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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内经》有“肥人多湿，胖人多痰”之说，外感湿
邪或内生湿邪停于体内日久会生痰，湿邪为患轻则起水疮，重则
浸渍成片。《中医基础理论》有言湿为阴邪易袭阴位。但湿邪亦可
上行，若湿邪日久郁而化热，湿热互结，熏蒸头面会出现面部痤
疮，脓包，亦会出现头皮和头发油腻，顽固性痤疮多由湿邪久稽
伤及脾胃阳气，机体驱邪外出的能力减弱，因此健脾除湿是治疗
顽固性痤疮的重要方法。因湿邪重浊粘滞，湿邪为秽浊有形体之
邪，郁而化热，湿热熏蒸于头面部，日久会导致头面部脉络不同，
头面肤色晦暗，缺少光泽。《中医基础理论》言，水液代谢与肺、
脾、肾三脏功能障碍有关，与脾脏关系最为密切，水湿内停会阻
遏气机，气机郁滞日久会化热，甚则化火，火热之邪会进一步影
响气机，加重水液代谢障碍，形成恶性循环。陈皮属性温和，但
是味道辛辣，服用后可以对产生良好的健脾胃效果，还具备良好
的祛湿化痰功效，《本草纲目》中提到，茯苓这种药物不具备明显
的寒热特征，味道甘淡，服用后有着开胃、利尿和美容的作用。此
外它还具有利水渗湿、益气健脾、抗衰老作用，陈皮茯苓相配伍
具有气行则水行的效果。此外，白扁豆、木瓜、薏苡仁、冬瓜也
有利水渗湿作用，《日华子本草》指出冬瓜子“去皮肤风剥黑皯，
润肌肤作用”。结论：陈皮、茯苓类代茶饮对美容养颜有显著作用。

1　中医对湿邪的认识
1.1湿邪的性质以及致病特点
湿邪致病的特点之一：湿为阴邪易损伤阳气，阻遏气机。

湿为重浊有质之邪，与水同类，故其属阴。阴邪袭人机体阳气与
之抗争，故易伤阳气。湿性重浊：“重”即湿邪侵犯人体会出现全
身或者身体局部部位的沉重感。“浊”即浊秽不清，指湿邪致病，
容易导致分泌物和排泄物的秽浊不清的现象。湿性粘滞：湿邪致
病，一方面排泄物及分泌物多滞涩不畅，另一方面湿性粘滞，容
易阻遏气机，气不行则湿不化，故起病缓慢，病程较长，反复发
作或缠绵难愈。湿性趋下，易袭阴位：湿为重浊有质之邪，类水
属阴而有趋下之势，人体下部亦属阴，同类相求，故湿邪为病多
易伤及人体下部。

1.2 湿邪致病原因、机制
湿邪分为外湿和内湿。外湿发病是由于六淫中之湿邪直接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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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由表入里而发病。外湿伤人很少单独致病，多与其他邪气
比如风、寒夹杂，也与体制因素有关，素体阳虚之人多易寒化，胃
热素盛之人多容易热化。从中医角度来分析，引发内湿这种疾病
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透过《素问·经脉别论》可以了解到，食物
在进入到胃部后，经过胃部消化转化为我们人体运转所需的津液，
这些津液被五脏六腑所吸收，并在三焦的作用下完成水液代谢的
整个过程。五经并行”所说，人体在正常生理状况下的水谷代谢
依靠脾胃运化，脾为胃行其津液，得以营养全身，但还要借助肺
之调节，肾之温煦，三焦之气化，分别化为气血津液而各归其所，
或变为汗，或变为溺，或化为浊物排出体外。所以说，我们人体
器官中，肺、肾、脾、膀胱、三焦这些器官主要承担着调节人体
水液平衡的任务，而在这几个器官中，肾、脾和肺部器官则发挥
着决定作用。若脾、肺、肾三脏健旺无病，水饮、津液得以输布，
不留不聚就无“湿”可言。可是依《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湿肿
满，皆属于脾”所述，我们人体出现内湿症状，和肾、脾和肺部
器官有着密切所用，而在这三个器官中，脾则是重中之重，主要
是因为脾的作用就是促进食物的消化，而脾喜燥厌湿。

 所谓运化及气化，皆为物质到能量的转化，都需充盛的阳
气为后盾，湿既成邪，无论外侵或内生，病理多为机体阳气被遏，
运阻水停，终至湿聚积渐产生纷繁复杂的临床症候。

1.3湿邪致病临床表现
1.3.1外湿
外湿之邪中人，多有毛窍侵入体表，进而伤人皮肉筋脉或

流注关节，因此常呈现头蒙如裹，身重酸楚，皮肤麻木或筋骨关
节肿痛，下肢沉重等症状。?湿淫肌肤则生湿疹疖疮，或兼风、兼
寒、兼热，或湿从寒化或热化，表现皆不同。若湿邪重着入里则
阻遏气机常见中满食减，口淡乏味，舌苔多湿腻，脉现濡缓。

1.3.2内湿
内湿多由阳气被遏或不足，脾失健运，水液不能运化输布

所致。临床上内湿表现为多种形式，其中体内积湿的患者表现
为消化不良、积食的症状，还会有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的症状；
湿积留滞肠间、寒湿内盛则表现为腹泻或是排便不通畅有黏腻
感，并且患者的舌苔发白且非常厚重；水湿上凌心肺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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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患者呼吸困难，心脏跳动非常快或是非常重，并伴有短促的
症状；肾寒水冷主要是因为湿邪侵入人体，阻遏气机的运行，导
致三焦无法完成气化；水湿四溢：面目肢体水肿，头晕身重，尿
少或无尿，舌苔后腻并多见于根部，脉弦滑两尺尤甚；水停成湿，
湿聚为饮，饮凝成痰：如《金匮要略·咳嗽痰饮病脉证治第十二》
所指“问曰∶四饮何以为异？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
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后水流在胁下，咳吐引痛，谓之悬饮；饮
水流行，归于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
逆倚息，气短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湿从热化，湿热内
蕴：黄疸、赤痢、淋浊、口舌生疮、妇女带下等。判断湿邪致病，
舌象尤为关键，其舌体多肿胀，苔必厚腻，此乃湿浊中阻之故。若
寒湿伤阳则舌质暗淡；寒湿困脾则暗胀；湿流周身主要表现为患
者舌体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舌质比较暗淡；湿积化热主
要是因为患者消化不良而蕴生湿热，可以发现患者舌尖边缘发红，
且舌苔呈现出微黄的颜色。湿邪为病，其主要脉象常为弦滑或濡
缓。里寒湿重者，脉沉滑不起或弦紧迟；阳气虚者，脉细滑少弦；
湿从热化者多兼弦数。

2　去除湿邪与美容养颜之间的关系
2.1湿邪与痤疮之间的关系
古代医家对痤疮的描述首见于《诸病源候论.面疮喉》。

《中医基础理论》中提到，湿气属性为阴，所以很容易侵袭人体
阴位。但湿邪亦可上行，若湿邪日久郁而化热，湿热互结，熏
蒸头面会出现面部痤疮、脓包。痤疮的病因主要是肺经郁热，复
受风邪，湿热互结，上蒸颜面，脾气不足，运化失常，湿浊内
停，郁久化热，热灼津液，炼液成痰，湿热瘀痰凝滞肌肤而发
[ 1 ] 。李东垣在其《脾胃论》中有言：“如果人的脾胃不健
康，就会引发各种疾病，很多疾病的病因都是因为脾胃不健康
而导致的”。只是由于脾胃为人体后天之本，具有将饮食水谷转
化为精微物质的作用，并能将精微物质输送到全身各个组织器
官。《素问.玉机真藏论》所说：脾在我们人体的中间部位，周
围其他器官都需要依靠脾这一个器官来滋养，如果我们的脾胃
不健康，就会影响运化功能，导致人体血气不足，无法维持机
体健康运转，难以抵御病毒入侵，很容易患病。《素问.生气通
天论》中云：“高粱之变，另生大丁”。若饮食不节，以致脾的
运化、升清功能失职，水谷、水液不运，水湿潴留，从而决定
其为生湿生痰之源，若脾胃功能失调而气血运化失常，导致体
内水湿内聚，久而化热，湿热循经上行，侵袭头面，导致气血
凝滞于皮肉之中，发生痤疮[ 2 ]。《外科正宗》有言：“盖疮
全赖脾土，调理必要端详”。 顽固性痤疮多由湿邪久稽伤及脾胃
阳气，机体驱邪外出的能力减弱，湿阻络瘀是面部顽固性痤疮
最终形成的核心病机。因此健脾除湿是治疗顽固性痤疮的重要
方法。同样，在痤疮的整个治疗过程中必须要注意调理脾胃，调
理中焦重在健脾化湿[3]。

2.2湿邪与头发油腻之间的关系
头发油腻中医认为是湿邪上犯或湿热熏蒸。从中医角度来

看，头发油腻主要是因为患者脾胃不好，由于脾主要承担着运
化水湿的作用，但如果脾不健康就会导致水湿凝聚，湿气会在
面部、头部表现出来，在头皮则表现为头发油腻。同时，如
果患者肾虚，也会影响水湿气化，同样会导致水湿凝聚，进而
引发头发油腻。但如果脾肾两个器官同时虚弱，那么运化水湿
更为困难，也会表现出头发油腻的症状。

2.3湿邪与头面部肤色晦暗之间的关系
因湿邪重浊粘滞，湿邪为秽浊有形之邪，湿邪日久，郁而

化热，湿热熏蒸于头面部，导致头面部脉络不通，出现淤血，
清代王清任提出：“久病入络为瘀”，瘀血日久会头面肤色变
晦暗，缺少光泽。

3　代茶饮
3.1何为代茶饮
中药代茶饮即药茶，又称茶剂。指用中草药与茶叶配伍或

者以中草药（单味或复方）根据需要加工成粗末或细末，采用沸
水冲泡或者加水煎煮取汁，不拘泥于时间随意饮用。组成药茶的
成分主要是一些芳香性质的植物药，以及一些经冲服或煎煮有效
成分易于溶出的轻灵药物，比如一些花、叶、质轻的根茎、果实
的鲜品及干品均为茶药重要组成部分，是防病治病与养生保健的
一种重要制剂。

3.2 茯苓、陈皮代茶饮
陈皮属于温性药物，味道辛辣服用后可以对产生良好的健脾

胃效果，还具备良好的祛湿化痰功效。现代研究发现陈皮化学成
分中含有挥发油及橙皮苷等黄酮类化合物，具有抗菌、抗炎、美
白、抗癌、防止骨质疏松。明代李时珍云:“同补药则补，同泻药
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签，
故橘皮为二经气分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先研究表明陈
皮具有抗衰老，美容养颜治疥疮功效。《本草纲目》记载“茯苓性
平味甘淡，入心、脾、肾经，其性上行，生津液，开腠理，滋水
源而下降，利小便”。茯苓能降低单纯性肥胖模型大鼠的体重茯苓
属担子菌纲真菌，是我国药食两用菌，具有利水渗湿、宁心安神、
美颜美容、轻身延年作用。茯苓的中医研究理论,主要化学成分,
在抗衰老和增强免疫力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主要成分茯苓多糖在
诸多疾病中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其对ANIT大鼠黄疸模型具有显著
疗效，具有利湿退黄的效果。化学修饰的茯苓多糖对小鼠Sarcoma
180肿瘤细胞有诱导凋亡的作用。茯苓对小鼠体细胞遗传物质无致
突变毒性,对CdSO4诱发的体细胞遗传物质损伤具有明显的拮抗作
用,是良好的抗诱变剂。《神农本草经》中提到长期服用茯苓，可
以起到良好的安神、延年益寿作用。同时服用陈皮和茯苓，可以
起到良好的健脾、祛湿、化痰的效果。此外，白扁豆、木瓜、薏
苡仁、冬瓜也有利水渗湿作用。《本草纲目》：“薏苡仁，阳明药也，
能健脾益胃”，《日华子本草》指出冬瓜子“去皮肤风剥黑皯，润
肌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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