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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之脾，居于人体的中焦，在膈之上，与胃相

邻。 脾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对生命活

动的延续和气血津液的化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带

下医”，即古代称专门治疗妇产科疾病的大夫，最早

见于《史记·扁鹊列传》，可见从春秋战国时期至今，

中医学都非常重视妇科疾病的诊治。 《寿世保元》中

载“妇人乃众阴所集”

[1]273

，脾在五行中属土，又为阴

中之至阴，故脾之异常与妇人疾患密切相关。 纵观

历代医家著作，妇科疾病亦常从脾论治。 笔者通过

研读多本古代医籍及临床跟诊，对中医之脾与妇科

疾病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

1

脾之功能对女性经、带、胎、产的影响

1.1

脾主运化 脾主运化，即脾具有把饮食转化为

水谷精微和津液，并把它们吸收、传输到全身脏腑

的生理机能。 《医学启源》中提到“脾者，土也……消

磨五谷，寄在胸中，养于四旁”

[2]

，说明人体的脏腑、

经络、四肢百骸、筋肉皮毛等均需要脾所运化的水

谷精微、 津液的滋养才能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那

么女性的胞宫和相关的经络也不例外。 脾为后天之

本，不仅能不断化生水谷精微，使气血生化有源，还

可以不断充养先天之精，使肾中之精气充足。 先、后

天均充足，才能使妇女经、带、胎、产正常。

1.2

脾主统血 脾主统血， 是指脾气具有统摄、控

制血液在脉中正常运行而不逸出脉外的功能。 《寿

世保元·妇科总论》中提到“况心生血，脾统之，胃为

之元也。 养其心则血生，实其脾则血足，气胜则血行

矣。 ……此调经之要法也。 ”

[1]273

从中可以看出，脾统

血功能的正常是女性月经正常来潮的关键条件之

一。

2

脾之病变与妇科疾患的关系

2.1

脾失健运 脾失健运体现在不能运化食物和

不能运化水液两个方面。 脾运化食物的功能减退会

影响食物的消化和水谷精微的吸收，出现气血津液

生化不足，正如《脉因证治·经候》中所述“脾胃不

和，饮食减少，则血不生。 血者，饮食所化”

[3]

，所以容

易引发月经量少、经闭、产后乳少等病症。 笔者在临

床跟诊中发现，目前节食减肥致脾失健运是女性月

经失调的常见病因病机。

脾不能运化水液对妇产科疾病亦有较大影响。

《素问·至真要大论》载：“诸湿肿满，皆属于脾。 ”

[4]

脾

运化水液的功能失常，导致水液在体内停聚，出现

水肿，成为妇女因脾病而月经不调的一个兼症。 在

《诸病源候论》中的月水不通候、月水不通无子候、

产后月水不通候等多处提到水肿， 如 “月水不通

……脾胃虚弱，变为水肿也。 所以然者，脾候身之肌

肉，象于土，土主能克消于水，水血既并，脾气衰弱，

不能克消，故水气流溢，浸渍肌肉，故肿满也”

[5]

。 水

肿不仅出现在月水不通的病证中， 还出现于妊娠

期，如《医方集宜·妇人门·胎前》中记载“妊娠胎水

者……盖因脾胃虚弱，土不能制水，致水气流溢，故

令身肿也”

[6]205

。若妊娠至七、八月，由于胎体长大，会

阻碍气机之升降，只见足部浮肿，而脉象、小便无异

常，亦无其他全身症状者，则属正常范畴，可不须治

疗，分娩后自可消退

[7]

。

脾不能运化水液，体内水湿积聚易化为痰。 肥

人气虚多痰湿，造成月经后期、月经量多、不孕等疾

病。 在《丹溪心法·妇人八十八》中提到“肥胖饮食过

度之人，而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

[8]245

，在《寿世保

摘 要 古人认为妇人乃众阴所集，脾在五行中属土，又为阴中之至阴，故脾之异常与妇人疾患密切相关。脾主运化

及主统血功能正常才能维持妇女经、带、胎、产正常。健脾法为常用的妇科疾病治疗方法，治疗当时刻顾护后天之本，方能

达到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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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见能医》中均有相似的观点。 《丹溪心法·子

嗣九十三》中载“若是肥盛妇人，禀受甚浓，恣于酒

食之人，经水不调，不能成胎，谓之躯脂满溢，闭塞

子宫。宜行湿燥痰……”

[8]258

，此为妇人平素过食肥甘

厚味，嗜食酒水，使脾胃虚弱，不能运化水液，水湿

积聚成痰，闭塞胞宫，故不能正常受孕。 脾虚有湿，

不仅影响月经来潮和受孕， 对白带的影响也很大。

《笔花医镜·带下》中提到“带症有青黄赤白黑之分，

亦不必分属五脏，总之不外乎脾虚有湿而已”

[9]82

，认

为带下病无论颜色如何均是由脾虚有湿引起。

2.2

脾不统血 由于脾气主升，在体合肉，所以“脾

不统血”之出血常见于下部或肌肉、皮下，如便血、

尿血、崩漏及肌衄等，意为血随气陷下溢而出血

[10]

。

由于脾不统血，导致血溢脉外引起的最常见妇产科

疾病为崩漏证。 脾虚血失统摄，冲任不固，不能调控

经血，发为崩漏。 论述脾与崩漏关系的医书众多，

如《周慎斋遗书》中“一女下血不止，此脾不能统血

也”

[11]195

，《丹溪心法》中“崩中漏下……举养脾胃”

[8]248

。

脾不统血除了引起崩漏，还能引起妊娠下血、恶露

不绝、经行腹痛等。

3

妇科病变从脾论治

3.1

从脾失健运论治 脾运化水液的功能失常，水

液停聚，可致全身水肿。 笔者研读大量古医籍，发现

古代医家善从病之根本入手，以健脾为主，消除水

肿。 《寿世保元·妊娠》中治疗子肿“朝用补中益气，

夕用六君子加苏梗而愈”

[1]303

，《笔花医镜·胎前诸症》

中治疗子肿也应用了六君子汤

[9]85

。 六君子汤益气健

脾，燥湿化痰，土能制水，水液正常输布，则水肿自

消。 脾不能正常输布水液，水湿积聚成痰。 各代医家

善用导痰汤，燥湿豁痰、行气开郁以治疗妇产科疾

病。 如《寿世保元·调经》“肥盛妇人经水或三二月一

行者”

[1]275

，《一见能医·女人经水不调皆因气滞》“肥

盛人， 或二三个月一行经者”

[12]

，《金匮钩玄·子嗣》

“肥者不孕，因躯脂闭塞子宫而致，经事不行”

[13]161

，

这些均应用导痰汤进行治疗。 在治疗妇科带下疾病

时，医家使用补中益气汤较多。 因为带下病多为脾

虚运化失司，水谷精微不能上输以化气血，反聚而

成湿，流注下焦，伤及任、带二脉引起带下病。 运用

补中益气汤，补气健脾，使后天生化有源，并且升提

中气，恢复中焦升降之功能。 《周慎斋遗书·妇人杂

证》、《寿世保元·带下》、《医学刍言·妇人杂病》等古

医籍均有采用补中益气汤治疗妇科带下病的记载。

脾失健运，气血生化无源，易导致女性月经量

少、闭经等症。 《医方集宜·妇人门·病源》中“王节斋

曰：妇人女子经脉不行，多由脾胃损伤而致者……

便须审其脾如何，若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少食恶

食，泄泻疼痛，或因误服汗下，致克药伤其中气，以

致血少而不行者，只宜补养脾胃。 盖旺则能生血，而

经自行矣……”

[6]194

， 故脾功能正常， 则人体气血旺

盛，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 《古今医统大

全·妇科心镜·通用方论》中也有相似的观点，认为

不能单用四物汤来养血补血，四物汤中的“芍药酸

寒，能伐杀生之气；生地甘滞，凝膈壅胸，而脾胃虚

者益加损弱，血脉不行而经愈塞矣。 若脾胃虚甚，单

用四君子汤以健脾，脾稍健，方可合二方为八物，服

之庶不偏误”

[14]

。 《周慎斋遗书·产后》中治疗产后气

血虚弱之证，认为“调补气血，理脾而血药次之”

[11]200

。

以上可以看出历代医家多根据 “脾为后天之本”、

“脾为气血生化之源” 的理论来治疗妇科气血不足

之证。

3.2

从脾失统摄论治 脾失统摄， 血液溢出脉外，

可出现月经过多、经期延长、崩漏、胎漏、产后恶露

不绝等病症。 脾统血与气摄血是统一的。 脾气健旺，

运化正常，气生有源，气足则固摄作用健全，血液则

循脉运行而不逸出脉外。 如《笔花医镜·产后诸症》

中“恶露不绝者，因脾不统血，用归脾汤”

[9]89

，此病多

为产后操劳过早，劳倦伤脾，气虚下陷，冲任不固，

不能摄血。 用归脾汤心脾同治，重在补脾，使脾旺则

气血生化有源，复脾生血、统血之职。 《周慎斋遗书·

经水》中“经行腹痛，愈痛而经愈多，至于痛死者，系

火之搏击。 宜行血散火，令脾能统血”

[11]193

，往往脾虚

者气血不足，血海空虚而致痛经，但与火相搏后，使

血液妄行，月经量反而增多，预后不佳。 故周氏用行

血散火之法，令脾能益气，气足则统摄血行。 因女性

“不足于血”，药物使用存在诸多禁忌，苦寒之药需

慎用，如《寿世保元·妊娠》中“一妊娠下血，服凉血

之药，下血益甚，食少体倦，此脾气虚而不能摄血

……”

[1]303

，此为寒凉之药损伤脾气，使脾统血功能愈

弱，故下血益甚。

4

验案举隅

笔者在临床跟诊中曾见一病例：商某某，女，

25

岁，未婚。 痛经十余年，妇科腹部彩超：子宫及附件

未见明显异常。 月经

4~7/34~36d

，色黯红，夹血块，

第

1~3

天少腹痛甚，喜暖，经期便溏，一日六、七行，

平素畏寒，舌淡、苔薄白，脉沉细。 此乃脾阳不足，清

气不升而水谷下趋， 加上经期易感寒邪致中阳愈

虚，而见畏寒、便溏等症。 脾虚湿盛不能运化水谷，

气血生化无源则冲任气血虚少，行经后血海气血愈

虚，不能濡养冲任及子宫，导致不荣则痛。 诊为脾阳

虚证。 于经前

1

周予参苓白术散合四神丸佐乌药、

小茴香、延胡索等温经止痛之药，益火补土终而取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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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读诸多古医籍及临床跟师实践，笔者深

入领会了中医脾之生理功能及其在女性经、带、胎、

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医宗必读》记载“善为医者，

必责其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 ……后天之本在

脾，脾应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

[15]

。故健脾法为常

用的妇科疾病治疗方法，医者治疗妇科疾病时当时

刻顾护后天之本，这样才能达到最佳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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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福斌教授为江苏省名中医，南京中医药大学

硕士生导师，临证善于运用开泄法治疗情志病。 黄

师针对情志病发病机制错综复杂及影响人体气机

的特性，在传统疏肝理气基础上施以开泄法，取得

较好的疗效。 笔者随师侍诊，受益匪浅，现对其运用

开泄法治疗情志病的经验介绍如下。

1

开泄法的起源

开泄法源于清代叶桂在《温热论》中治疗痰湿

痞闷或湿邪偏盛的温病证候之法。 晚清温病大家

王孟英氏曾云：“凡视温证，必察胸脘，如拒按者，

必先开泄。 若苔白不渴，多挟痰湿，轻者橘、蔻、菖、

薤；重者枳实、连、夏，皆可用之。 ”

[1]

此法常用药物

如郁金、蔻仁、橘皮、桔梗、菖蒲、薤白等。 黄师认

为， 叶氏治疗温病胸脘满闷拒按者， 善于根据舌

苔、口渴程度，判断病邪在表在里或半表半里及湿

与热之轻重。 用药亦注重质轻质重及辛散苦泄。 经

摘 要 情志病是一大类疾病，涉及多个脏腑。 黄福斌教授善用开泄法治疗情志病，认为开泄法有别于辛开、苦泄

法，用药轻苦微辛、轻灵流动，善解情志病之“邪郁未伸”；开泄法重视药物归经、脏腑病位，更针对性地解除某脏之痹阻；

开泄法偏于轻剂，遇气结较重、痰核者，要适当配伍重剂。

关键词 情志病 疏肝理气 开泄 名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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