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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脂肪肝的发病机制复杂,肝郁脾虚型脂肪肝在中医辨证分型中尤为常见。本文系统梳理了肝郁

脾虚型脂肪肝的中医病机特点及主要证候表现,综述了中药方剂、针灸、中成药等治疗方法的临床应用

及实验研究进展。结合现代医学,从调节脂质代谢、抗氧化应激、抗炎免疫调节等方面分析了其作用机

制。研究表明,中医药在改善肝郁脾虚型脂肪肝患者的症状和肝功能方面具有显著疗效,具有进一步研究

和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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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thogenesis of fatty liver disease is complex, with the Liver Qi Stagnation and Spleen 

Deficiency type being particularly comm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CM pathogenesis and main syndromic manifestations of this type of fatty 

liver, summarizing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research progress of herbal formulas, acupuncture, and patent 

medicines. From a modern medical perspective, the mechanisms of action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lipid 

metabolism regulation, oxidative stress reduction, and anti-inflammatory immune modulation. Studies indicate 

that TCM therapies show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improving symptoms and liver function in patients with this 

type of fatty liver, highlighting their potential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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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概述与临床意义。脂肪肝作为一种

常见的肝脏代谢性疾病,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逐渐上

升。其特征为肝脏内脂肪过度积累,通常表现为肝脏肿大、肝功

能异常等症状。根据发病机制的不同,脂肪肝可分为单纯性脂肪

肝、酒精性脂肪肝和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D)。其中,非酒精性

脂肪肝,尤其是肝郁脾虚型脂肪肝,已成为临床中普遍关注的疾

病类型。 

肝郁脾虚型脂肪肝是根据中医辨证分型提出的一个独特类

型。在中医学中,肝气郁结和脾气虚弱是导致脂肪肝形成的重要

因素。肝主疏泄,脾主运化,二者的协调功能对正常的脂肪代谢

至关重要。当肝气郁结时,气机不畅,导致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

湿浊内生,进而导致脂肪沉积在肝脏。患者常表现为胁肋疼痛、

脘腹胀满、乏力、食欲不振等症状,且脂肪肝常伴有其他代谢性

疾病,如高血脂、高血糖等。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临床治疗具有

一定挑战性,如何通过中医药调和肝脾、疏肝解郁、健脾化湿,

从而达到减轻肝脏脂肪沉积的目的,是当前中医治疗脂肪肝的

重要方向。 

(2)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研究现状与挑战。中医药治疗脂肪

肝,特别是肝郁脾虚型脂肪肝,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在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研究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

经验。例如,柴胡疏肝散、逍遥散等经典方剂被广泛应用于肝

郁脾虚型脂肪肝的治疗,并且通过改善肝气郁结、增强脾胃运

化功能,取得了良好的疗效[1]。中药方剂不仅通过调和气血、疏

肝解郁、健脾化湿来调节脂肪代谢,还能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升肝功能。 

然而,当前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研究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

虽然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疗效得到了初步验证,但治疗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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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差异性较大,如何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制定个性化

的治疗方案仍然是一个难题[2]。此外,治疗机制的不明确也是当

前研究中的一大瓶颈。尽管中医药理论中有许多关于脂肪代谢、

肝脾功能的研究,但从分子生物学的角度深入探讨中药的治疗

机制,仍然缺乏足够的实验数据支持。 

再者,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研究中,临床样本量的不足、试

验设计的不规范等问题依然存在。许多临床研究缺乏长期随访,

治疗效果的评估也较为单一,未能全面反映中医药治疗脂肪肝

的实际效果。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医药治

疗脂肪肝的临床验证,尤其是多中心、大样本、随机对照的临床

试验,并通过现代医学技术揭示其潜在的生物学机制[3]。 

(3)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总结和分析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

中医药治疗研究进展,探讨中医药在这一类型脂肪肝治疗中的

应用效果、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参考。具

体而言,本研究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总结中医药

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常用方剂和治疗方法,分析其临床疗

效；二是探讨中医药治疗该类型脂肪肝的作用机制,尤其是在脂

肪代谢、肝脏功能改善等方面的影响；三是结合现有的临床研

究与实验数据,分析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优势和不足,并提出未

来研究的方向。 

通过这一研究,旨在为临床中医药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

提供理论依据,进一步验证和优化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策略,并

为相关研究提供科学支持。此外,本文还将结合现代医学的研究

成果,对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疗效和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

以期推动中医药在脂肪肝治疗中的广泛应用[4][5]。 

1 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病因病机分析 

1.1肝郁脾虚的中医理论基础 

在中医理论中,肝和脾是维持体内气血平衡、促进正常代谢

的重要脏腑。肝气郁结和脾虚失调常被视为许多疾病的根本原

因,肝郁脾虚型脂肪肝便是这一病理状态下的典型表现。肝主疏

泄,脾主运化,这两者的协同作用对脂肪代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

响。肝气郁结,气机不畅,容易导致气滞血瘀,阻碍脾的运化功能,

进而使脾气虚弱,湿气和痰湿内生,形成湿浊内停,最终导致肝

脏脂肪堆积。脾虚则缺乏足够的运化和化湿功能,进一步加重了

体内湿气的积聚。 

肝气郁结是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关键病因,导致肝脏功能

受阻,影响脂肪的代谢与清除。脾虚则使食物消化吸收受限,无

法有效运化体内湿气,导致湿邪停滞,形成湿热,沉积在肝脏,造

成脂肪积聚。中医理论认为,肝郁与脾虚互为因果,二者的失衡

直接促成脂肪肝的发生。 

1.2脂肪肝的现代病理机制 

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现代病理机制与代谢紊乱、氧化应激

和胰岛素抵抗密切相关。脂肪肝的核心问题是肝脏内脂肪的过

度积聚,通常由肝脏脂肪代谢失衡引起。正常情况下,肝脏能有

效调节脂肪的合成与分解,但当肝脏功能受损时,脂肪代谢的平

衡被打破,导致脂肪在肝脏中积累。脂肪酸的过度摄入、肝脏脂

肪合成过度及脂肪分解能力下降是脂肪肝的主要原因。 

胰岛素抵抗是导致脂肪肝发展的重要因素。胰岛素作用受

阻,导致脂肪无法有效储存,反而积聚在肝脏。同时,肝脏脂肪的

积聚加重胰岛素抵抗,形成恶性循环,使脂肪肝进一步加重。现

代研究还表明,脂肪肝患者体内存在氧化应激,过量脂肪积聚会

产生大量自由基,造成肝细胞损伤,促进脂肪肝的进展,甚至导

致肝脏纤维化。因此,脂肪肝的形成和发展涉及多个机制的复杂

作用。 

1.3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临床表现 

临床上,肝郁脾虚型脂肪肝患者常表现为与肝脾功能失调

相关的症状。肝气郁结导致胁肋疼痛、胸闷和情绪抑郁,脾虚则

引起食欲不振、腹胀、乏力和便溏等。患者通常感到疲劳,尤其

在进食后症状加重,脾虚湿困可导致全身沉重、恶心等消化不

适。血脂水平升高,尤其是甘油三酯(TG)和低密度脂蛋白(LDL),

肝功能可能出现转氨酶升高。肝脏无法有效代谢脂肪,导致脂肪

沉积和肝脏肿大。随着病程进展,部分患者可能发展为肝纤维

化、肝硬化或肝癌。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对肝郁脾虚型脂肪肝

至关重要。此类型脂肪肝反映了肝脾功能失调对脂肪代谢的影

响,强调整体调理的治疗重要性。 

2 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中医药治疗 

2.1中药方剂与临床疗效 

中医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通过辨证施治,常用方剂包括

柴胡疏肝散、逍遥散和健脾益气汤。柴胡疏肝散有疏肝解郁、缓

解肝气郁结引起的胁痛、腹胀,并改善肝脏气血运行,减少脂肪

积聚。逍遥散疏肝解郁、健脾化湿,改善脾胃运化功能,缓解脾

虚湿滞导致的脂肪积聚,且有助于改善食欲不振、乏力等症状。

健脾益气汤通过健脾益气、化湿利水,帮助湿气排解,减少脂肪

堆积,特别适用于脾虚明显的患者。这些方剂在临床上对症状较

轻、病程较短的患者效果显著,能够调节肝脾功能,改善脂肪代

谢,促进健康。然而,由于个体差异,治疗效果有所不同。对于病

程较长、症状较重的患者,可能需要结合针灸、保健品等辅助治

疗,增强疗效并实现更理想的治疗效果。整体而言,这些方剂在

中医治疗脂肪肝中具有良好的前景和广泛的应用价值。 

2.2针灸及其他治疗手段 

针灸是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有效手段,通过刺激特定

腧穴,如太冲、肝俞、足三里等,疏通经络,调和气血,疏肝解郁,

健脾化湿,从而促进脂肪代谢,改善肝脏功能。临床研究显示,

针灸能够缓解症状、改善肝血循环、促进脂肪代谢、降低血脂,

并有助于肝功能的恢复。除针灸外,推拿、拔罐、艾灸等治疗手

段也常用于脂肪肝。推拿通过按摩相关部位,促进气血流通,纾

解肝脾气滞；拔罐和艾灸则通过改善血液循环和促进湿气排出,

减轻脾虚湿困,减少肝脏脂肪积聚。综合使用这些传统治疗方法,

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促进康复。 

2.3中成药与保健品应用 

随着现代中医药的发展,许多中成药和保健品被广泛应用

于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治疗。中成药如茯苓、葛根和枸杞,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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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肝脾功能、改善脂肪代谢的作用。茯苓能清除湿气,改善脾

虚湿滞；葛根有疏肝解郁的作用,缓解肝气郁结引起的不适；枸

杞则增强肝脏免疫功能,促进肝细胞修复。现代技术使中成药成

分更好提取,疗效明确,副作用较小,适合长期使用。同时,富含

欧米伽-3脂肪酸、牛磺酸等成分的保健品,能改善脂肪代谢、降

低血脂、抗炎抗氧化,辅助治疗脂肪肝。然而,患者使用中成药

和保健品时,应注意与其他药物的相互作用,并遵循医师建议,

确保安全有效。 

3 临床研究与实验研究进展 

3.1中医药治疗的临床效果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临床研究逐渐增

多,取得了显著成果。多项研究表明,经典中药方剂如柴胡疏肝

散、逍遥散,以及针灸疗法,对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肝功能和

血脂水平具有良好效果。中药方剂可有效缓解腹胀、胁痛、乏

力等症状,并帮助恢复肝脏功能,监测结果显示肝酶水平和血脂

指标有所改善。针灸通过刺激特定腧穴,疏肝解郁、调和气血,

不仅能缓解由肝郁脾虚引起的疲劳和食欲不振,还能促进脂肪

代谢,减少肝脏脂肪积聚,尤其在早期阶段具有较好的疗效。总

体来看,中医药通过整体调理和辨证施治,能够根据不同患者的

症状和体质提供个性化治疗,从而实现较理想的治疗效果。 

3.2临床研究中的挑战与安全性 

中医药在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

临床研究仍面临挑战。中医治疗具有较大个体差异,不同患者的

病情、体质和症状需要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而现有的研究往往忽

视这一点,导致疗效评估存在差异。此外,中医药治疗的疗效评

估标准尚未统一,疗效通常依赖于多个指标,如肝功能、血脂水

平和症状改善等,但这些指标的权重和标准不一致,影响了不同

研究结果的比较。尽管中医药副作用较少,但长期使用中药仍

需关注潜在的毒性和药物间相互作用。因此,加强中医药的质

量控制,确保药物配伍和剂量的合理性,对于确保治疗安全至

关重要。 

3.3实验研究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的实验研究揭示了中药在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中

的机制。通过细胞和动物实验,研究表明多种中药成分能有效调

节脂肪代谢,减轻脂肪肝的病理变化,并具有抗炎和抗氧化作

用。中药的调脂作用主要体现在对脂肪酸代谢的调节,能够通

过调节肝脏中脂肪代谢相关酶的活性,促进脂肪分解,抑制脂

肪合成,从而减少脂肪在肝脏的积累。此外,中药还通过减少

脂肪酸的氧化应激,减轻肝细胞损伤,保护肝脏免受脂肪积聚

引发的病变。 

氧化应激被认为是脂肪肝发展的关键因素,中药中的抗氧

化成分,如黄酮类和酚酸类化合物,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

损伤,从而减缓脂肪肝的进展。部分中药成分还可调节肝脏免疫

反应,抑制肝脏炎症反应,进一步减轻脂肪肝的病变。这些实验

研究逐步揭示了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机制,特别是在调节脂肪

代谢、抗氧化和抗炎方面的作用。随着更多实验研究的深入,

未来可能揭示更多潜在机制,为临床应用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3.4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的研究应聚焦于中医药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的科学

化与标准化。第一,需要开展大样本、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进一

步验证中医药治疗的普适性和疗效,为其在临床应用中的推广

提供更多证据。第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优化至关重要,应根据

患者的体质差异、病程长短等因素,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策略。

第三,机制研究仍需深入,探索中药成分对脂肪代谢、氧化应激

及免疫调节的具体作用,为临床治疗提供更为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四,结合现代西医药物治疗,开展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模式研究,

将有助于提高治疗效果,推动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进一步发展。 

4 结论 

中医药治疗肝郁脾虚型脂肪肝具有独特的优势,通过辨证

施治调和肝脾、疏肝解郁、健脾化湿,能够有效改善症状和肝功

能。临床和实验研究显示,中药方剂、针灸等方法在改善脂肪肝

的临床效果显著。然而,治疗效果的个体差异、评估标准不统一

等问题仍需解决。未来研究应注重个体化治疗、机制探索以及

中西医结合,推动中医药治疗脂肪肝的科学化和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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