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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水清肝饮出自《医宗已任编》，由生地黄、女贞子、旱

莲草、知母、黄柏、香附、陈皮、柴胡、金银花、白花蛇舌

草、薏苡仁、茯苓、甘草等组成，临床主治阴虚肝郁，胁肋胀

痛，胃脘疼痛，咽干口燥，舌红少苔，脉虚弦或细软等症[1]。
近年研究表明，滋水清肝饮治疗女性青春期后痤疮疗效较为显

著，但对于滋水清肝饮治疗女性青春期后痤疮的机理研究较

少。本研究通过观察滋水清肝饮方剂对金黄地鼠皮脂腺组织结

构的影响，进一步探讨其疗效机理。现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动物 金黄地鼠 40 只，雄性，体重(100±20)g，购

自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技术有限公司。清洁级动物。
1.2 药品和试剂 滋水清肝饮由生地黄、女贞子、旱莲草、
知母、黄柏、香附、陈皮、柴胡、金银花、白花蛇舌草、薏苡仁、
茯苓、甘草等中药加 8 倍量的水，常规煎煮，分别提取 2 次，

每次 1 h，过滤，常压浓缩至含生药为 1 g/mL 和 2 g/mL 两种

浓度，4℃冰箱保存备用。成人标准用药量为 60.5 g 生药 /kg，

根据人体与动物体表面积的许文生公式及 Meeh-Rubner 公式

计算，每 100 g 小鼠的生药用量为 1.2 g 生药左右。
1.3 主要仪器 显微镜(日本 OLYMPUSBX51)、德国产 Leica

TP 1020 半自动脱水机、日本 SCA-5600 全自动封片剂、日

本 CYTO-TEK 全自动细胞离心涂片机、日本 CRM-440 推拉

式切片机、日本 RS-52C 标本伸展烤片器、日本 PS-M 标本

伸展水槽。DS-671 型电子秤(上海寺巷电子有限公司)；游标

卡尺(上海量具刀具厂)。
1.4 实验方法
1.4.1 造模方法 将实验用金黄地鼠 40 只，置于 12 h 光照

及 12 h 黑夜并保持 20℃恒温的人工环境中喂标准饲料，2 周

后用于实验。
1.4.2 分组与给药 进入实验后各组鼠均单笼放置，实验开

始时先用电动剃须刀剃尽背部毛，暴露背部双侧皮脂腺斑并于

实验过程中随时将鼠毛剃尽。将实验金黄地鼠随机分为 4 组，

各 10 只。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灌胃滋水清肝饮 2 g/mL；

滋水清肝饮低剂量组：灌胃滋水清肝饮 1 g/mL；泰尔丝对

照组：灌胃泰尔丝 0.075 mg/mL；蒸馏水对照组：灌 胃 蒸

馏 水 10 mg/kg。各组灌胃给药体积均为 1 mL，每天给药 2

次。
1.5 指标检测 将金黄地鼠用乙醚麻醉后，在强光照射下，

用游标卡尺测量斑块的最大横径(DT)和最大纵径(DL)，计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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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斑块实验过程中 DT、DL 的变化情况。
1.6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17.0 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将

各组检测结果进行数据统计，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

较采用方差 t 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 检验。
2 结果

各组给药前后皮脂腺斑面积的比较，见表 1。各组给药前

左、右两侧皮脂腺斑面积经方差检验，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具有可比性。给药后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泰尔丝对

照组左、右两侧皮脂腺斑大小均较给药前缩小(P＜ 0.05)；滋

水清肝饮低剂量组两侧皮脂腺斑大小较给药前缩小，但差异无

显著性意义(P > 0.05)；蒸馏水组皮脂腺斑大小较灌胃前增大，

考虑与体重增加而致体表面积增大有关。滋水清肝饮高剂量

组、泰尔丝对照组与蒸馏水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

(P＜ 0.05)；滋水清肝饮低剂量组皮脂腺斑大小较蒸馏水对照

组缩小，但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滋水清肝饮高剂量

组与泰尔丝对照组比较，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 > 0.05)；滋水

清肝饮低剂量组与泰尔丝对照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

0.05)。

表 1 各组给药前后皮脂腺斑面积的比较(x±s) mm2

与本组治疗前同侧比较，①P ＜ 0.05；与蒸馏水对照组同
侧比较，②P ＜ 0.05；与泰尔丝对照组同侧比较，③P ＜ 0.05

3 讨论

痤疮是一种常见的毛囊皮脂腺慢性炎症性皮肤疾病，属于

中医学粉刺的范畴，历代医家多认为其病机为肺胃热盛。
然而随着女性生活及职场压力过大，思虑过度等因素的影响，

女性青春期后痤疮患者逐年增多，结合多年来临床观察笔者认

为，女性青春期后痤疮的病机为肝肾阴亏，气机郁结为本，因

郁致生湿、热、痰为标。滋水清肝饮以生地黄、女贞子、旱

莲草为君，填补肾阴。知母、黄柏、香附、陈皮、柴胡为

臣，疏肝解郁，清相火。佐以金银花、白花蛇舌草、薏苡

仁、茯苓清热解毒、健脾化湿。甘草为使，调和诸药。全方

共奏滋水清肝，解毒化湿之功，切中本病病机，在临床中取

得了较好的疗效。
雄性金黄地鼠侧腹部所特有的皮脂腺斑是雄激素依赖性器

官，是公认的可作为筛选和研究药物抗雄激素及抗皮脂腺增生

活性的动物模型。且其 DT×DL 数值变化与皮脂腺斑体积的

真实大小变化呈正相关，亦与药物的作用强弱呈较好的相关

性。本实验结果显示：金黄地鼠皮脂腺斑 DT×DL 比较，滋水

清肝饮高剂量组用药前后皮脂腺斑大小比较，差异有显著性意

义(P＜0.05)。说明滋水清肝饮与泰尔丝在对金黄地鼠皮脂腺斑

大小的作用上药效相当，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与滋水清肝饮低

剂量组之间存在量效关系。给药后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与泰尔

丝对照组皮脂腺斑大小比较无显著性差异。皮脂腺组织结构改

变较明显，用药后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和泰尔丝对照组的皮脂

腺腺体层数明显减少，排列较松散，腺体明显萎缩。因此，可

以认为滋水清肝饮具有抑制皮脂腺增生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

证实，女贞子、旱莲草含有雌激素样的物质，促进雌激素的分

泌。柴胡能调节丘脑肾上腺轴，从而抑制肾上腺分泌[2]。金银

花[3]浸剂、煎剂有广谱抗菌作用，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性

链球菌多种致病菌均有抑制作用。甘草酸胺、甘草次酸钠[4]能

有效地影响皮下肉芽囊肿性炎症的渗出期及增生期，其抗炎强

度弱于或接近于可的松。柴胡皂苷[3]的抗炎强度与强的松龙相

似。考虑滋水清肝饮治疗女性青春期后的机理是调节内分泌、
抗炎、改善血液流变的综合作用[5]。该方是通过何种途径抑制

皮脂腺增生及是否影响痤疮发病机制中的其他环节，还需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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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滋水清肝饮高剂量组

滋水清肝饮低剂量组

泰尔丝对照组

蒸馏水对照组

n

10

9

10

10

剂量

(mg/kg)

10

5

0.75

10

左侧

40.29±4.28

42.25±6.32

41.98±6.54

42.57±7.82

右侧

39.23±7.22

43.25±2.44

41.05±5.55

41.22±6.88

左侧

32.23±5.46①②

35.42±4.67③

30.11±7.34①②

45.21±3.27

右侧

31.55±6.78①②

34.23±5.12③

31.28±8.21①②

42.54±5.82

给药前 给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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