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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衰老、延年益寿、提高生命质量是人类

长久以来的夙愿与追求。中华文明有五千年之久，中

医学也有着与之相当的历史。中医抗衰老的愿望和

表达在中医逐渐形成理论体系的初期即有体现，这

是因为中医的形成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着非常

密切的关系。例如中医最具特色之处是整体观念和

辩证论治（根据人体体质证型来论治）。人体体质证

型的第一纲要——“阴阳”辩证就是建立在中国古

人对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宇宙有阴阳之分这个基本

哲学观点基础上的。五脏六腑与五行的对应关系也

是古人对世界万物用五行分类及五行之间生克制

化理论的哲学观的体现。人体阴阳的平衡，即“阴平

阳秘”正是人体健康的关键所在，而脏腑气血津液

的调和则是保持健康的要义所在。因而中医治疗的

法则，根本之处就在于通过对人体证型的分类及对

人体脏腑气血津液的调理，使失衡的阴阳恢复到“阴

平阳秘”状态。此外，中医学一贯重视疾病的预防，

有道是“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简单来说就是未病

养生，防病于先；已病早治，防止传变及愈后调护，防

止复发[1]。这一“治未病”的法则既是中医的精髓所在，

也包含了中医抗衰老的超前内涵。这些思想也有助

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医抗衰老机制，并在我们运用

中医抗衰老技术的过程中给予理论上的指导。

本规范拟将传统中医学结合现代医学对衰老

的认识和诊断标准，采用中医学理论、治则治法及

药物手段进行抗衰老的研究和治疗。在对现代医学

认知的衰老病因病理过程中尚缺乏相应治疗措施

的，期望采用中医的干预方法获得更好的疗效，从而

达到延缓衰老的目的。

一、医疗机构基本要求

有卫生行政部门核准登记的综合医院或中医

院或整形美容机构的中医诊疗科室，中医抗衰老专

科门诊。

二、专业人员资质

（一）取得《中医医师执业证书》或《中西医

结合医师执业证书》，并具备 3 年以上中医抗衰老或

中医皮肤科临床工作经验的医师；

（二）或具有美容中医主诊医师证。

三、科室设置及技术管理要求

（一）房间通风明亮；针灸治疗室需消毒。

（二）严格掌握各中药适应症和禁忌症、配伍

禁忌，熟练掌握推拿及针灸手法。

（三）详细询问病史、病情、病因等，根据患者

情况制定合理治疗方案。

（四）了解患者预期目标，建立友好长期的医疗

关系。

四、技术管理规范化流程

（一）中医抗衰老的原则

1. 治未病——中医抗衰老的前提：《灵枢·逆顺

篇》：“上工，刺其‘未生’者也……故曰上工治未病，

不治已病。”治未病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

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2]。中医治则学说的基本法则。

治未病包含三种意义：一是防病于未然，强调摄生，预

防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之后防其传变，强调早期诊

断和早期治疗，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演变；三是预后

防止疾病的复发及治愈后遗症。

2. 平衡阴阳——中医抗衰老的大法：强调阴阳

平衡，《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3]：“阴平阳秘，

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阴阳平衡就是阴

阳双方的消长转化保持协调，既不过分也不偏衰，呈

现着一种协调的状态。生命阴阳平衡是指脏腑平衡、

寒热平衡及气血平衡[4]。其总原则是阴阳协调，实质

是阳气与阴精（精、血、津、液）的平衡，也就是人

体各种功能与物质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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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调和气血——中医抗衰老的具体体现：人之

生以气血为本，人之病无不伤及气血。所以，“治病

之要诀，在明气血”[5]。所谓调和气血，是根据气和血

的不足及其各自功能的异常，以及气血互用的功能

失常等病理变化，采取“有余泻之，不足补之”的原则，

使气顺血和，气血协调[6]。它是中医治疗疾病的重要

原则，适于气血失调之候。

4. 补益脏腑精气——中医抗衰老的细节：中医

学认为，人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脏腑生理功能的平

衡协调，是维持机体内在环境相对稳定的重要环节[7]。

（二）中医延缓衰老的方法

1. 合理摄养：①饮食有节；②起居有常；③精神

修养；④体育锻炼。

2.方药延缓衰老：①补先天之本之补肾阴，方如：

六味地黄丸、大补阴丸、左归丸；药如：北沙参、南

沙参、百合、麦冬、天冬、石斛、玉竹、黄精、枸

杞、墨旱莲、女贞子、龟甲、鳖甲等。②补先天之

本之补肾阳，方如：金匮肾气丸、右归丸、桂附地黄

丸；药如：鹿茸、仙灵脾、肉苁蓉、菟丝子、海狗肾、

海马、巴戟天、仙茅等。③补肝肾不足，首乌延寿丹：

补肝肾、养阴血、强筋骨、祛风气；药有：何首乌、

菟丝子、女贞子、牛膝、忍冬藤、旱莲草等。④补

脾肾两虚，方如：四神丸、五子衍宗丸；药如：山药、

黄精、芡实、莲子、龟龄集：集动物药（鹿茸、海马、

雀脑等）、植物药（人参、天冬、杜仲等）、矿物

药（大青盐、石燕等）二十八味于一炉，具有补阳固肾、

运脾滋肝、添精补脑、强健。⑤补后天之本之健脾

益气，方如：四君子汤、玉屏风散；药如：人参、白术、

茯苓、甘草、防风、黄芪、白术等。⑥补血虚，四物汤、

桃红四物汤、当归补血汤；药如：当归、川芎、芍药、

熟地等；气血双补：八珍汤、十全大补汤。⑦其他：还

有七宝美髯丹、长生不老丹、长青益寿丹、延龄广

嗣丹、葆真丸、延龄固本丹等，都可延缓衰老。

3. 针灸、推拿按摩、气功、导引。

4. 单味中药延缓衰老：①改善脑组织，代表药：

人参、鹿茸、丹参、黄芪、灵芝、刺五加、枸杞、

何首乌、天麻。②调节内分泌，能提高肾上腺皮质功能，

如：人参、刺五加、当归、何首乌、巴戟肉等；可改

善垂体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分泌，如：刺五加、蜂王浆、

何首乌、甘草等；具有性激素或促性腺激素样作用

的，如：人参、淫羊藿、海马、蛤蚧、鹿茸、紫河车

等；具有雄性激素样作用，如：仙茅、菟丝子、覆盆

子等；具有雌激素样作用，如：海马、蛇床子、蜂乳等。

③调节免疫功能，能促进嗜中性白细胞吞噬功能，如：

人参、白术、山药、甘草、黄芪等；能增加单核巨

噬细胞数量，如：灵芝、甘草等；能增加 T细胞数量，如：

人参、黄芪、党参、黄精、女贞子、灵芝、淫羊藿

等；能加强免疫力的还有乌梅、桑葚、白花蛇舌草、

石膏、水牛角、冬虫夏草等。④清除自由基抗氧化，

具有抗氧化作用，如：何首乌、人参、红景天、绞股蓝、

西洋参、五加皮等。⑤补充微量元素：补骨脂、淫羊蕾、

肉苁蓉、菟丝子等都含有较高的锌和锰，其中以淫

羊藿含锰最多，补骨脂含锌最高，人参、白术、山药、

牡蛎、羚羊角等也含有多量的锌，鹿茸、地黄、细辛、

人参、柴胡等含有丰富的铁。⑥降脂，如：茵陈、当归、

首乌、艾菊、姜黄、决明子、荷叶等。⑦降糖，如：人参、

黄茂、石解、生地、麦冬、花粉等。⑧改善心功能，

如：丹参、赤芍、人参、黄芪、肉苁蓉、枸杞、瓜萎、

何首乌等。

（三）中医抗衰老的疗效标准[8]

1. 阴平阳秘：就是身体维持在一个阴阳平衡的

状态下，即“阴平阳秘”的状态，致病因子就无法使

你的身体生病。

2. 气血调和：即平和型体质，最为接近正常的

体质。其表现为饮食正常、睡眠好、二便通畅、性

格开朗，社会和自然适应能力强。

按脉象：“三部有脉，不浮不沉，不快不慢，成

人一息四至，和缓有力”是为正常人的脉象。

按舌像：一般为淡红，又随季节变化如夏季暑

湿盛时，舌苔多厚，或有淡黄色；秋季燥气当令时，苔

多薄而干；冬季严寒，舌常湿润。再如晨起舌苔多厚，

白天进食后则舌苔变薄；刚刚起床，舌色可见暗滞，

活动之后，往往变得红活。

按气色：国人正常气色应为红黄色，明亮润泽，

又随着季节、气候变化，或由于饮酒、劳动、情绪、

日晒等，引起临时性面色改变，称为常色中的客色，

属于正常范围，这些都是属于中医中正常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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