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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历史悠久，历代中医药经典著作中都有关于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使用记载。茯苓白

术作为中药外用美容的常见药物，既遵循中医药传统理论中以脏腑调皮肤、以药色调肤色的机制，也符

合现代生物学中酪氨酸酶机制和抗氧化机制。未来，中药化妆品的研究开发应该更加注重遵循传统中医

理论机制的规律，突显中医药美容中的由脏腑调皮肤，由药色调肤色等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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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ria cocos and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external cosmetic use, and there 
are records of Poria cocos and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external cosmetic use in the classic 
wor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all generations. Poria cocos and Atractylodes macroce-
phala, as common drugs for external cosmetic us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llow the tra-
ditional theory of Chinese medicine in order to adjust the skin with the internal organs and 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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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kin color with medicinal color, and also conform to the tyrosinase mechanism and antioxi-
dant mechanism in modern biology. In the future,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
cine cosmetics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follow the la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mechanism, highlighting the traditional features of Chinese medicine beauty care such as adjust-
ing the skin by internal organs and toning skin color by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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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药外用美容的历史悠久，历代中医药著作中都有诸多中药外用美容的内容，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

发展出了一系列包括损美性疾病治疗、美容保健、美容修饰等在内的中药外用理论和技术，成效显著，

很多方法沿用至今，是我国医学美容领域宝贵的财富。其中，茯苓白术为中药外用美容的常见搭配，应

用历史悠久、适用广泛，当代诸多重要化妆品也使用频率较高[1]。在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

活水平大大提高，大众对美的追求更加急迫的背景下，研究茯苓白术外用美容，对继承发展传统中医美

容遗产，推陈出新，更好地满足人们的美容需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中医经典记载 

茯苓、白术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且都无毒，被列为上品。书中记载“茯苓，味甘，平。主胸胁

逆气，忧恚，惊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咳逆，口焦舌干，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

年。”而白术与苍术并未区分，统称术，《本草》记载“术，味苦温，主风寒湿痹、死肌、痉疸，止汗

除热，消食，化煎饵。久服轻身、延年不饥。”《神农本草经》对白术茯苓的记载虽只是内服，但将白

术茯苓都列入上品，久服茯苓可不饥延年，术主治死肌、久服轻身延年等记述却为后世医家对两药的外

用美容使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明确将茯苓白术使用在外用美容领域的是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葛洪常用的美容方法中，外治法

占比较大，如贴敷法、洗手面法、沐发法、涂发法、点孔法、熏香法、梳发法等。其驻颜美容方共收入

55 首，其中润肤祛皱方 9 首，美白祛斑方 25 首，治面庋千疱方 9 首，治酒渣鼻方 2 首，疗面上恶疮方 3
首，灭瘢痕方 2 首，去黑子方 5 首。《肘后备急方》美容篇章中 148 种药物中茯苓的使用频次为 5 次，

白术的使用频次为 4 次[2]。 
而在随后唐代的《备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茯苓白术的在外用美容方面则扮演了更为重

要的角色。如在《备急千金要方》的“面药”一章所载的 87 首外用“面药”中 163 味药物中，出现频次

大于等于 10 次的药物有 15 种，其中就包括了茯苓 17 次、白术 13 次[3]。而在唐代的另一部经典著作《外

台秘要方》中，记载的大量美容方中，茯苓白术也是其中使用频率排名前 20 的药物[4]。说明唐代已经将

茯苓、白术广泛外用于美容药品中。 
宋代第一部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中美颜方剂集中载录在卷第四十“治面鼾贈诸方”“治面皰诸

方”“治面奸皰诸方”“治酒皱诸方”“治粉刺诸方”“治黑痣诸方”“灭瘢痕诸方”“令面光泽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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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方”“面脂诸方”“澡豆诸方”，另外还有卷第十四“治伤寒发豌豆疮灭瘢痕诸方”，除去有相兼作

用的方剂共 148 首，共载药 191 味，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药物有白附子 37 次、白芷 37 次、白茯苓 21 次

等[5]。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集古代本草学之大成，其中用于美容的药物上百味，种类

繁多，用途广泛，其中就有对白术、茯苓使用的记载。“面上雀卵”即面部雀斑，书中记载有“‘白茯

苓末’，蜜和，夜夜敷之，二七日愈。‘米醋’苦酒渍术，常常拭之”。白茯苓为末，合蜜和，敷面上

疗面疮及产妇黑疱如雀卵。用白术蘸酒(或醋)如研墨之状，均匀涂于脸上，可治雀斑[6]。而在专门为妇

女美饰而写的方书《香奁润色》中，涉及美发美肤、洁面驻颜等内容就更加丰富，其中涂面方、八白散、

洗面妙方、洗面祛瘢痕方、治面上黑斑点方、夜容膏中都有将白术、茯苓外用治疗面部疾病的记载[7]。 

3. 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中医理论机制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外治之药，亦内治之药。”中药外用美容也遵循中医内治理论，以中医

整体观念为指导原则，以辨证论治为施治思想，以中医的诊疗技术为基本方法，对人体形神美进行维护、

修复、改善与塑造。 

3.1. 以脏腑调皮肤机制 

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的统一整体，皮肤和五脏紧密相关。脏腑功能的偏盛偏衰直接影响到人的面部

气色，如肝气郁结，气机不畅，则面部会出现黄褐斑、黧黑斑等。因此，皮肤疾病不仅仅是外在肌肤问

题，而是内脏病理改变的反映。“有诸内，必形于外”，内在脏腑的病变必然在皮肤、形体、官窍上有

所反应。如肺在体合皮，在华其毛。肺气宣发可以输精于皮毛，滋养肌肤，使之红润有光泽。若肺气亏

虚则卫表不固，毛发失精气而无华。中药通过调节肺气的宣发肃降来滋润皮肤腠理，滋养毛发，使皮肤

光泽、秀发润泽。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运化水谷传递水谷精微于身体各处，脾胃正常则

全身营养得以补充，皮肤自然红润有光。传统中药外用美容方就是根据皮肤生理特点和美容药物作用机

理采用调整脏腑经络气血和外治皮肤病的手法，从而达到内外共治之目的。例如隋代巢元方在《诸病源

候论》中指出面生黑斑是肺卫皮肤受风邪所致，故历代祛斑、增白的药方中多加配白芷、防风等中药。

白术甘、苦，温。归脾、胃经，补气健脾，燥湿利水；茯苓，甘、淡，平。归心、肺、脾、肾经，利水

渗湿，健脾，宁心安神。中医学认为脾虚不能化生精微、水湿上泛，与风寒之邪相搏；或因气机郁滞，

郁久化瘀，致能动之气血亏虚，肌肤失养，使颜面气血失和而为色素沉着。二药都共入脾经，补气健脾，

利水渗湿，脾气得健则能运化湿邪，则能升发清阳，既保证皮肤得到濡养，有保证皮肤不受湿邪阻滞。 

3.2. 以药色调肤色机制 

祖国医学对于色彩与人体保健关系的认识及应用渊远流长。《黄帝内经》把不同的颜色与脏腑功能

联系起来，认为五色入五脏，即“白色入肺”，“赤色入心”，“青色入肝”，“黄色入脾”，“黑色

入肾”。“以色治色法”，是根据中医取类比象、消长转化的理论运用白色药物治疗黑色素沉着类皮肤

病和用黑色药物治疗色素减退类皮肤病。又根据中医五色归五脏的藏象理论，白色属肺，肺属金，黑色

属肾，肾属水，肺为肾之母，根据“子病母治”的理论，即可用白色药物治疗黑色素沉着[8]。白术、白

茯苓、亦可通过此理论治疗面色晦暗，美白润肤。根据阴阳五行学说用药中医五行学说认为，白色属金，

黑色属水，金能生水，而白能生黑，根据“虚则补其母”的理论，对于肾水不足，难于上滋于面的黧黑

斑、鼾贈，在采用滋补肾阴的同时，配合使用白色药物，如白茯苓、白及、白僵蚕、白芷、白附子、山

药等，以达到“白而生黑”，间接达到补肾水之目的。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3062


任杨慧 等 
 

 

DOI: 10.12677/tcm.2024.133062 400 中医学 
 

4. 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现代药理机制 

4.1. 酪氨酸酶机制 

酪氨酸酶是一种多酚氧化酶，在黑色素形成过程中分别参与催化一元酚羟基化生成邻二羟基化合物

和氧化邻苯二酚生成邻苯二醌这两类不同的反应，是黑色素生成的关键酶，其活性强弱决定了黑色素数

量的多少[9]。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许多美白、祛斑产品都是以抑制酪氨酸酶达到美白作用[10]。因此，对

酪氨酸酶抑制作用的强弱是评价增白效果的主要指标，酪氨酸酶活性抑制试验是利用从蘑菇中提取到的

酪氨酸酶，以-酪氨酸或 L-多巴为底物，在体系中加入待测物、对照品和酪氨酸酶等成分进行反应，并测

量其吸光值，计算得到酪氨酸酶抑制率，从而表征待测物对酪氨酸酶活性的抑制[11]。研究表明茯苓的无

水乙醇提取液和水提取液对酪氨酸酶的抑制率都在 80%以上，其中茯苓醇提液比 Vc 的酪氨酸酶抑制作

用更好[12]，而也有研究表明白术的水提取物对酪氨酸酶的抑制率可达到 65.16% [13]。 

4.2. 抗氧化机制 

导致人体衰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自由基的氧化作用[14]。研究发现，茯苓中多糖能清除超氧阴离子自

由基、羟自由基和 1,1-二苯基-2-三硝基苯肼自由基，说明茯苓多糖具有抗氧化作用[15]，通过甲醇提取的

茯苓皮中粗三萜化合物也具有抗氧化作用，其可以有效清除超氧阴离子自由基、羟自由基和过氧化氢[16]。
茯苓酸是一种天然存在于茯苓、灵芝等中草药中的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能够增加自噬相关蛋白的表达，

诱导与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 信号转导相关的自噬，从而延缓细胞衰老[17]。此外研究表明白术不同极性的

萃取物均有抗氧化活性，其中乙酸乙酯相的抗氧化活性最好[18]。 

5. 结论 

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历史悠久，自《神农本草经》对茯苓白术的“延年”记载开始，历代中医药著

作中都有诸多对茯苓白术外用美容的使用记载。茯苓白术为中药外用美容的常见药物，其既遵循中医药

传统理论，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指导原则，以辨证论治为施治思想，以中医的诊疗技术为基本方法，对人

体形神美进行维护、修复、改善与塑造的目的，也符合现代生物学中美容护肤依据的酪氨酸酶机制和抗

氧化机制。 
目前现代中药外用美容的开发大多以提取某些中草药功效成分，并添加在化妆品或其他产品中直接

使用，主要考虑的是该中药含有的化学成分对皮肤产生的化学反应，并没有考虑该中药的性味、归经、

功效。脱离中医理论指导仅考虑中药的化学成分，虽然很容易阐明该中药应用于皮肤的药理效应，保证

了中药开发使用的安全性，有效性，但长远来看，并没有符合传统中医理论机制，忽视了中药作用于脏

腑的作用，丧失了中医药特色。未来，中药化妆品的研究开发应该更加注重遵循传统中医理论机制的规

律，突显中医药美容中的由脏腑调皮肤，由药色调肤色等传统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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