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总第

46

卷第

4

期

月经是女性特有的生理现象，同时也是反映妇

女健康状况的指标。 月经病是妇科常见的疾病，月

经的异常往往是机体患病的反映。 元代医家张子和

有言“凡看妇人病，入门先问经”，强调月经在妇科

诊病中的重要性。 南宋著名医家陈自明所著的《妇

人大全良方》指出：“经脉不调，众疾生焉”。 《女科经

纶》为清代医家萧慎斋所著，萧氏在论治经水不调

时提出首先应区分经病与他病的不同，并在《月经

门》按语中云：“妇人有先病而后致经不调者，有因

经不调而致诸病者。 如先因病而后经不调，当先治

病，病去则经自调；若因经不调而后生病，当先调

经，经调则病自除。 ”

所谓“调经”，重在“调”字。 《陈素庵妇科补解》

就立下“症属有余宜通，症属不足宜补”的调经根本

大法。 海派中医妇科以继承性、包容性和创新性呈

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成为“海派中

医”的核心内容和重要代表之一。 海派中医妇科的

代表人物在中医教育、社会公益、为人师表、著书立

说、科研创新等方面具有特殊贡献，在中医妇科近

代发展史上有诸多第一和创新，这使海派中医妇科

在全国中医妇科界享有很高的盛誉。 海派中医妇

科，医家荟萃，名医辈出，源远流长。 著名妇科流派

有江湾蔡氏、南通朱氏、浦东陈氏、慈溪胡氏、浦东

王氏、松江骆氏、川沙胡氏、金山唐氏、青浦何氏等，

妇科名家有沈仲理、庞泮池、唐吉父等。 海派中医妇

科各流派对调经的临证思维、选方用药，同中有异，

颇具特色。 现就其共性特色简述如下。

1

调理冲任，重在补肾

冲为血海，任主胞胎，冲任二脉皆起于胞中，隶

属肝肾而司女性生殖生理。 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

阳之根，藏五脏六腑之精，肾与胞宫、天癸、冲任、督

带的关系尤为密切，对天癸的盛衰和冲任二脉的盈

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调经尤重补肾和调理

冲任。

江湾蔡氏妇科认为月经以肾气为主导，受天癸

调节，冲任气血相资，胞宫出现虚而盛而满而益而

虚的月经周期，并随着阴阳消长、气血盈亏而出现

月经期、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的变化。 因此蔡小

荪教授在调理冲任时将补肾法贯穿始终，在月经期

育肾调冲，经后期育肾通络，中期育肾培元。 南通朱

氏妇科朱南孙教授注重 “肾为冲任之本”， 乙癸同

源，肝肾为纲，尤重奇经之冲任通盛。 针对妇女月经

周期变化时冲任气血盛衰出现生理性变化的特点，

将补充冲任和疏理冲任药有机组合， 应时而施，分

别用于月经周期的各个阶段。 青浦何氏妇科诊治妇

科病注意到奇经八脉的病理变化，认为月经病与冲

脉的关系尤为紧要，而冲脉的功能与肝脾两藏功能

紧密相连，故临床善用和理法，调和气血 ，调理冲

任。

金山唐氏妇科的唐锡元认为肾对妇科疾患的

影响至为深切。 临床见月经失调者，注意调整与恢

复肾之功能。 浦东王氏妇科认为滋补肝肾是治疗妇

产科疾病的重要法则，在养血活血或疏肝理气调理

月经时，补益肝肾是非常必要的。 故诊治时根据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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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与精血的生理病理关系，适量应用温阳行气之品

发以调整阴阳平衡，以期推动气血生化运行，达到

温润添精、补益肝肾之功，使肾气盛、天癸至、任通

冲盛。

2

理气养血，顾护脾胃

气血为人体生身之本，以通畅为贵，古人有“气

为血帅，气行则血行，气顺则血顺”之论。 脾为后天

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中气而统血，脾气健运则

血循常道；胃主受纳，为水谷之海，胃中水谷盛，脾

胃健旺，精微充足，则气血旺盛，冲脉之血亦盛；血

海满盈，冲任充沛，经孕产乳正常。 故调经必要理气

养血、顾护脾胃。

江湾蔡氏妇科主张“调经主肝肾，理气为要”、

“气以通为顺，血以调为补”，“通、调”相结合的学

术思想。 临证采用以调为主，养血为先，理气为要，

闭则不尚攻伐，崩则不专止涩，将疏肝理气法作为

妇科常用之法。 即使调血诸方， 亦皆以理气为先

导。 浦东陈氏妇科对于妇科调经， 主张调经宜理

气，不可破气，宜于辛香理气中复入调肝之品。 陈

大年教授认为月经病多因冲任失调所致， 治疗主

张和营养血，疏调气机 ，使肝脏功能正常，冲任得

以通盛， 临床上常以八制香附丸为主方， 随证加

减。

青浦何氏妇科认为月经病可责之肝， 亦可责

之脾。 何氏医家治疗妇科病大多从肝脾入手，认为

脾之统领血液功能，具有通、摄的双向作用，治法

方药有其独特之处，善用和理法。 “和理”的宗旨是

使肝脾二藏的功能协调，更好地统领气血。 “女子

以肝为先天”，川沙胡氏妇科在临床上常宗“治经

肝为先，疏肝经自调”的方法 ，多用疏肝理气法治

疗。

海派妇科在临床上也十分注重顾护脾胃之气，

认为调理脾胃至关重要，既在发病之初就注重脾胃

的调护，不仅脾胃可免肾衰之累，且脾胃健运则谷

安精生，化源不竭，气血充盈，其他脏腑灌溉不乏可

代偿其先天不足，同时也能使已衰之肾气得到充分

滋养，有望可减慢衰势。

3

周期疗法，调经助孕

月经以肾气为主导，受天癸调节，脏腑协同作

用，冲任气血相资，出现胞宫气血的充盈与泻溢。 海

派中医妇科专家大多根据月经的周期性，创立调经

周期疗法和助孕周期疗法，强调调经为治疗不孕的

先决条件。

江湾蔡氏妇科的蔡小荪教授在上世纪七十

年代初就提出了月经周期的四期生理特点和调

治思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有“化瘀散结周期

调治法”，治疗不孕症制定出“育肾通络—育肾培

元—育肾调经周期调治法”。 其他如治疗闭经、功

能失调性子宫出血、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均用周期

调治法，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慈溪胡氏妇科的

胡彭寿教授认为月经病的发生是每月一次，故其

治疗原则应每月按月经周期用药 ，月经期以汤药

为主，平时则遵循“缓则丸之”的原则用丸药代煎

药。

浦东王氏妇科的王辉萍教授以治妇科病而盛

名于外，认为治疗不孕症，第一阶段采取先治病调

经的原则，使肝郁、气滞、痰湿等显著改善，气血调

和，五脏安和，经脉通畅，冲任充盛，经事准时自下，

第二阶段治疗即可顺利进行。 浦东陈氏妇科的陈惠

林教授认为治疗不孕症抓住调经与种子两大环节，

其中调经是种子的必要条件，二者相辅相成。 遵循

月经的发生、发展和气血盛衰变化的规律，分期辨

证，因势利导，合理用药，以提高受孕的机会。 松江

骆氏妇科认为种子宜从调经着手，标本兼顾，临床

上不孕症常常与月经病关系密切，要求孕育，经调

是先决条件。

4

创立验方，善于归纳

海派中医妇科各流派调经验方颇多， 疗效显

著。 如南通朱氏妇科治疗重症崩漏、月经过多的将

军斩关汤， 治疗血瘀重症痛经的验方加味没竭汤

（即化膜汤）等。 江湾蔡氏妇科临床调经创立了一

系列经验方，如治疗痛经的温经止痛方、逐瘀化膜

方；治疗崩漏的养阴止崩方、化瘀止崩方；治疗子

宫内膜异位症的内异

Ⅰ

方、 内异

Ⅱ

方、 内异

Ⅲ

方

等。 还有浦东陈氏妇科治疗肝郁导致月经失调的

八制香附丸， 浦东王氏妇科治疗闭经的活血通经

方， 川沙胡氏治疗寒凝血瘀痛经的温经活血汤等

等。

注重归纳总结，如南通朱氏妇科的朱南孙教授

归纳总结出“通、涩、清、养”止血四法。 四法兼备，知

常达变，由于崩漏出血病人证情复杂，临证实践中

四法多兼而用之。 在长期临证治疗中，江湾蔡氏妇

科的蔡小荪强调“天人合一”，创立了一整套妇科病

审时论治的学说和中医周期疗法。

5

组方精简，巧用药对

治病辨证准确，组方精简 ，用药轻灵，注重药

对，这是海派中医妇科各流派专家的特色。

专家们在临床上多选性味平和、药源丰富的常

用药。 强调药物配伍，精于方者，必精于药之配伍。

如沪上对江湾蔡氏妇科有“九加一、蔡一帖”之称。

蔡氏妇科组方用药

10

味左右， 而且剂量较轻，或

2.5g

，或

4.5g

，或

6g

，至多不过

10～15g

，但是临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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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显著。 南通朱氏妇科的朱南孙教授临诊素以师古

而不泥古著称，其处方在

10

味左右，不超过

12

味，

组方严谨，味味有据，尤善药对，自成特色。 巧用药

对，组方简捷，或二味成对，或三、四味成组，药精不

杂，丝丝入扣。 如常用桑螵蛸与海螵蛸配伍，固肾收

涩，固冲止崩，通涩兼施，用于肾虚不固之崩中漏

下。 马鞭草配益母草，清热活血通经，用于气滞血瘀

兼有热象之闭经、月经过少之症。 金山唐氏妇科的

唐锡元教授常用川断、杜仲、桑寄生三药相须补肾，

他认为三药同入肝肾经， 都具有补益肝肾作用，但

又各有所长，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可以发挥不同

的作用。

总之， 调经之法要顺应其周期性的阴阳消长，

调补肾之阴阳，协调气血之盛衰，助其顺利转化。 海

派中医妇科强调调经的根本原则是消除病因，求本

论治，调整阴阳平衡，恢复机体生理功能。 同时也要

注意“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辨证施治，以平

为期”。 如《万氏女科》中所说：“大抵调经之法，热则

清之、冷则温之、虚则补之、滞则行之、滑则固之、下

陷则举之，对证施治，以平为期。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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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肌缺血，是指心脏的血液灌注减少，心肌能量代谢不

正常，不能支持心脏正常工作的一种病理状态。 本研究以结

扎大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造成心肌供血不足，复制心肌缺血

模型 ， 以

IL-6

和

AngⅡ

作为评价指标 ， 观察三七总皂苷

（

PNS

）对大鼠心肌缺血的影响。

1

实验材料

1.1

实验动物 雄性

Wistar

大鼠

400

只， 体重

250～300g

，

由北京维通利华实验动物中心提供 ， 动物许可证编号 ：

SCXK

（京 ）

2002-0003

，分笼饲养 ，每笼

5

只 ，食水自由摄

取。

摘 要 目 的 ： 研 究 三 七 总 皂 苷 （

Panax Notoginsenosides

，

PNS

） 对 心 肌 缺 血 大 鼠 血 清 白 细 胞 介 素

6

（

Interleukin6

，

IL-6

）和血管紧张素

Ⅱ

（

AngiotensinⅡ

，

AngⅡ

）含量的影响 。 方法 ：采用结扎大鼠冠状动脉左前降支造

成心肌缺血模型 ， 将心肌缺血大鼠随机分成模型组和

PNS

组 ， 并设假手术组作为空白对照 。

PNS

组给予

PNS

120mg/kg

，分别给药

3

、

7

、

14

、

28d

后 ，检测各组大鼠血清

IL-6

和

AngⅡ

含量 。 结果 ：在心肌缺血后

3

、

7

、

14

、

28d

，造

模大鼠

IL-6

和

AngⅡ

含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升高 ， 在缺血早期

IL-6

迅速升高而在后期稍有下降 ，

AngⅡ

的含量随

时间延长逐渐升高 。

PNS

组给药

3d

后

IL-6

较模型组即显著下降 ，且持续到给药

28d

；而给药

28d

时

AngⅡ

才显著

低于模型组 。 结论 ：在急性心肌缺血期以炎症反应为主而在心肌缺血后期则以心肌纤维化为主 。

PNS

可能在心肌

缺血的每个阶段均起到保护心肌的作用 ， 即在心肌缺血早期起到抗炎作用 ， 而在心肌缺血后期尤其是连续给药

14d

后起到抗心肌纤维化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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