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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参考古今医学文献，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教

学体会，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医养生美容基础理论、基本原则

和饮食美容、按摩美容、中药美容、方剂美容以及各种方法在

面部皮肤、口齿、眼部、头发、形体、手部美容保健中的综合

运用。

本书内容丰富，阐述简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介绍的

方法科学实用，可作为医学院校美容专业或美容培训班的教

材，也可供美容工作者和美容爱好者阅读参考。



健康美丽是全人类的共同愿望。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２１世纪的医学，不应继

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

中医养生美容源远流长，中医学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的开篇《素问·上古天真

论》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

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论述了养生延年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其次篇《素

问·四气调神大论》讲：“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

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强调了

养生、治未病的重要性。《黄帝内经》全面地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学成就，论述了人

体解剖、生理、诊断、病因、病理、经络、针灸等内容，并为中医养生美容奠定了理论

基础。

远古先民已注重容颜之美，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其中收

录了去疣消瘢等方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也记载了一些中

药的美容作用。此后中医美容学逐渐发展，在晋唐时期经济上的繁荣使人们对美

的追求更强烈，此时期有不少的医药学著作，如《肘后备急方》《备急千金要方》《千

金翼方》《食疗本草》等，丰富和发展了中医美容学理论，并记述了应用中药面膏、面

脂、手膏、澡豆等中医美容方法。宋金元明清时期传统中医美容学不断拓展。宋代

的《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金元时期的《御药院方》，明清时期的《本草纲目》《普

济方》《医宗金鉴》等著作，进行了中医美容学理论上的深入探讨，美容药方更丰富，

美容技术水平也进一步提高。

中医养生美容方法丰富，大致可分为食物美容、中药美容、按摩美容等。

我国自古有“药食同源”的说法，原始人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了有治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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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食物，可作为食，也可作为药。同时，通过进一步的实践，将一些营养价值不

大，但治疗作用明显的食物区分出来，而成为专门治病的药。故药实来源于食。饮

食美容是以中医药学基本理论为指导，采用食物或在食物中加入药食两用的中

药，以治疗和预防损容性疾病并强身驻颜的一种中医美容保健方法。由于饮食味

美、色美、形美、天然、无毒、无不良反应、无药物偏胜之弊，易于接受又能保护胃气

等诸多优势而被广泛应用。美容饮食的配制形式多样，既有食物性和味淡、可口宜

人、兼补脾胃的特长，又能发挥美容保健和治疗作用。

按摩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疗法，《黄帝内经》就提出了经络与面容的关系。人体

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颜面、五官、皮肤、须发、爪甲是整体中的一部分，其荣枯是脏

腑经络、气血盛衰的外在表现。按摩美容的方法，属于中医外治范畴，是以中医理

论为依据，采用特定的手法，按摩某些穴位或部位，从而平衡阴阳，调理脏腑气血，

疏通经络，发挥养生美容的功效。

中药美容是以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运用中药进行美容的方法，既具有美

容保健作用，又有治疗损容性疾病的作用。由于使用方法不同，又可分为内服药和

外用药两类。内服药是经口内服具有美容作用的中药，用以调整人体的脏腑功能，

促进气血运行，达到美容保健和治疗功效；外用药是将中药根据不同需要制备成为

各种制剂，直接用于体表皮肤组织而达到美容目的。内服药和外用药经常合用，共

同发挥润肤、增白、抗皱、祛斑、乌发等作用。

继承先祖养生美容的方法，构建现代人的精神调养与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历

史意义和实用价值。为此，我们参考古今医学文献，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了

这本《中医养生美容教程》，主要供美容专业或美容培训班教学之用，也可供美容工

作者和美容爱好者阅读参考。书中如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２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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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阴阳五行与美容

一、阴阳学说与美容

阴阳学说，是中国古代朴素的对立统一理论，用以阐释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

生、发展和变化，是古人用来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医养生

美容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广泛的应用。
（一）阴阳的概念

阴阳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属性概括，既可以标

示相互对立的事物和现象，又可以标示同一事物或现象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前者

如天与地、日与月、水与火；后者如寒与热、升与降、明与暗等。它们都是对立统一

的，也就是说，宇宙间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概括为阴和阳，任何一种事物内部又可以

分为阴和阳，而每一事物中阴和阳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再分阴阳，以至无穷。故《黄
帝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篇》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

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阴阳最初的涵义是非常朴素的，指日光的向背而言，朝向日光则为阳，背向日

光则为阴。《说文解字》曰：“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阳，高明也。”《说文解

字义证》：“高明也，对阴言也”。随着古人观察范围的扩展，阴阳的朴素涵义逐渐得

到引申，到最后几乎把自然界所有事物和现象都划分为阴与阳两个方面，故《黄帝

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一般地说，凡是运动的、

外向的、上升的、温热的、无形的、明亮的、兴奋的都属于阳；相对静止的、内守的、下
降的、寒冷的、有形的、晦暗的、抑制的都属于阴。

—１—



（二）阴阳学说的基本内容

阴阳学说阐述了一切事物和现象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其内容包括了阴

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

１．对立制约　是指属性相反的阴阳双方在一个统一体中的相互斗争、相互制

约和相互排斥。自然界一切事物或现象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阴阳两个方面，如上

与下、左与右、天与地、动与静、出与入、升与降、昼与夜、明与暗、寒与热、水与火等。

春夏温热，是因为春夏阳气上升抑制秋冬寒凉之气，秋冬寒冷，是因为秋冬阴气上

升抑制了春夏温热之气。对人体而言，推动促进机体生命活动和新陈代谢为阳，抑
制为阴，两者相互制约，从而维持人体机能的协调平衡。阴和阳既是对立的又是统

一的，正是由于阴与阳之间的这种相互对立制约才维持了阴阳之间的动态平衡，从
而促进了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

２．互根互用　指阴阳双方互相依存，相互为用的关系。互根，对立的阴阳双方

互相依存，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都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

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如上为阳，下为阴，没有上也就无所谓下；热为阳，寒为阴，

没有热同样就无所谓寒。阳依存于阴，阴依存于阳。互用，是指阴阳双方相互资

生、促进和助长对方。如人体的物质与机能之间相互依存、促进与资生。如王冰注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言：“阳气根于阴，阴气根于阳，无阴则阳无以生，

无阳则阴无以化”。

３．消长平衡　阴阳之间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处

于一种消长变化过程中的，阴阳在这种阴消阳长、阳消阴长的变化中达到动态平

衡。这种消长变化是绝对的，而动态平衡则是相对的。例如四季气候的变化，从冬

至春及夏，气候由寒逐渐变热，这是“阳长阴消”的过程；由夏至秋及冬，气候由热逐

渐变寒，这是“阴长阳消”的过程。四时气候的变迁，寒暑的更易，反映了阴阳消长

的过程，从整体来看，阴阳还是处于动态平衡状态的。

４．相互转化　阴阳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各自向其相反的方向转化，即阳可

以转化为阴，阴可以转化为阳。阴阳相互转化，一般都产生于事物发展变化的“极”

阶段，即所谓“物极必反”。如果说阴阳消长是一个量变的过程，那么阴阳转化则是

量变基础上的质变。《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重阴必阳，重阳必阴”、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黄帝内经·素问·天元纪大论》言“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

变”。《黄帝内经·灵枢·论疾诊尺》说：“四时之变，寒暑之胜，重阴必阳，重阳必

阴，故阴主寒，阳主热，故寒甚则热，热甚则寒。”
（三）阴阳学说在中医美容学中的应用

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内部无处不体现着阴阳对立统一的关系，组成人体

的所有形体组织，既是有机联系的，又可以根据其所在部位、功能特点分为互相对

立的阴阳两部分。人体脏腑组织按大体部位来分，上部属阳，下部属阴；体表属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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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内属阴。就其腹背四肢内外侧来说，则背为阳，腹为阴；四肢外侧为阳，四肢内侧

为阴。以脏腑来分，五脏为阴，六腑为阳。具体至各脏腑又各有阴阳，即心有心阴、

心阳；肾有肾阴、肾阳等。《黄帝内经·灵枢·通天》还根据人体阴阳之气禀赋的不

同，将人分为太阴、少阴、太阳、少阳、阴阳平和五种类型，认为“凡五人者，其态不

同，其筋骨气血各不等”。

人体的正常生理功能，是阴阳两个方面保持着对立统一的协调关系，处于此消

彼长的动态平衡的结果。如《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

乃治”，其所指也是由于阴阳互根互用关系的存在，使阳助阴，阴济阳，阴阳的消长

在一定的时间和限度内维持一个统一体的稳定与平衡，表现出正常的生理活动和

美丽的容颜。

阴阳学说对人体组织结构和形体的分析，探讨了人体组织结构各部分之间的

相互关系、功能作用、相互影响，以利于养生、美容和损容性疾患的治疗，在中医养

生美容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五行学说与美容

五行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宇宙世界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构成，自
然界各种事物和现象的发展变化，都是这五种物质不断运动和相互作用的结果，它
运用于中医领域后，形成了特殊的中医学五行学说。

（一）五行的概念

“五”指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行”指运动变化，生生不息之意。“五行”又
称“五材”，中国古代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认识到木、火、土、金、水是构

成世界必不可少的最基本物质，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五类属性物质发生、发展、运
动、变化的结果，五行之间存在着既相互资生又相互制约的因果关系，在不断地相

生相克运动中维持着动态的平衡，这就是五行学说的基本涵义。

中医学以五行学说来阐释人体局部与局部、局部与整体、体表与内脏的有机联

系以及人体与外在环境的统一。五行学说作为一种思维方法贯穿于中医学理论体

系的各个方面，用以说明人体的生理病理，并指导养生、美容和疾病的诊断、治疗，

成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后，“五行”的概念也已远远地超出了“五
材”的内容。

（二）五行学说的基本内容

１．五行的特征　是古人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对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直

观观察和朴素认识的基础上，进行抽象而逐渐形成的理性概念，是用以分析各类事

物五行属性的基本依据。一般认为，《尚书·洪范》所说的“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
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是对五行特性的经典性概括。“木曰曲直”，“曲”，屈
也；“直”，伸也。曲直，是指树木的枝条具有生长舒展、能屈能伸的特性，因而引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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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凡具有生长、升发、条达、舒畅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归于木。“火曰炎

上”，炎上，是指火具有炎热、上升、光明的特性，因而引申为凡具有温热、上升、光明

等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归于火。“土爰稼穑”，“爰”，通“曰”；“稼”，即种植谷

物；“穑”，即收获谷物。稼穑，泛指人类种植和收获谷物的农事活动，因而引申为凡

具有生化、承载、受纳性质或作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归于土。“金曰从革”，“从”，顺
也；“革”，即变革，是指金有刚柔相济之性：金之质地虽刚硬，可作兵器以杀戮，但有

随人意而更改的柔和之性。因而引申为凡具有沉降、肃杀、收敛等性质或作用的事

物和现象均归于金。“水曰润下”，“润”，即滋润、濡润；“下”即向下、下行。润下，是
指水具有滋润、下行的特性。因而引申为凡具有滋润、下行、寒凉、闭藏等性质或作

用的事物和现象均归于水。从五行的特性可以看出，五行学说中的木、火、土、金、
水，已经不是这五种具体物质本身，而是五种物质不同属性的概括。

２．五行属性推演和归纳　将自然界的各种事物和现象，都归于五行之中，构成

了五行系统。此种归类的理论依据是五行特征，分为推演法和归纳法。推演法是

根据已知的事物的五行属性，推演出与其相关的事物，从而确定这些事物的五行属

性。如肝属于木，则肝主筋和肝开窍于目的“筋”和“目”亦属于木。归纳法是指事

物的五行属性是将事物的性质与五行的特性相类比得出的。如事物与木的特性相

类似，则归属于木；与火的特性相类似，则归属于火等。方位、四时、五脏的五行属

性也是应用此法确定的。例如：以五脏配属五行，则由于肝主升而归属于木；以方

位配属五行，则由于日出东方，与木的升发特性相类，故归属于木。五行学说对自

然界及人体的五行属性归类，见表１－１。

表１－１　事物属性的五行归类

自　然　界

五音 五味 五色 五化 五气 五方 五季
五行

人　体

五脏 五腑 五官 五体 五志 五声 五变

角 酸 青 生 风 东 春 木 肝 胆 目 筋 怒 呼 握

徵 苦 赤 长 暑 南 夏 火 心 小肠 舌 脉 喜 笑 忧

宫 甘 黄 化 湿 中 长夏 土 脾 胃 口 肉 思 歌 哕

商 辛 白 收 燥 西 秋 金 肺 大肠 鼻 皮 悲 哭 咳

羽 咸 黑 藏 寒 北 冬 水 肾 膀胱 耳 骨 恐 呻 栗

３．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　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正常规律，用以说明事物之间相

互资生和相互制约的关系。
（１）五行相生：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依次递相资生、助长和

促进的关系。其次序为：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在五行相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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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任何一行都具有“生我”和“我生”两方面的关系，“生我”者为母，“我生”者为

子，所以相生关系又称为母子关系。以火为例，“生我”者为木，木为火之“母”；由于

火生土，故“我生”者为土，土为火之“子”。木与火是母子关系，火与土也是母子

关系。
（２）五行相克：是指木、火、土、金、水之间存在着有序的间隔递相克制和制约的

关系。其次序为：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在五行相克关系中，任
何一行都具有“克我”和“我克”两方面的关系。又称为“所胜”“所不胜”关系，其中

“克我”者为“所不胜”，“我克”者为“所胜”，所以相克关系又称为所胜所不胜关系。

以木为例，由于木克土，故“我克”者为土，土为木之“所胜”；由于金克木，故“克我”

者为金，金为木之“所不胜”。

相生与相克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就没有事物的发生和生长；而没有克，事物

无所约束则无法维持正常协调关系下的变化与发展。只有保持相生相克的动态平

衡，才能使事物生中有制，制中有生，相辅相成，运行不息。
（３）五行乘侮：是五行相克的异常现象，母子相及是五行相生的异常现象。两

者都用来阐释自然界的异常变化和人体的某些病理现象。

相乘，是指五行中一行对其所胜的一方克制过度。五行相乘的次序为：木乘

土，土乘水，水乘火，火乘金，金乘木，与相克相同。其原因有“太过”和“不及”两种。

太过导致的相乘指某一行过于亢盛，对其所胜行过分的克制，引起其所胜行的虚

弱，五行之间的协调关系失常。如正常情况下，木能克土，土为木之所胜。若木气

过于亢盛，对土克制太过，可致土伤，称为“木旺乘土”。不及所致的相乘是指某一

行过于虚弱，难以抵御其所不胜的正常克制，使损其本身更显虚弱。仍以木克土为

例，正常情况下，木能制约土，若土气不足，土难以承受木的克制，因而造成木乘虚

侵袭，使土更加虚弱，称为“土虚木乘”。

相侮，指反侮，五行中一行对其所不胜的一方反向制约和克制，又称“反克”。

五行相侮的次序为：木侮金，金侮火，火侮水，水侮土，土侮木。五行相侮的原因，亦
有“太过”和“不及”两种情况。太过所致的相侮是指五行中的某一行过于强盛，使
原来克制它的一行不仅不能克制它反而受到它的反克。例如木气过于亢盛，其所

不胜行金不仅不能克木，反而受到木的欺侮，这种现象称为“木亢侮金”。不及所致

的相侮是指五行中某一行过于虚弱，不仅不能制约其所胜的一行，反而受到其所胜

行的“反克”。如正常情况下，金克木，木克土，但当木过度虚弱时，则不仅金来乘

木，而且土也会因木的衰弱而“反克”之。这种现象称为“木虚土侮”。

五行的相乘和相侮，都是不正常的相克现象。其主要区别是：前者是按五行的

相克次序发生过度的克制，后者是与五行相克次序发生相反方向的克制现象。两

者之间联系是：在发生相乘时，也可同时发生相侮；发生相侮时，也可同时发生相

乘。如：木过强时，木既可以乘土，又可以侮金；金虚时，既可受到木侮，又可受到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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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曰：“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

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

母子相及包括母病及子与子病及母。母病及子是指五行中的一行异常，可累

及其子行，导致母子两行皆异常。其一般规律为母行虚，引起子行亦虚，终致母子

两行皆虚。例如：水生木，水为母，木为子。若水不足，不能生木，导致木亦虚弱，终
致水竭木枯，母子俱衰。子病及母是指五行中的一行异常，可累及其母行，终致子

母两行皆异常。其一般规律有两种：一是子行亢盛，引起母行亦亢盛，结果是子母

两行皆亢盛，一般称为“子病犯母”。如火旺导致木亢，终致木火皆亢。二是子行虚

弱，上累母行，引起母行亦虚弱，终致子母俱虚弱，一般称为“子盗母气”。
（三）五行学说在中医养生美容中的应用

五行学说以取类比象的方法将人体五脏分别归属于五行，并以五行的特性来

说明五脏的生理功能，以五行的相生相克来说明脏腑组织之间在生理功能上的内

在联系，并将自然界的五方、五气、五色、五味等与人体的五脏联系起来，建立了以

五脏为中心的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将人体内外环境联结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
《黄帝内经·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按五行将人分为木、火、土、金、水五类，其

曰：“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不离于五，人亦应之”。“木形之人……其为人苍色，小
头，长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火形之人……其为人赤色……锐面小头，好肩背

髀腹，小手足……肩背肉满……好颜。”“土形之人……其为人黄色，圆面，大头，美
肩背，大腹，美股胫，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称。”“金形之人……其为人方面，白色，小
头，小肩背，小腹，小手足。”“水形之人……其为人黑色，面不平，大头，廉颐，小肩，

大腹……下尻长。”阐释了人体形态、生理功能、外部表象与五行之间的关系，广泛

应用于中医养生美容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节　脏腑与美容

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人体各部分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功能上协调为

用，病理上相互影响。人体以五脏为中心，六腑、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分别与五

脏通过经络相联系。中医有“诸内者，必形诸外”的论断，五脏的生理病理状态可以

直接通过面容和形体表现出来，若五脏功能正常，则面容色美质佳，形体协调舒展，

所以五脏功能的盛衰直接关系到人的体貌之美，与中医美容关系密切。

藏象学说以脏腑为基础，包括五脏（肝、心、脾、肺、肾）、六腑（胆、胃、小肠、大
肠、膀胱、三焦）和奇恒之腑（脑、髓、骨、脉、胆、女子胞），突出以五脏为中心的整体

观，将人体的六腑、形体诸窍、精神情志、思维活动及自然界与五脏相归属，形成了

独特的生理病理理论体系。藏象学说以中医学特有的认识方式来研究人体正常生

理功能活动规律，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

—６—



脏；象，是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明代张景岳《类经·藏象类》注云：“象，形
象也。藏居于内，形见于外，故曰藏象。”藏象，就是指人体内在脏腑的生理功能和

病理变化在人体外部的表象以及与自然界相通应的事物和现象。藏象学说，则是

通过对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的观察，研究人体各个脏腑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及其

相互之间、与形体官窍、精气血津液神以及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

学说。

一、心与美容

心与美容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在颜面美方面。心功能正常与否能在面部反映

出来，这是由心的功能决定的。
（一）心的主要生理功能

心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①主血脉，通过其所联系的血脉，将气血运送至

全身各个脏腑器官，循环不息，周而复始，以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②主神志，

为“君主之官”，是精神意识思维情志活动的中心，在人体内处于主导地位，调节着

一切生理活动。

１．心主血脉　包括主血和主脉两个方面。主血指全身的血都在脉中运行，依
赖于心脏的搏动输送到全身，发挥其濡养的作用。而脉为“血之府”（《黄帝内经·

素问·脉要精微论》），即为血液运行的通道，且与心相连，心脏、脉和血液构成一个

相对独立的系统，依靠心脏的正常搏动才可运行，为心所主。而心脏的搏动主要推

动力是心气，所以心气是否充沛，血液是否充盈，脉道是否通利，决定了血液是否能

正常运行。

２．主神志　又称为“心藏神”（《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神”有广义和

狭义之分，广义的神是指人体的生命活动及其外在表现，如人体的形象及面色、眼
神、言语、反应、肢体活动、姿态等；狭义的神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和思维活动，即大

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功能。心主神明，是指心统帅全身脏腑经络、形体官窍的生理

活动和主司精神意识、思维情志等心理活动的功能。故《黄帝内经·素问·灵兰秘

典论》说：“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３．心在体合脉，其华在面　全身的血脉都属于心，而心的生理功能是否正常可

以显露于面部的色泽变化。由于人体面部血脉十分丰富，当心的功能正常时血脉

充盈，脉象缓和有力，面色红润而有光泽，所谓“其华在面”，若心气不足，心血亏虚，

则脉象无力或涩、代，面色白而无华。

４．在窍为舌　心之经络上行于舌，因而心之气血与舌相通，心的生理病理形态

可以通过舌象反映出来，故古人称“舌为心之苗”。若心的功能正常，则舌体红活荣

润，柔软灵活，味觉灵敏，语言流利；若不然，亦可从舌上反映出来。如心血不足则

舌质淡白；心火上炎则舌红生疮；心血淤阻则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若心主神志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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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常，则可见舌强、语謇，甚或失语。

５．在志为喜　指心的生理功能与喜志有关。喜乐愉悦有益于心主血脉的功

能。但精神亢奋可使人喜笑不休，精神委靡可使人易于悲哀，所以太过与不及都会

使心神受伤。另外，心为神明之主，不仅喜能伤心，五志过极均能损伤心神。

６．在液为汗　指汗液的生成、排泄与心密切相关。汗为阳气蒸发津液于肌表

而成，血与津液同出一源，而血为心所主。故心阳虚则自汗，心阴虚则盗汗，心阳暴

脱则冷汗淋漓，故曰：“汗为心之液”。

心与小肠相表里，小肠上接胃，下接大肠，其主要功能是进一步消化胃所传下

来的经过初步腐熟的水谷，泌别清浊，清者由脾转输到全身，浊者下注于大肠，多余

的水分渗入膀胱。另外除了泌别清浊外还吸收大量的水液。若其功能异常则水液

不能走膀胱而走大肠，出现小便短少、大便溏泻等症。
（二）心功能失常常见的损容症状

心的病变在中医学上有不同的证候，各种证候的主要表现如下。

１．心气虚　由于心气虚弱，血液运行无力，临床上以心脏功能衰减为主要表

现。反映在颜面部是心气虚弱，不能鼓动血脉，血液不能上荣于头部，脉络不充，故
见面色 白、舌淡胖嫩。

２．心阳虚　此病证是由心气虚发展而来。因为心阳还具有温煦血脉、抗御寒

邪的作用，所以当心阳虚发生时，除了有心功能衰减的气短、心悸等症状外，还可以

出现心阳温煦功能不足，阴寒之邪阻滞，导致血行不畅的病理性改变，如畏寒肢冷、

心胸憋闷等。反映在颜面部，可见面色晦暗，舌质青暗。由此引起的容貌不良，必
须首先温通心阳、活血祛瘀。

３．心血虚　心血亏虚多表现在血不养心、心神失养及心功能失常方面。临床

上以心悸、健忘、失眠及多梦为多见。此外，因心血虚，不能上荣于头目、颜面和充

盈于脉，故有眩晕、面色无华、舌淡及脉弱。

４．心火上炎　又称心火亢盛。火性上炎于舌，故舌尖红，口舌生疮或糜烂、溃
疡、疼痛；火性上炎于面，故面赤，此为火热炎上，逼血妄行所致。由此引起的不良

容颜，必须首先清心泻火。

５．心血瘀阻　此证常继发于心气虚或心阳虚之后，因心气虚致心脉瘀阻，寒邪

凝滞，“不通则痛”，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心胸憋闷、疼痛。又由于阳虚血瘀，全身血脉

运行不畅，故颜面部可见口唇指甲青紫、舌质紫黯或舌有痕点。

二、肺与美容

中医学认为，肺与美容关系密切，主要原因是肺主宣发，外合皮毛。宣发是指

宣布，发散，即肺气向上的升宣和向外周的布散。通过肺的宣发、气化，排出体内浊

气；将脾所转输的水谷精微和津液布散全身，外达于皮毛，“若雾露之溉”一样敷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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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以维持皮毛的充养、润泽与温煦。正如《黄帝内经·素问·咳论》说：“皮毛

者，肺之合也”；宣发卫气，温养皮肤肌肉，调节腠理开合，将代谢后的津液化为汗液

排出体表。
（一）肺的主要生理功能

１．肺主气，司呼吸　《黄帝内经·素问·五脏生成》曰：“诸气者，皆属于肺。”

肺的主气功能包括主呼吸之气和主一身之气。肺主呼吸之气是指肺是体内外气体

交换的场所，通过肺的呼吸，吸入自然界的清气，呼出体内的浊气，实现体内外气体

的交换。肺主一身之气是由于肺与宗气的生成密切相关，肺所吸入的自然界的清

气与脾胃化生的水谷精微之气于胸中结合而生成宗气，上出喉咙以司呼吸，下贯心

脉而布散全身，维持机体的正常生理活动，调节全身气机。

２．肺主肃降，通调水道　肃降是指清肃、通降。即肺气向下的通降和清肃呼

吸道之异浊，其生理功能也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一是通过肺气降纳，吸入自然界

的清气；二是将吸入的清气和脾转输的水谷精微和津液向下布散，调节体内水液的

输布、运行和排泄；三是清肃呼吸道异浊，保持肺的清虚洁净，以利呼吸。

３．肺朝百脉　全身的血液都通过百脉流经于肺，经肺的呼吸进行气体交换，

然后再通过肺气的宣降作用输送到全身。肺在体合皮，其华在毛。皮毛依赖于卫

气和津液的温养和润泽，具有防御外邪，调节津液代谢，调节体温和辅助呼吸的作

用，其正常生理功能有赖于肺的正常生理功能，同时皮毛也能反映肺的生理功能正

常与否。肺气宣发，输精于皮毛，则全身皮毛肌腠得津液和水谷之精的滋养，红润

光泽。反之，若寒邪客表，卫气被遏，可见恶寒发热、头身疼痛、无汗、脉紧等症，若
伴有咳喘等症，则表示病邪已伤及肺。

４．肺在窍为鼻　鼻为呼吸之气出入的通道，与肺直接相连。鼻窍通过肺系

（喉咙、气管等）与肺相联，具有主通气和主嗅觉的功能。肺气宣畅，则鼻窍通利，呼
吸平稳，嗅觉灵敏；肤失宣发，则鼻塞不通，呼吸不利，嗅觉亦差。长期鼻塞，可使上

唇变厚、变短，致上唇外翻、鼻翼肌肉萎缩等，需要及时治疗鼻塞，以防损容。

５．肺在志为忧　指肺的生理功能与忧志有关，忧为人体正常的情绪变化或情

感反映，由肺精、肺气所化生，过忧则损伤肺精、肺气，或导致肺气的宣降运动失调。
《黄帝内经·素问·举痛论》说：“悲则气消。”悲伤过度，可出现呼吸气短等肺气不

足的现象。反之，肺精气虚衰或肺气宣降失调时，机体对外来非良性刺激的耐受能

力下降，易于产生悲忧的情绪变化。

６．肺在液为涕　涕为鼻黏膜的分泌液，有润泽鼻窍的作用。鼻涕由肺精所

化，由肺气的宣发作用布散于鼻窍，故《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说：“五脏化

液……肺为涕。”如肺精、肺气充足，则鼻涕润泽鼻窍而不外流。若寒邪袭肺，肺气

失宣，肺之精津被寒邪所凝而不化，则鼻流清涕；肺热壅盛，则可见喘咳上气，流涕

黄浊；若燥邪犯肺，则又可见鼻干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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