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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眼圈”或“熊猫眼”不是官方医学术语，只是现

代人以其外观形态命名了这种疾病，意思是两侧眶周上下

眼睑皮肤出现区域较正常深，表现出青黑色或紫黑色，环形，

通常出现在眼睑下方的一种疾病。外表让人看起来消极、

悲伤和疲惫。现代医学根据不同的生病原因和临床表现将

这种疾病分为四种，即色素型、血管型、结构型和混合型，

也有文献将该疾病分类为血管型、体质型、炎症后色素沉

着型和影子效应四种。中国古代医书对本病有记载，称“睑

黡”“目黯黑”“目胞黑”等，中医文献中对本证的论述不多。

《目经大成》首先提出了这个病的名字，形容这个疾病的

症状是“两目无别弊，但上下外睑煤黑。”还描述了症状，

并建议使用“目黯黑”这个名字。

根据中医眼科的“五轮学说”，眼胞部位属于内脏器

官的“脾”，脾脏调节生物化学。脾虚时，生化不足。故

气血不能入眼，眼部气血不足而形成黯黑。脾虚时，黏液

湿滞内积，经络不通，气血滞于眼睑，出现黑眼圈。此外，

肺负责宣发肃降，调节水道，脾负责运输和转化。肺脾气虚，

津液输液不正常，痰内停，积于眼睑，闭络，使目青。“肝”

开眼明目，“心主血”，肝气滞血不畅，《眼科集成》中说，“气

血凝滞，伏火邪风，血滞透眼，微黑发青”。对经脉来讲，“心

经”在“系目系”上有分支，如血流于心而血瘀，故此病

亦与心有关。此外，“乙癸同源、木火相生”，要兼顾肝肾。

肝经直入眼，如果肝阴不足，就会造成眼内养分流失，肝

开窍于目，在色为青。肾藏玄色之精，其精气升于眼，填

于喉升之仁经，横过两侧，故肾气不足，眼睛周围颜色变黑。

《医宗必读》：“水虽为脾主，实为肾主，不能温脾止之，

但阴非阳而化水。”所以，水肿症主要是因为火衰，房劳

过度会导致肾阳虚，肾的气化功能受损，体内的水分滞留

在体内，体表会积聚在眼睛下方，这会导致眼袋，颜色变

黑就产生了黑眼圈。不健康的饮食和作息习惯会导致阳虚

脾主，脾主运化，运化失于内，水积于眼睑而黑，故黑眼

圈不单为病，需五脏辨证，与心、肝、脾、肺和肾都相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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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大成》中讲：“刺太溪、飞扬，治睑黑、目不明。”

根据《黄帝内针》，“黧黑斑”可以通过针灸治疗。

少府、劳宫、后溪、合谷、中渚。气滞血瘀型加太冲、

膈俞疏肝理气、调血行气散瘀；肝肾阴虚型加肝俞、肾俞、

太溪滋阴清热，补肝肾，补脾虚湿，加脾俞、阴陵泉健脾益气，

利湿排尿。

配耳穴：肺、肝、肾、心、内分泌、皮层下、内生殖器、

脸颊。一次取 3~5个穴位，用针灸中度刺激或电针，或用

王不留行籽加压。也可取耳尖、肺、结肠、脸颊、内分泌系

统等处，用短粗针或三角针刺破出血（耳尖出血 5~8滴）。

近代医师赵路叩通过针灸眼周穴位和眼周按摩治疗黑

眼圈 30例。3个疗程后治愈 4例，显效 15例，好转 10例，

无效 2例。总有效率为 80.65%。具体方法：取眼八廓，将

眶骨边缘分为天、地、山、泽、风、雷、水八点，治眼疾。

然后取眼部周围的穴位，包括攒竹、睛明、承泣、四白、上明、

球后、印堂、太阳都是眼周围的主要穴位，都与眼病有关。

在上述穴位过程中使用杆针后，用蜂王浆覆盖眼睛后，将美

容喷雾设置为温热，雾化器距离患者约 50厘米，对准患者

的眉心。蒸汽 3至 5分钟。由于眼周皮肤敏感，每两天治疗

1次，一个疗程是 10天或共治疗 3个疗程。

古代中医书籍中有许多消除“黧黑斑”的方剂，如《外

科大成》卷三中记载了，等分当归、白术、白芨、白茯苓、

白扁豆、白心、白乌蚕、白莲雄蕊、白椒梁、白芨、白鸽粪、

甘松、团粉、丁香、白附子和鹰纹，防风各半，荆芥穗、羌

活各半，独活各半。磨成粉末状，用罐子收集，每天清洗面

部 3次，就可以去除“黧黑斑”。第六十三卷《医宗金鉴》

记载用 30克白牵牛花、团粉、白柏、细辛白、甘松、白鸽粪、

白芨、白莲科、白芷、白竹、白虎林、白霍灵，15克荆芥、

独活、羌活，30克白附子、鹰条白、白扁豆，15克防风，

30克丁香。把细粉一起研磨，用一点，放在手心上，用水

使粉末变浓稠，长时间搓脸，然后每天早晚两次用清水洗脸，

也可以将“黧黑斑”去除掉。现代临床上用于治疗黑眼圈的

外用剂型大多是自主研发的，并没有统一的外用剂型以辨证

施治。

林颖等人提倡用美眼褪黑方治疗黧黑斑，疗效显著，

305名符合条件的患者被随机分配到美眼褪黑方治疗组和橄

榄油对照组。测试方法：美眼褪黑方组将人参精油、桃仁精

油和当归精油按 1∶ 1∶ 1的比例混合，用超声波机将治疗

头引导至眼部周围至患处。在对照组中，仅将橄榄油注入患

处。橄榄油和美眼褪黑方都属于油质，外用橄榄油只对眼

睛周围的皮肤有保湿作用，因此作为对照组，每两天一次，

共 2周为治疗周期，共 4个治疗周期。早晚各 1次。经过组

间比较、组内比较和成对比较，结果表明，美颜褪黑配方组

的效果明显优于橄榄油组。此外，对 2组治愈病例持续观察

1个月后，黧黑斑的复发率低于橄榄油组。人参的主要成分

是人参皂苷等活性成分和锌、铁等多种微量元素。外用人参

可改善血液循环，扩张皮肤毛细血管，为皮肤注入营养，延

缓衰老等功效。同时，人参中的活性成分还具有抑制黑色素

的特性。桃仁和当归能促进血液循环，润肠通便。现代药理

研究也表明，其三种制剂的精油具有抗凝、抗血小板聚集，

抑制血栓形成。有 种药物和精油可用于治疗眼睛周围的黑

眼圈 [2]。

近年来，对中医黑眼圈的治疗研究越来越多，如艾灸

眼周、按摩穴位、内服中药调理内脏等，具有活血化瘀，消肿，

补肝肾功能。解郁明目，调节气血，平衡阴阳，改善整体眼

部问题。中医认为，黑眼圈本身并不是病，黑眼圈的发生与

人体五脏密切相关。

但在研究中医治疗黑眼圈时，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①目前中医治疗黑眼圈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是针灸推拿，

可在临床实践中推广应用。

②中医临床治疗。对本病，临床治疗只能采用中药内

服制剂或针灸推拿，辨证论治，内服外治，以提高疗效和稳

定性。

③中外古医书多方使用处方，更具特色，由于原材料

的稀缺或治疗技术的丧失，最常由医生在临床环境中开处

方。旧书、方药的传播，必然具有临床意义。临床医生必须

积极研究和改进，以充分利用其优势。

④中医药的临床治疗尚未形成单一症候的辨证类型，

中医的辨证治疗是中医的精髓和特色，应根据患者的个体差

异发挥重要作用。

眼睛周围出现黑眼圈的原因有很多，而且很难治疗，

目前现代医学治疗黑眼圈的主要方法包括：补充维生素或外

用药方，激光治疗和手术治疗，但具有许多缺点，如效果不

明显，价格昂贵，副作用大等。由于本病在现代社会普遍存

在，且与现代人的生活、饮食、休息习惯以及心理、情绪等

因素广泛相关，所以急切需要寻找一种经济、安全、可靠的

治疗方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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