湿热熏蒸证，治宜清

热除湿、祛风凉血以治其标。此外，小儿多“肾

精未充”，而肾藏精，为生长发育之本、精血互化

之源，故亦应重视补益肝肾以培其本。二诊患者

头发油腻及脂屑减，苔黄腻减，新发渐生，此时

标病得控，去前方焦山楂，加桑椹、黑芝麻、墨

旱莲补益肝肾，生发乌发，以培其本。三诊时疗

效满意，效不更方，继予清热除湿、祛风凉血、

补益肝肾之法施治。

例 2. 患者，女，45岁，主因“脱发 20余年”

于 2020年 12月 19日初诊。患者 20年前曾因白血

病骨髓移植，化疗阶段脱发，后头发长出，但毛

发细软。10年前劳累后再次出现脱发，不断加重。

刻下症：头发稀疏，后枕部有一掌心大小完全脱

发，脱发处头皮光亮，无头皮瘙痒，皮屑不多，

精神可，纳可，眠欠安，大便干，2～3天一行。

舌淡胖，苔白，脉沉。西医诊断：SA；中医诊断：

发蛀脱发，肝肾不足证；治宜滋补肝肾、养血祛

风、填精益髓，方药组成：熟地黄10 g，当归10 g，
白芍 10 g，川芎 6 g，女贞子 15 g，墨旱莲 15 g，菟

丝子 10 g，枸杞子 10 g，桑椹 10 g，杜仲 10 g，肉

苁蓉 15 g，鸡血藤 15 g，首乌藤 10 g，浮萍 10 g，
羌活 9 g，木瓜 10 g。21剂，水煎，1剂/d，早晚

分服。

2021年 1月 9日二诊：服前方后，患者脱发量

较前减少，眠安，大便干，2日一行，余症同前。

舌淡暗，苔白干，脉沉。治宜滋补肝肾、养血祛

风、填精益髓，前方去首乌藤、生杜仲、木瓜、

浮萍，加何首乌 6 g、桃仁 10 g、生白术 20 g、红

曲6 g。14剂，煎服法同前。

2021年 1月 23日三诊：患者脱发明显减少，

脱发处可见新生细软毛发，大便干稍缓。舌淡暗，

舌体胖，苔白，脉细。前方去墨旱莲、女贞子，

加黄精 15 g、茯苓 15 g、黑芝麻 15 g，鸡血藤加至

30 g，肉苁蓉加至 30 g，桑椹加至 15 g。14剂，煎

服法同前。患者后续服药 3月余，脱发处毛发基本

长出，毛发细软较前改善，疗效满意。

按：本案患者为中年女性，“年四十，而阴气

自半也”，肾气衰惫，肾精亏虚，水不涵木，肝血

不足，精血衰微，且大病后，正气不足，气血亏

虚，毛发失于濡养发为本病，结合舌脉，辨证属

肝肾不足型发蛀脱发，治宜补益肝肾、填精补血、

培元固本。临床上 SA多属虚实夹杂证，治疗兼顾

祛风透邪。二诊时患者自觉脱发减少，夜寐转安，

一诊方去首乌藤、生杜仲，更用何首乌补益肝肾、

生发乌发；患者舌淡暗属气虚血瘀，加桃仁活血

化瘀；无头皮瘙痒，去木瓜、浮萍之散；大便干

结欠畅仍存，加生白术、红曲补脾助运。三诊时

患者脱发明显减少，可见新生细软毛发，大便干

稍缓，舌淡暗，舌体胖，苔白，脉细。去二诊方

中墨旱莲、女贞子防滋腻碍脾，将鸡血藤、肉苁

蓉、桑椹加量以平补肝肾、滋阴养血，加黑芝麻

补肾乌发，加黄精、茯苓补脾益气，使气血生化

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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