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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传统的中医理论认为人体面色暗沉有黑斑主要在于

气血津液的亏虚，肾阴不足，脾失健运和肝失调达。如

《针灸甲乙经》：“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饥不欲食，

面黑如炭色”。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当肾气充足，精

充神旺，面部红润有光泽；同时肾肾脏五色中对应黑色，

当肾阳虚衰，不能温化肾水，会导致浊阴上泛而面色暗

淡无华。《中藏经》中云：“肉瘅者，饮食不节……脾者

肉之本，脾气已失，则肉不荣，肉不荣则肌肤不滑泽”。

脾为后天之本，脾主肌肉，脾气健旺，则脏腑肌肤得以

水谷精微的濡养，气血充盈上承于面部，面部得以滋润，

肌肤润泽；反之，脾失健运，气血生化无源，气血亏虚，

皮肤失于气血濡养，表现为面色暗黄无光泽，日久皮肤

会易于干燥粗糙，面部也会出现皱纹等衰老现象。《医

碥》曰：“百病皆生于郁……郁而不舒皆属于肝木之变

也”。当肝的生理功能不能正常疏泄时，体内的气机就会

被影响，气行则血行，当气日久不能正常的运行，血也

就不能正常运行而导致血瘀，血瘀会造成面部色素的堆

积；若肝郁乘脾，脾胃升降失司，气血生化不足，面部

失养，则皮肤松弛，或干燥不润泽。中医五行学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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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色对应五脏，可以通过五色调和五脏来协调面部颜容，

如白为金对应肺脏、黑为水对应肾脏、青为木对应肝脏，

金能生水，也能克木，白能胜黑，也能降青，故面色黑

暗或青黄多者用白色药材入肺经来改善面部状态。《太平

圣惠方》中记录了最早的七白膏，方名“令面光白腻润

去面皱方”；之后被《御药院方》录用并改名为“七白

膏”，“七白膏”由此一直沿用至今。由于七白膏的实用

性，人们对此方在方药配伍上不断进行传承和创新。

一、七白膏的渊源

七白膏组方最早见于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

收录于“立面光泽洁白处方”之中，内说有“令面光白

腻润去面皱方：配伍白芷、白蔹、白术各一两（30g）；

白附子（生用）、白茯苓、细辛各三分（0.9g）；白芨半

两（15g）。右件药捣罗为末，以鸡子白和为挺子，每挺

如小指大，阴干，每夜净洗面后，用浆水于瓷器中磨汁，

涂之极效。”[1] 相传元代的一位皇帝在后花园见许久未见

的张贵妃，发现贵妃面色光悦、玉貌花容、如似天仙，

便问其容光焕发的缘故；贵妃称自己将七位具有美白肌

肤功效的中草药捣碎成末，配制成丸状，每日就其配水

研磨取汁，涂抹于脸上，久之可以达到美白养颜、冰肌

玉骨之效。至此，黄帝命令后宫嫔妃皆以此方养颜肤色。

后方改进后收录于《御药院方》，配伍“香白芷、白蔹、

白术各一两（30g），（去皮）白茯苓三钱（9g），白芨半

两（15g），（生用）白附子三钱（9g），（去叶、土）细辛

三钱（9g）”，将其研磨为细末，以鸡子白调丸，调成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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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许多健康问题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比如养生，美容养生做为养生

系列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人们的重点关注对象。从古就有“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粉白黛黑，施芳泽兮”

等对美白的描写，如今也有“洁白无瑕、晶莹剔透、肤如凝脂、冰清玉洁、白嫩如霜”等成语描述美白。此外从古

至今人们不光对面部美白有着追求，更为此研制出一些实用的美白产品，如唐朝便有录入《新修唐本草》并流传至

今的“神仙玉女粉”，宋代官修方书《太平圣惠方》的“七白膏”等。其中“七白膏”作为古代较为著名美白配方，

又称“七子白”，至今一直沿用并不断创新与改良着。因此，本文主要从中医药理论的角度，探析七白膏对面部美白

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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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子大或如人小指大状；将其阴干，于每夜净洗面，温

浆水于瓷器内磨汁，涂抹。

二、七白膏中各药物研究

1. 白术：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菊科植物白术的

干燥根茎，其药性微寒，味为苦、甘、温；药物趋向沉

降；药物归经为肺、肝、胃经。因此作用于机体有补气

健脾，燥湿利水，止汗，安胎的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脾

虚少食，腹胀泄泻，痰饮，水肿。《药性论》指出“主面

光悦，驻颜祛斑”，即认为白术能够美白，祛斑，增强

皮肤的光泽度，治疗雀斑和黑斑。明代医学著作《医学

入门》记载了中医美容三白汤，认为白术可以补气益脾、

滋润皮肤，美白养颜，适于面部黯淡、皮肤干裂、眼袋

沉重等人，此方被沿用至今，流传甚广。《新修本草》也

指出酒浸的白术能“用拭面肝黯”，效果极佳，也进一步

说明白术美容焕颜的作用。

2. 白茯苓：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多孔菌科茯苓

干燥菌核，其药性平，味味甘、淡；药物趋向沉降；药

物归经为心、肺、脾、肾经。因此作用于机体有健脾燥

湿、利水消肿、宁心安神的功效。主要可以治疗脾虚湿

盛、泄泻、水肿、痰饮等病症，因此，白茯苓利水渗湿

的功效有助于肌肤恢复鲜活颜容，减少体内水液泛滥；

同时白茯苓能健脾，使气血生化有源，脾主升清，能将

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上输于头面，使肌肤光泽，延缓衰

老。《集验方》和《本草品汇精要》中记载了白茯苓对于

美容驻颜的作用和具体使用操作，“用除面黑雀斑，养生

家服以求驻颜”、“白茯苓为末，合蜜和，敷面去面奸及

产妇黑疱如雀卵”，这都说明白茯苓在美容方面的实用性

和广泛性。

3. 白芷：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伞形科植物白芷

或杭白芷的干燥根，其药性为辛、温，味为微苦，药物

趋向升浮；药物归经为肺、胃、大肠经。因此作用于机

体有解表散寒，散风除湿、通窍止痛、消肿排脓的功效，

可以治阳明经引起的疗疮痈肿痛、皮肤燥痒，也可以引

诸药上行于面部。

《本草纲目》指出白芷具有“长肌肤，润泽颜色”的

功效，并认为其“可作面脂”；《日华子本草》中称其可

“止痛生肌，去面庋干疵瘢”，这些都说明白芷化瘀生肌

的功效，能促进人体皮肤的新陈代谢，祛除面部色斑的

功效。慈禧太后使用的著名美容秘方“玉容散”，就是以

白芷为主药。

4. 白芨：又名白及。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兰科

植物白芨的茎块。其药性偏寒，药味苦、甘、涩；药物

趋向沉降；药物归经为肺、肝、胃经。因此作用于机体

有收敛止血，消肿生肌的功效，可用于治疗身体上的出

血病症，如咳血、咯血以及疮疡初起、皮肤皲裂等病症。

“白芷膏”以白芨为主要材料研制，称连续涂抹 7 日，可

以使皮肤莹白润泽（《圣济总录》）。《普济方》的“治面

䵟粉刺及面皮皱方”，以及《本草纲目》中描述“白芨

末，水调塞之，治疗手足皲裂”，都指出白芨的护肤功

效，能够在美白、祛斑、除皱等方面发挥作用，也能够

治疗手足皲裂、粉刺等皮肤类疾病。

5. 白蔹：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葡萄科植物白蔹

的干燥块根。其药性苦、寒；药物归经为心、胃经；因

此作用于机体有清热消毒、消痈散结，敛疮生肌的功效，

可以用于治疗疮疡肿痛或者溃久不敛，水火烫伤 [2]。针

对于疮疡肿痛等皮肤病，《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

指出其可以“散结气，止痛除热”、“杀火毒”；同时白

蔹还能散结止痛，达到“未脓可消，已脓可拔，脓尽可

敛”的效果；治疗面上疱疮类的疾患，白蔹还能“生肌

止痛”（《本草原始》）。

6. 细辛：收载于《神农本草经》为马兜铃科细辛。

其药性味辛、温，有小毒；药物趋向升浮；药物归经为

心、肺、肾经。因此作用于机体有解表散寒、祛风止痛、

通窍、温肺化饮的功效，可以用于治疗外感头痛，鼻渊，

齿痛，寒痰停饮等病症。《日华子本草》：“治咳，消死

肌疮肉，胸中结聚。”，《纲目》：“治口舌生疮，大便燥

结，起目中倒睫。”

7. 鸡子黄：收载于《本草经集注》为雉科动物家鸡

的蛋白；作用于机体有润肺利咽，清热解毒的功效。可

以用于治疗咽痛、目赤、咳逆、下肉、疟疾、烧伤、热

毒肿痛等。《别录》和《本草拾遗》指出鸡子黄能“疗目

热亦痛，除心下伏热”和“解热烦”；《本草纲目》也指

出将鸡子黄和赤小豆涂抹用药能够治疗“一切热毒、丹

肿、腮痛”。

三、七白膏改良处方分析

1. 白术、白蔹、白芷、白及、白附子外加当归、玉

竹为改良处方七白膏，并制成霜剂。[3]

原理：根据现代的药理实验表明，当归当中含有抑

制酪氨酸酶的化合物，这些物质可以减少酪氨酸酶生成

的色素，某些提取物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面部荣泽。

玉竹中富含多种美白有效成分和营养物质（如维生素 C、

多糖、氨基酸等）可以很好的抗氧化，促进新陈代谢，

减少干燥和粗糙的现象。

结果：经典方与改良版皆有美白功效，虽然改良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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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美白效果没有经典方的好，但是改良版在抑制酪氨酸

酶方面比经典七白膏组更具优势。

2. 白芷、白术、白附子、白茯苓、细辛、甘松、甜杏

仁、玫瑰花。上述药物比例为3：3：1：1：1：1：2：2[4]。

原理：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的运行正常，

血的运行才能畅通，才能发挥濡养机体的功能，故选用

甘松和玫瑰花，以玫瑰花行气活血之功（以活血为主），

配以甘松加强行气之效，气行则血行，二者相伍使气血

充盈，肌肉皮肤得到充分的营养，润泽皮肤，延缓衰老。

结果：七白膏加减方外用能有效增加皮肤组织的含

水量，从而改善皮肤衰老状态。

3. 白芷：白术：白蔹：白茯苓：黄芪：白及：白附

子：益母草：细辛：珍珠粉：白丁香 =20：20：20：20：

20：10：10：1：1：1：1，然后用冬瓜洗面药（冬瓜要

去皮，用蜜、酒熬制而成）为挺子，形成加减方 [5]。

原理：珍珠粉性凉，具有吸附作用，可以减少皮肤

油腻感以及色素；白丁香属于芳香物质疏通经络、宣导

气血等作用，含有的黄酮类化合物可以抗氧化、抗炎和

抗衰老功效。黄芪补气升阳、生津养血，可以很好的促

进体内气血津液的运行，而且黄芪富含多糖类物质和皂

苷可以提高人体免疫力。益母草具有活血调经、利水消

肿、兴起散瘀功效，缓解由月经不调引起的面部色斑或

痤疮。由冬瓜洗面药可以弥补鸡子白易快速蒸发水分之

弊端，增加其保湿持久度，同时冬瓜肉和冬瓜仁更具有

美白功效。

结果：经典方与加减组的肤色皆得到了改善，面部

水润度也得到了提高，但效果加减组会更明显一点。

4. 七白膏加生地榆 30g、马齿苋 30g、三七 9g、红花

9g、零陵香 6g、甘草 9g[6]。

原理：生地榆可以凉血止血、清热解毒、消毒敛

疮。马齿苋有清热解毒、消肿消炎功效，可以清心火、

散肺热。用于治疗体内湿热毒气引起的皮肤病。如痈

肿、溃疡、湿癣等。三七可以活血化瘀、止血定痛还可

以抗疲劳、清楚体内过度自由基。红花可以活血通经、

化瘀消斑，治疗淤热郁滞所引起的疮痈肿痛、面部色暗

等症状。零陵香性辛甘，温；归肺经助药物上行。甘草

调和诸药。

结果：患者因长期化妆导致皮肤对化妆品的敏感性

提高，近来出现皮肤瘙痒、灼热感。用改良方治疗后，

原来粗糙的皮肤得到改善变得光滑细腻，面色红润有光

泽，之前的瘙痒、灼热感逐渐消失，脸部堆积的色素也

在慢慢消退。

5. 七白膏加天花粉 30g、鹿角霜 30g、川芎 20g、杏

仁 15g（研膏）、零陵香 9g。（去鸡子白）[6]。

原理：天花粉性凉味甘，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可

以治疗热毒引起的皮肤问题，含有的皂甙成分具有抗氧

化和抗炎作用。鹿角霜具有补肾助阳、强健筋骨、滋补

身体的功效，且含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可以促进脸部皮

肤细胞再生，增加弹性，减少下垂，淡化皱纹。川芎体

内的川芎嗪能清除氧自由基，减少褐脂素生成，淡化色

斑，娇嫩肌肤。杏仁含有维生素 A、维生素 E，可以减少

黑色素生成和淡斑。

结果：患者因工作繁忙、饮食生活不规律导致皮肤

过早衰老。用改良方治疗后，皮肤颜面光滑平整、洁净

透亮、色斑消退、皱纹淡化。

四、讨论

七白膏是古代美容经典代表方，流传至今，不管从

中医药理论还是现代药理学，七白膏的功效都是被认可

的，可见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中医美白古方并非一

个，《外台秘要》载方 200 首，《太平圣惠方》记载 336 首

方子，这些都值得我们细心品味，进行挖掘和传承。中

医药文化在不断地创新与发展，中医美白也不能落后，

因此我们要好好学习、传承古方、挖掘古方，并不断地

结合时代发展和需求，用创新的中医思维与现代科学技

术，将经典古方融入到快捷的生活中，存在于每一个人

的身边，促进大众中医药文化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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