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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勤老师系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副所长，

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文化宣

传教育基地负责人。姚老师师从著名中医学家刘炳凡老先生，

近 40 年来一直从事中医理论与临床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

中医临床经验。姚老师临证善于从脾胃入手治疗各种疑难杂

症，笔者有幸侍诊左右，受益匪浅，现简单介绍姚老师治疗脱

发的临证经验。
1 病因病机

姚老师认为脱发病因繁多，不外乎虚、湿、滞三端：虚则

主要以脾虚运化不足而致气血亏虚；湿则为水液运化不及而致

痰湿内聚；滞则乃气机不畅而致气滞络阻；故提出治疗脱发以

健脾补虚生新、化湿祛痰消浊、行气祛瘀通络为主的治疗原

则，验之临床，疗效颇佳。
1.1 虚 《脾胃论·脾胃胜衰论》云：“夫胃病其脉缓，脾病

其脉迟……此阳气衰落，不能生发……或皮毛枯槁，发脱落。”
姚老师认为，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毛发的生

长和营养必须由脾运化的水谷精微来提供，若脾虚运化不足，

则气血生化乏源，毛发缺乏营养而干枯、脱落；同时元气又赖

脾胃之气充养，若脾胃之气不足，不利于激发毛发的生长。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五

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

更……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1]，表明头发的生长润

泽源自于脾肾，而脾虚阳明脉衰，发干脱落，表现在前，随着

脾虚及肾，脾肾两虚，则出现更严重的脱发，甚至秃顶。虽肾

为先天之本，肾藏精，肾精可化生血液，滋养毛发，但脾为后

天之本，可以通过调补后天来培补先天之不足。
1.2 湿 脾为生痰之源，喜燥恶湿，脾在五行中属土，而脾

的阳气易衰，阴气易盛，若脾运化水液的功能减弱，土虚则水

侮，可造成水湿上犯、侵蚀发根，从而阻碍头发的营养吸收而

引起脱发。《素问·五藏生成篇》云：“肾之合骨也，其荣发

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提出脱发

与嗜食肥甘厚味之品密切相关，姚老师认为肥甘厚腻之物易困

脾，脾困则运化失常内生痰湿，易致脱发。痰湿蕴久化热，湿

热熏蒸致毛发的生长环境不良而脱落，同时热邪又可耗血伤阴

造成头发营养不足而加重脱发。故脱发、掉发，并非完全属于

脾肾亏虚，尚有体质虽健，形满体肥却发质稀疏者，则是由于

水湿、痰湿、湿热导致脱发。
1.3 滞 姚老师认为脾为气机升降之枢纽，对津液气血具有

输布作用，五脏之精气，始归于脾运，脾气盛才能使精气正常

输布。若脾的气机升降功能失调，母病及子，会影响到肺的正

常功能，肺能将脾所输布的津液与水谷精微，布散于全身，

以达到“熏肤，充身，泽毛”的作用。若肺的道路受阻，水

谷精微不能正常输布来滋养毛发，影响毛发的润泽和生长。
若思虑伤脾，脾胃虚弱则易影响气机升降运行，日久气机不

畅，疏泄失常，可累及三焦水道而进一步加重脾虚，水湿内

停导致脱发。
脱发一证，与虚、湿、滞密切相关，但临床上并非某一因

素单独致病，常常相互兼杂、互相影响。或以虚为主，兼以湿

滞；或以湿为主，兼以虚、滞；或以滞为主，兼以虚、湿；但

总离不开脾，故治疗上以脾为中心，健脾补虚、化湿祛痰、行

气祛瘀通络为基本治疗原则。
2 方药组成

常用处方：党参 15 g，苍术、法半夏、陈皮、厚朴、丹

参、黄精、菟丝子各 10 g，当归 12 g，砂仁、炙甘草各 5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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茯苓 30 g。药渣熬水泡脚，健脾祛湿、活血通络，并在此基

础上辨证加减，如肝肾阴虚、精血不足，而湿邪不甚者可酌加

制首乌、旱莲草、白芍等；兼肝气郁滞的加柴胡、郁金、百

合、合欢花等；兼焦虑失眠的患者加茯神、夜交藤、炒枣仁

等。观其组方用药，用健脾益气、补土生金之代表方六君子汤

加减，一可通过健脾来行气化湿，二可通过健脾而补气血。方

中党参，具有补气血、养阴和胃、平肝之效；苍术，能彻上彻

下，燥湿而化痰饮，芳香辟秽，胜四时不正之气；厚朴，燥湿

除满，助苍术加强健脾燥湿之力；厚朴、陈皮二药气味芳香，

能辅助苍术醒脾调中，固护胃气。方中丹参，功同四物，既能

活血而不伤正，又能清血中之火，安神定志；黄精，味甘性

平，具有健脾益肾、补气养阴、润肺之效；菟丝子补肾填精，

守而不走，温而不燥，滋而不腻；气轻质润之当归，能走能

守，养血活血；少量芳香气浓之砂仁，既能化湿醒脾，又善行

脾胃气滞，能防滋补药碍脾胃；甘平而润之炙甘草，补脾益

气，能增强健脾之效，又能调和诸药。脱发日久的患者或多或

少都有一些肝郁，如不及时疏肝，恐子病及母，加重脾虚，故

方中可酌情加用疏肝理气之品。
3 病案举例

例 1：程某，女，45 岁，2014 年 9 月 23 日初诊。脱发 1
月，整个头部只见稀疏几根头发。2014 年 5 月初因感冒发烧

不退，曾去湘雅医学院附属医院门诊进行检查，治疗后烧退，

但出现全身水肿，贫血严重，病因不明，初步诊断为血液系统

相关疾病，医院已下病危。后就诊于湖南省中药研究院附属医

院，间断服用中药，水肿明显消退，但脱发严重，伴有全身瘙

痒，胃脘不适。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处方：党参、丹参、
赤芍、法半夏、刺蒺藜、厚朴、炒栀子、白术各 10 g，陈皮

12 g，生黄芪 30 g，茯苓、制首乌各 15 g，五味子、砂仁、
炙甘草各 5 g。服用 14 剂。服药 1 周余，头发已不再脱落，

患者自诉下肢瘙痒，观其无异常。舌淡红、苔薄白，脉细。处

方：生黄芪 25 g，茯苓 30 g，党参 15 g，丹参、防风、法半

夏、厚朴、炒栀子、川芎、当归、杜仲、牛膝各 10 g，陈皮

12 g，五味子、砂仁、炙甘草各 5 g。服用 14 剂。坚持服药 1
月余，头发已陆续长出。

按：本例患者以脱发为主症，平素易感冒，此次脱发主因

脏腑功能严重失调导致病后体虚水肿，贫血。姚老师认为患者

水肿数月，水湿上犯发根，侵袭发根，引起脱发，其病后脾不

能正常化生气血，加重贫血，故以健脾行气化湿、养血活血为

主。方用六君子汤加减以健脾益气消肿，益气养血。味甘性平

之党参，甘温补中健脾胃，益气生血。甘温之北黄芪，补益中

土，温养脾胃，同时又可健脾益气利水。党参偏于养阴补中，

北黄芪偏于补阳实表，两者合用，一阴一阳，共奏益气健脾补

中利水之功。丹参补血活血，善走血分之赤芍，活血通经，散

瘀消肿，行气止痛。苦寒清降之炒栀子，轻清上行，外解肌肤

之热，内清心肺三焦之火，以防病久化热，又可调和药性。味

酸性温之五味子，酸涩收敛，酸甘化阴，性温而润，下纳肾

气，防止辛散太猛，散中寓收，既不留邪，又滋养肾阴。甘淡

而平之茯苓，既可祛邪，又可扶正，补而不腻，利而不猛，与

黄芪相须而用，既补又行，补而不壅，行不伤脾，加强其健脾

益气，利水消肿之效。苦甘而涩、温而不燥之制首乌，大补精

血，主补主守主静；苦泄性平之刺蒺藜，辛散疏风，主泄主走

主动，解风疹瘙痒，两味合用，相互制约，共奏补肾益精，熄

风止痒之效。砂仁化湿行气、和胃醒脾，又防止诸药阻碍脾

胃，与厚朴、陈皮配伍，以缓解胸脘胀满、腹胀之症，炙甘草

补脾益气、调和诸药。
例 2：周某，女，35 岁，2015 年 11 月初诊。脱发半年，

头顶脱发范围约 2 cm×2 cm，后侧头发稀疏，有脂斑溢出，

近半年逐渐出现脱发，面色少华并伴心悸、耳鸣。饭后胃脘不

适，易打嗝，纳可，小便次数多，大便正常，寐不安，入睡困

难。曾多处求医诊治未见好转。舌淡红、边有齿印，苔黄腻，

脉细数，重按无力。处方：党参、苍术、丹参、法半夏、陈

皮、厚朴、炒栀子、杜仲、牛膝、香附各 10 g，茯苓 30 g，

当归、太子参、菟丝子各 15 g，砂仁、炙甘草各 5 g。服用 7
剂。1 周后复诊，服药后脱发明显减少，睡眠、心悸好转，平

素家务后易乏力酸胀，上方加用生黄芪 30 g，粉葛根 30 g，

继续服用 14 剂。患者 2 周后复诊，睡眠已明显好转，脱落处

头发已有长出，发质细软色黄，头部脂溢减少，其他症状改

善。舌淡红、苔薄白，脉弦细数。因患者自诉经期将至，经前

月经乳房胀痛不适，月经量少，上方去炒栀子加郁金、丝瓜络

各 10 g，益母草 15 g，继续服用 14 剂。2 周后患者复诊，上

方坚持服药 1 月余，现头发稠密乌亮，已无脱发。
按：本例患者以脱发为主症，发质油腻，可见明显的油脂

分泌，舌苔黄腻、边有齿印，容易乏力。姚老师认为此脱发属

于脾虚浊盛，有化热表现，重在健脾化浊。女子以血为本，而

血之生化在脾胃，故用健脾益气、补土生金之代表方六君子汤

加减，通过健脾来行气化浊、补气血。味甘性平之党参，甘温

补中健脾胃，益气生血；太子参补气养阴；丹参养血活血化

瘀，又能清热安神；厚朴、陈皮助苍术燥湿化痰；苦寒清降之

炒栀子轻清上行，外解肌肤之热，内清心肺三焦之火以养心安

神，又调诸药温燥之性；《内经藏象》注：“发为血之余，精

足则血足而发盛，”故杜仲、牛膝、菟丝子补肾填精，养血安

神；甘温之当归，养血活血；味辛性平之香附，芳香走窜以疏

肝理气，通调三焦气滞，以防女子肝气郁结之用；砂仁化湿行

气、和胃醒脾，又防止诸药阻碍脾胃，与厚朴、陈皮配伍，以

缓解胸脘胀满、腹胀之症；炙甘草补脾益气，调和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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