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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脂肪肝可分為酒精性及非酒精性兩種，非酒精性脂肪肝是一個全球性的健

康問題，近年來其盛行率呈上升趨勢。全世界每年約有 200 萬的患者死於肝臟

疾病，而其中肝硬化更是造成約有 160 萬人的死亡。台灣地區，每年因肝癌及

肝硬化併發症死亡人數超過一萬人，過去認為是跟慢性 B型 C型肝炎有關，其

次才是脂肪肝。非酒精性脂肪肝病在全在台灣的盛行率約為 11.4-41%，根據肝

基會 2021 年世界肝炎日-超音波動計畫，台灣地區 大於 40歲族群脂肪肝比率

為 55.6%。高危險群包括計程車司機為 66.4%，肥胖者為 80%，常見危險因子為

肥胖、第二型糖尿病、與高血脂等。2020年目前證據顯示，脂肪肝與代謝疾病

相關性極高，71%合併糖尿病，62%合併高血壓(黃志富 2015)，2020年起學界

將脂肪肝(NAFLD/NASH)更名為代謝相關性脂肪肝疾病(MAFLD)。 

 

脂肪肝的治療 

    目前所有的證據中，已有藥物可以改善脂肪肝肝炎，但台灣食藥署尚未核

准使用，生活型態的改善與控制其他相關的代謝 疾病才是目前治療的重點；生

活習慣調整主要針對減重、增加運動、與健康飲食習慣三大目標來建議病患

（劉乃瑄 2014）。中醫藥擁有豐富的治療資源，最近的研究表明，許多草藥萃

取物被發現具有潛在的抗非酒精性脂肪肝疾病活性。目前報告的大多數中藥及

有效成分都具有清熱祛濕的功效。 

 

中醫對非酒精性脂肪肝的認識 

    中醫理論認為，疾病是一個動態過程，疾病的不同階段可能有不同的規

律。「證」（中醫證候）數千年來一直是中醫的核心診斷概念，被定義為病患在

疾病動態過程的特定階段的症狀和體徵模式。濕熱證是中醫最常見的病症，以

慢性低度全身性發炎為突出特點，易誘發胰島素抗性並引起各種代謝紊亂。曾

任職於台北市立聯合醫院中醫科的賴貞志醫師，根據臨床經驗及疾病病程，將

本病歸屬於中醫的痰濁、肥胖、積聚、脇痛、瘀血等範圍。而病因多為過食肥

甘厚味、七情內傷或濕熱之邪壅滯肝脾。依據臨床研究結果發現脾腎兩虛是非

酒精性脂肪肝的主要病理機轉，因此以健脾補腎的中藥配伍來治療。補氣健脾

以黃耆、人參、白朮；溫中散寒以乾薑；滋腎陰、補腎陽以熟地、山藥、山茱

萸、枸杞、肉蓯蓉；溫補腎陽則以肉桂。另一研究也指出胰島素阻抗與非酒精

性脂肪肝患者的濕熱內蘊型相似，因此以清熱疏肝健脾為主藥治則，方以丹梔

逍遙散治療。除了常使用的中藥外，臺灣民間常使用各類的青草茶作為消暑、



清肝降火的飲品。 

 

*苓桂朮甘湯：這是一種傳統中藥湯劑，對於需要控制體重和改善肝脂肪過多的 

 人來說，能夠幫助改善身體對糖的利用。 

*澤瀉：幫助體內多餘水分排出，減少身體濕氣和熱氣，並對於預防肝脂肪過多 

 有益。 

*荷葉：從蓮花中提取，可以幫助調節體內脂肪的分布，對於減肥和減少因飲 

 食不當引起的體內發炎有幫助。 

*虎杖：一種對抗肝脂肪過多特別有效的成分，能夠減少炎症和改善肝功能。 

*薏仁：具有減少肝內脂肪積累的效果，有助於保持肝臟健康，特別適合關注肝 

 健康的人群。 

 

結論 

    提醒民眾，傳統中草藥在現代醫學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價值，並且透過科學

研究的支持，這些古老的療法有潛力為當代肝病治療提供新的途徑。同時，它

也呼籲保護和繼承中醫中草藥的豐富知識，以免這些寶貴的資源在現代社會中

被忽視或遺忘。對於有興趣利用中草藥治療肝病的人來說，建議在專業醫療人

員的指導下進行，以確保安全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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