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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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矮 身 材、 肥 胖、 性

早熟是目前儿科生长发育

门诊具有代表性且常见的

三种疾病。临床及文献分

析发现，中医药治疗儿童

生长发育疾病亦主要围绕

这三个疾病开展。调查显

示，我国现有矮小人口约 
3 900 万人，矮身材患病率

约 3%[1]；6 岁以下儿童的

肥胖率为 3.6%，6~17 岁 
儿童和青少年的肥胖率为

7.9%[2]；近年来，我国儿童性早熟也呈明显增加趋

势，儿童性早熟患病率为 0.43%[3]。这些疾病严重影

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并可能对其成年后的生活及工作

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成为社会问题。针对儿童矮身

材、性早熟和肥胖等疾病，西药治疗并非对所有患儿

适用，且存在诸多不良反应，例如促性腺激素释放激

素类似物短期可出现过敏反应、阴道出血、潮热、关

节痛等不良反应 [4] ，长期应用可导致患儿的生长速

度减慢或甲状腺功能受抑制等 [5]。有研究表明，中医

药在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病方面具有一定的特色与优 
势 [6-10]。本文从中医药对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及特点的

认识、中医药治疗儿童矮身材、肥胖、性早熟的传承

与创新等方面探讨中医药在该领域的发展方向。

1 中医学对儿童生长发育规律及特点的认识

中医学对儿童生长发育规律的认识渊源流长，早

在《黄帝内经》已有记载，其中《素问·上古天真论》

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

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丈夫八

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

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描述了儿童生长发

育过程及男女生长发育的年龄差异，并指出肾气在生

长发育、生殖中的关键作用，以及儿童性成熟是以

“天癸至”为标志的。西晋王叔和的《脉经》首次提

出了“变蒸”一词 [11]，“变蒸学说”反应了婴幼儿形

体、精神发育阶段性变化规律，经过诸多医家的阐述

发展，指导着中医学对儿童生长发育的认识。

现代医家在传承中医学传统理论的基础上，对

儿童生长发育的规律进行了进一步探讨与总结，从四

时节律探讨了儿童春夏季顺应阳气身高增长较快、秋

冬季阳气封藏于内身高增长缓慢的自然规律；基于子

午流注学说，结合人体生长激素分泌高峰在 23：00- 
2：00，对应的时辰大致为亥时至子时，此时为胆经

及三焦经当令，提出儿童应在 23：00 前进入深睡眠，

以使阴阳交汇，助机体阳气升发，促进儿童生长 [12]。

运用现代医学研究成果，揭示中医学理论的科学内

涵，是当今中医药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现代医家从

遗传物质与肾为先天之本的相关性，RNA N6- 甲基腺

苷修饰生理功能与肾精相似，肾“精”与干细胞的同

一性，“肾主骨、生髓通脑”与下丘脑分泌生长激素、

性激素相关等多个角度对“肾主生长发育”进行了科

学阐释 [13-15]，这些研究为从肾论治儿童生长发育疾

病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通过与盖塞尔（Gesell）提

出的枢纽龄学说比较，汪受传 [16] 提出，儿童生长发

育过程的阶段性显著变化，中医称变蒸，西医称枢纽

龄。王凤兰等 [17] 将 50 种古籍中记载的变蒸相关的

内容与 Gesell 发育量表进行对比，发现两者可以优

势互补，进一步肯定了变蒸学说在小儿生长发育领域

中的作用与价值。

生长和发育是小儿区别于成人的重要特点，中医

学对此很早就有独特的认识。《灵枢·逆顺肥瘦》将

婴儿体质特点概括为：“婴儿者，其肉脆，血少、气

弱”，为后世医家对小儿生理特点的认识建立了基础。

我国现存最早的儿科著作《颅囟经》首先提出了“纯

阳”学说，小儿为“纯阳之体”由此而生 [18]。宋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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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乙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小儿“五脏六腑，

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的生理特点，及“易虚易实，

易寒易热”的病理特点 [19]。清代吴鞠通《温病条辨》

中提出了“小儿稚阳未充，稚阴未长也”的生理特点

和“易于传变”“易于感触”的病理特点 [20]。当代《中

医儿科学》教材则将小儿的生理特点归纳为：脏腑娇

嫩，形气未充，发育迅速；病理特点归纳为：发病容

易，传变迅速，脏气清灵，易趋康复 [21]。这些理论

的形成为中医药诊治儿童生长发育疾病奠定了重要 
基础。

2 中医药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传承与创新

2.1 矮身材 矮身材又称矮小症，是指在相似

生活环境下，同种族、同性别和年龄的个体身高低于

正常人群平均身高 2 个标准差者，或低于第 3 百分位

数者 [22]。古医籍中未专门、系统地论及矮身材，但

有相关记载。目前中医学尚无准确概括“矮身材”特

征的病名。现代医家认为中医学“五迟”中虽有生长

发育障碍，但矮小症中通常无五迟中身材矮小之外症

状，且五迟与现代医学相对应的主要是脑发育不全、

脑性瘫痪、智力低下等，因此提出与“身材矮小”准

确相对应的中医病名并明确其定义十分必要。有学者

提出“矮小症”的中医定义范围应比西医更为广泛，

包含“矮小症”和“身材偏矮（3~10 百分位）”，以

涵盖更多的病例，使身材偏矮的患儿尽早接受中医治

疗 [23，24]。这体现了中医的诊治特点和治未病理念，

但容易与临床广泛使用的西医学“矮小症”的定义混

淆，因此尚存在争议。

根据矮身材之身材矮小和生长缓慢等临床表现，

可归属中医古籍中“五迟”“胎弱”“虚劳”“疳证”

等范畴。《诸病源候论·数岁不能行候》曰：“骨是髓

之所养，若禀生血气不足者，即髓不充强，故其骨不

即成”[25]，指出本病的发生与血气不足髓失充养有关。

《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曰 [26]：“小儿五迟之证，

多因父母气血虚弱……先用加味地黄丸滋养其血，再

以补中益气汤调养其气”，强调了先天禀赋在本病发

生中的重要性，并拟出了相应的治则方药，为后世医

家治疗矮身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现代医家将本病的病因总结为先天禀赋不足和后

天失养两方面，认为本病病位以脾肾为主，涉及心肝，

脾肾两虚为其基本病机 [27，28]。一项有关矮身材中医

诊治的调查问卷研究结果显示 [29]，共识性较高的中

医证型包括：脾肾两虚证、肝肾亏虚证、心脾两虚证

和肺脾气虚证。治疗以扶正补虚为主，调补各脏所虚

是其治法所在。此外，陈荣焜提出根据发育与否及性

别之不同，采取不同治法：发育前立“补气健脾、培

育中土”之法；发育后男性治以“活血化瘀、温肾助

阳、益肾填精”，发育后女性治以“疏肝解郁、补血

益精”[30]。郑宏提出了顺时养护、因时制宜，择时用

药、择时针刺的治疗原则 [12]。苏慧敏等 [31]认为本病

应重视预防，做好孕期保健，促进胎儿宫内健康发育，

以顾护先天，并提出 6 岁以下儿童可作为本病的主要

防治人群，通过调理体质减少常见疾病反复以改善身

高。这些研究和理论的提出丰富了中医学对矮身材防

治的认识，但还有待形成系统、规范、统一的中医诊

疗方案。

截止目前尚无有关矮身材中医疗效的大样本临床

试验。未达到使用生长激素标准的身材偏矮儿童和病

因不明确的特发性矮小症儿童可以作为中医治疗重点

关注的人群 [32]。研究表明，中医药改善矮身材的作

用机制与促进血清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1、胰岛素样

生长因子结合蛋白 3、生长激素水平，降低血清饥饿

激素水平等有关 [33-35]，其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深入 
研究。

2.2 肥胖 肥胖是机体能量摄入超过消耗，造

成体内脂肪堆积过多，体重超常的疾病，已成为当今

社会儿童和青少年最常见的慢性病。儿童肥胖症中绝

大部分是单纯性肥胖。中医学无肥胖病名，归属“膏

人” “脂人” “肉人”等范畴。

肥胖病的中医渊源，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代。《灵

枢·卫气失常》曰：“人有肥有膏有肉……腘肉坚，

皮满者，肥。腘肉不坚，皮缓者，膏。”此处的脂膏

形体则指肥胖。《素问·通评虚实论》将“肥贵人则

高粱之疾”的病机归咎于“血黑而浊，气滞以迟”，

并提出“因其重而减之”的治疗观点。元代朱震亨《丹

溪心法》中提出“肥人多虚，肥人多湿多痰”之论，

治疗上提倡“宜燥湿去痰、行气，二陈汤加木香、二

术、香附、芎、归，或导痰汤”[36]。《神农本草经》

中列举了枸杞、人参、薏苡仁、猪苓、杜仲等大量“轻

身”之品，为后世医家对肥胖病的认识与防治提供了

参考。

现代医家认为本病与饮食不节、劳逸失常、体质

禀赋、情志失调等因素有关，人体阳气虚弱，气化失

职，脏腑功能失调，运化疏泄不利，气机郁滞、升降失

常，血液运行不畅，脂浊痰湿堆积体内，形成肥胖 [37]。 
中医辨证应细辨本虚与标实，治疗重在补虚泻实，以

健脾补肾、涤痰除湿为主要法则。目前儿童肥胖症无

统一的中医辨证分型及治疗方案。一项基于 30 余年

现代文献挖掘的研究发现，儿童单纯性肥胖症频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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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证型分别为脾虚湿困、脾肾阳虚、脾虚胃热、肝

郁气滞、胃热湿阻证 [38]，为儿童单纯性肥胖症的证

候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熊磊提出儿童单纯性肥胖的

基本病因是“肺脾气虚”和“痰湿内盛”，前者予以

防风通圣散合防己黄芪汤，后者予温胆汤合平胃散、

泽泻汤 [39]。向希雄针对儿童单纯性肥胖脏腑功能失

调者，提出“上焦以宣为主” “中焦以化为主” “下

焦以利为主”的三焦分治法 [40]。鞠丽等 [41]基于中医

治未病思想，结合现代医学对肥胖分期的认识，提出

胎儿期着重从脾、肾论治，脂肪重聚期着重从脾胃论

治，青春期着重从肝、火论治。

儿童肥胖症的西医治疗以饮食疗法和运动疗法

等生活方式干预为主，经过正式的强化调整生活方式

干预后，还未能控制体重增加或改善并发症，或有

运动禁忌时，再考虑对肥胖患儿进行药物治疗，但

目前能够用于治疗儿童肥胖症的西药选择仍非常有 
限 [42]。中医药着眼于调整脏腑功能、纠正偏颇体质，

在儿童肥胖症，尤其是单纯性肥胖的防治方面具有独

特的优势。中医治疗以汤剂、推拿、针灸、耳穴压豆

法等为主，疗效均较理想 [43]，且中医外治法受到较多

关注并广泛应用。综合疗法是中医治疗的优势，通过

中药结合中医外治疗法，或者多种中医外治疗法的联

合治疗，可以发挥协同作用，提高中医治疗本病的效 
果 [44]。但相关的临床研究多为单中心、小样本研究，

而无多中心大样本的研究报道。相对于其他生长发育

疾病，中医药干预肥胖症的机制研究较多。目前已报

道的中医复方主要为理气化痰、除湿健脾类中药，包

括二陈汤、加味温胆汤、健脾清化方等，单体包括番

茄红素、根皮苷、23- 乙酰泽泻醇 B、荷叶碱等 [45-51]。

研究表明，改善糖脂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提高

基础代谢率、调整肠道菌群、缓解肠道慢性炎症等为

中医药治疗肥胖的作用机制 [45，52-54]。由于肥胖往往

是多基因变异、与多种疾病相关，而中医药具有多组

分、多靶点、多途径、不良反应少等特点，使肥胖症

的治疗有了更多的选择 [53]。

2.3 性早熟 性早熟是小儿常见的内分泌疾病

之一。近十年来，世界范围内性发育开始的年龄有

提前趋势，性早熟的诊治也日益引起临床医生的重 
视 [55]。根据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功能是否提前启

动，性早熟可分为中枢性、外周性和不完全性性早 
熟 [56]，其中以中枢性性早熟中的特发性性早熟多见。

中医治疗适用于非器质性病变引起的性早熟，对性早

熟早期、中期或轻症患儿疗效确切。本病现代中医病

名和西医一致。中医古籍中无“性早熟”病名记载，

鲜有相关记载。

中医对性成熟的认识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

已有描述，指出性成熟与“肾气”及“天癸”密切

相关，亦与冲任二脉有关，为后代医家研究性早熟

的理论基础和重要依据。中医药治疗性早熟首次报

道于 20 世纪下半叶。顾文华提出本病病机为“肾阴

虚、相火旺”，并制订了“滋肾阴、泻相火”的治疗

方案 [57]。时毓民最早提出了儿童性早熟阴虚火旺八

大证候特点 [58]。然而随着对性早熟研究的深入，究

其病机并非单一的阴虚火旺所致，还包括肝郁、脾

虚、痰火等。2012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医科

俞建教授负责起草了《中医儿科常见病诊疗指南·性

早熟》，系统制定了性早熟中医诊疗的常规思路和方

案，为本病的规范化治疗提供了重要参考。2016 年

发布的《中医儿科临床诊疗指南·性早熟（修订）》，

将本病主证列为阴虚火旺证，兼证包括痰湿壅滞证和

肝郁化火证，指出本病临床上两证型常兼见并存，其

中阴虚火旺为主兼肝郁化火为多见，或兼见痰湿壅滞

证 [59]。中医药治疗性早熟常用的药物包括知柏地黄

丸、大补阴丸、丹栀逍遥丸、龙胆泻肝丸、乳癖消片

等，其余主要为经验方。研究表明，中医药不仅可以

减缓性早熟患儿第二性征的发育，还可以延缓骨龄

成熟，从而防止骨骺过早闭合 [60]。尽管中医药治疗

性早熟的报道较多，但绝大多数循证证据级别不高。

2013—2015 年，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医科纳入

了上海市 3 家医院，采用随机、单盲、阳性对照的试

验原则，将 154 例女性特发性性早熟患儿随机分为滋

阴泻火组或滋肾清肝组，疗程 6 个月。结果表明，治

疗 3、6 个月后，组内前后比较，乳核减小（P<0.05，
P<0.001）；治疗 6 个月后，组内前后比较，子宫容

积减少（P<0.05）。该研究为中医药治疗女性特发性

性早熟提供了依据 [10]。

中医药治疗儿童性早熟的作用机制研究主要集

中在对滋阴泻火类中药、疏肝泻火类中药作用靶点

及机制的探讨，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下丘脑—垂体—

性腺轴及其信号通路、垂体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信

号传导系统、表观遗传学、环境内分泌因素等方面，

为进一步开展中医药治疗性早熟机制的研究奠定了

基础 [47，48，61，62]。

3 总结与展望

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医药在诊治

儿童生长发育方面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立足于“治

未病”理念，更加重视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早期预防。

基于中医辨证论治基本原则，通过整体调节、综合治



• •1288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3 年 11 月第 43 卷第 11 期 CJITWM，November 2023，Vol. 43，No. 11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中
国
中
西
医
结
合
杂
志

疗，中医药在矮身材、肥胖、性早熟等疾病治疗中具

有鲜明特色，以特发性矮小症、身材偏矮、单纯性肥

胖、特发性性早熟等为中医药干预的优势人群。近年

来，全国各地多家医院，如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中

医科、江苏省中医院儿科、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儿科医院、湖北省中医院儿科等，陆续成立了儿

童生长发育专科门诊，有助于推动临床和科研的进一

步发展。

虽然中医药在儿童生长发育领域取得了一定进

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1）儿童矮身材、

肥胖等疾病中医证候类型、辨证论治体系尚不统一，

诊疗方法缺乏规范化、标准化，限制了中医药在儿童

生长发育疾病治疗中的应用；（2）治疗儿童生长发育

疾病的经验方和院内制剂多，上市中成药较少；（3）
对于需要长期口服中药治疗者，患儿依从性差的问题

不容忽视；（4）中医药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临床

疗效研究多是临床报道或经验总结，多为小样本、单

中心的研究，缺少大样本、多中心的随机对照试验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RCT）研究，影响了

中医药的推广应用；（5）中医药临床基础研究和实验

研究相对较少，药物作用机制尚不清楚。

如何推动中医药在儿童生长发育领域的传承与创

新，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1）遵循“循

证为主，共识为辅，经验为鉴”的原则，形成针对

儿童生长发育疾病规范化、标准化的中医临床诊疗指

南；（2）继承和创新中医药关于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

病的传统理论，以临床疗效为基础，并借助现代科学

研究理论和技术，研制儿童容易接受且疗效好的中成

药；（3）开展多中心 RCT、真实世界研究，促进循证

医学在儿童生长发育领域中医药研究中的应用，形成

更高级别的循证医学证据；（4）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深

入研究中医药治疗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机制，以推动

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5）随着儿童生长发育

疾病从注重“治已病”向注重“治未病”转化，重视

母孕期的健康管理和儿童保健管理工作，并可将中医

营养学结合到儿童生长发育疾病的预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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