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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

－

胚胎移植技术的俗称，是

分别将卵子和精子取出后，置于培养液内使其受精，

再将胚胎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的过程。 随

着试管婴儿技术的进展， 给许多不孕不育夫妇带来

了福音，但由于治疗周期长，很多患者取卵后卵巢反

应低下，接受试管婴儿胚胎移植后妊娠率下降，并且

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并发症， 后期发展

为卵巢早衰等。 西医往往给予激素替代周期疗法改

善卵巢功能，治疗时间长久且效果不理想。中医学虽

无“卵巢储备功能低下”、“卵巢低反应”等病名，但根

据症状，可归属于“月经过少”“闭经”“不孕”“月经后

期”等病症范畴。魏绍斌教授将补肾疏肝调经法调理

子宫内膜周期性、 补肾养血活血法提高子宫内膜容

受性、 补肾健脾固冲法提高妊娠率三方面应用于试

管婴儿胚胎移植术前，临床收效颇著，现介绍如下。

1

补肾疏肝调经法调理子宫内膜周期性———调经

求子

子宫内膜的周期性相当于胚胎移植的“环境”，

胚胎移入宫腔内需要与子宫内膜的周期性相吻合，

而月经不调反映的正是子宫内膜的周期性不好。 临

床上很多患者取卵后出现卵巢反应低下、卵巢储备

功能下降， 接受试管婴儿配套移植后妊娠率下降，

并且可能导致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并发症，后期

发展为卵巢早衰等， 临床表现为 “月经过少”、“闭

经”、“不孕”、“月经后期”等月经病。

《万氏妇人科》说：“女子无子，多因经候不调。 ”

《女科正宗》说“男精壮而女经调，有子之道也”，故“求

子之法，莫先调经”。 《傅青主女科》提出“经本于肾”，

“经水出诸肾”，肾为先天之本，主生殖，主藏精，只有

当肾气旺盛，气血充沛，任通冲盛，月事如期，两精相

搏，方能成孕。 又由于患者长期不孕或试管婴儿治疗

失败后，各种压力及精神负担导致肝郁气滞，气血失

和， 最终使肾—天癸—冲任—胞宫轴之间的平衡失

调，导致不孕。 魏师从补肾疏肝调经法调理子宫内膜

周期性欲达“调经求子”

[1]

。常用方药如归肾丸加减、寿

胎三子加减、寿胎四逆加减、四逆散合四物汤加减等，

以补肾疏肝调月经。魏师常结合西医学卵泡发育的不

同阶段理论，以补肾疏肝法为基本大法给予周期性用

药，常根据患者月经周期中经行期、经后期、经间期及

经前期因时制宜，辨期施治。在经行期，血海满盈而溢

下，治宜活血调经，以疏肝理气为主，主方四逆散加

减。经后期血海空虚，治宜滋肾益阴养血，以寿胎三子

方为主，伍以四逆散。经间期（排卵期）为重阴转阳，冲

任气血活动显著，在补肾疏肝的同时，还应根据患者

体质和临床表现选用活血、利湿、补肾疏肝之品以促

排卵，酌情加用路路通、羌活、泽兰、鸡血藤、川牛膝等

除湿活血通络促排卵。 经前期（即黄体期）又为阳长

期，治宜阴中求阳，若患者有生育要求，则补肾益精佐

以健脾，以寿胎四物加减为主，促进内膜生长，增强黄

体功能；若患者无生育要求，则活血通经，推动气血运

行，去旧生新，使子宫排经得以通畅。

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补肾药都有调节内分泌作

用， 如菟丝子、 桑寄生所含成分能使卵巢

HCG/LH

受体结合力及受体数目增加，对下丘脑—垂体—性

腺轴有兴奋作用

[2]

，有助于恢复卵巢功能，从而使得

子宫内膜的周期性变好，确保了胚胎移植前宫腔环

摘 要 魏绍斌教授将补肾疏肝调经法调理子宫内膜周期性、补肾养血活血法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补肾健脾固冲

法提高妊娠率三方面应用于试管婴儿胚胎移植术前，临床收效颇著。 研究表明，中医药应用于辅助生殖技术增加了妊娠

成功率，但由于中医临床表现和辨证分型纷繁复杂，目前缺乏统一的诊疗标准，又因各家治疗方法意见不尽相同，所用方

药多种多样，给其重复性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今后当在遵循西医程序的基础和前提下，超脱中医妇科本身对传统生殖

生理的理论认识和临床施治的方法。 根据患者各期生理病理特点，规范与之相符的中医辅助治疗路径，以期为中医药在

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提供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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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周期稳定性，提高了妊娠成功率。

2

补肾养血活血法提高子宫内膜的容受性———调

经种子

子宫内膜的容受性相当于胚胎移植的“土壤”，

种植失败的原因

2/3

在于内膜容受不良

[3]

，

1/3

是由

于胚胎内在缺陷。 控制超排卵可能使子宫内膜组织

学变化与自然周期中的生理行为不符、腺体发育和

间质发育的同步性发生改变、内膜种植窗开放与胚

胎发育不同步等均影响妊娠率。

“肾藏精，主生殖，系胞络”，魏师采用补肾活血

法提高子宫内膜的容受性欲达“调经种子”。 常用寿

胎薏苡方加减（菟丝子、寄生、续断、赤小豆、荷叶、

粉葛、生黄芪、薏苡仁、覆盆子、鸡血藤、南沙参、巴

戟天、白扁豆、香附），补肾养血活血兼祛痰；或寿胎

三子参芪加减方（菟丝子、续断、炙黄芪、南沙参、香

附、桑椹、覆盆子、鸡血藤、当归、巴戟天、粉葛、山

药、黄精），补肾益气，养血活血。

子宫内膜的增殖与孕卵着床有密切关系，现已

证实补肾活血中药能降低子宫动脉的血流阻力

[4]

，

改善子宫的血液供给，促进内膜发育，使分泌期子

宫内膜厚度增加， 为受精卵着床提供良好的条件，

从而使着床时子宫内膜容受性达到较高水平，有利

于受精卵着床，从而提高胚胎种植率。

3

补肾健脾固冲法提高妊娠率———经调得子

胚胎移植成功还需要充足的“营养 ”，胎孕的

整个过程均依赖于先天之精的滋养和肾气的固摄

以及后天水谷精微的充养。 肾藏精主生殖而系胞

胎，为先天之本，冲任之本，冲为血海，任主胞胎；

脾主运化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 魏师以补肾

健脾固冲法提高妊娠率欲达“经调得子”，常运用

寿胎四君子汤加减以补肾健脾固冲。 寿胎丸由菟

丝子 、桑寄生 、续断 、阿胶组成 ，方中菟丝子为主

药，大补肾精；桑寄生性味甘平，主腰痛，强筋骨，

安胎；续断为补肾之要药，与桑寄生相须为用；阿

胶滋阴补肾填精。 四药相配，能使肾气旺盛，肾精

充沛。 魏师临床运用时常去寿胎丸中之阿胶，因考

虑四川盆地多湿热，阿胶易助湿碍胃。 四君子汤由

党参、茯苓、白术、甘草组成，是治疗脾胃气虚的常

用方，方中党参、白术健脾益气，养胎载胎，以资化

源；茯苓淡渗易使津液下行外泄，对养胎不利，一

般不用。 魏师临床应用时常加山药健脾益肺肾；加

黄芪补脾益气以助载胎； 大便干结者加肉苁蓉补

肾益精润肠通便。

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寿胎丸能抑制子宫平滑肌

收缩活动，加强垂体卵巢促黄体功能以及雌激素样

活性等作用

[5]

，是治疗肾虚先兆流产的经典方。 四君

子汤加减中党参、白术、山药、黄芪有刺激和调整免

疫系统的功能，党参还能对抗垂体后叶素对子宫的

兴奋作用，有抗不良应激效力

[6]

。 肾强脾健则胎有所

养，胎有所载，方能孕育婴儿。

4

结语

随着试管婴儿技术的不断改善与创新

[7]

，目前已

发展至第

4

代，虽成功率有所提高，但总体效果仍然

不理想，如何提高妊娠率，并降低其所伴随的并发症

以及后期导致的卵巢早衰等病症仍是目前国内外学

者研究的热点。研究表明，中医药应用于辅助生殖技

术增加了妊娠成功率

[8]

，但由于中医临床表现和辨证

分型纷繁复杂，目前缺乏统一的诊疗标准，又因各家

治疗方法意见不尽相同，所用方药多种多样，给其重

复性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致使难以临床推广应用。

魏师中医辅助疗法在试管婴儿胚胎移植前的应用不

尽相同，但又不可截然分开，临证中必须灵活应用。

求子之法，莫先调经，经调才能种子，经调才能得子，

临床治疗上中医辅助疗法相互为用，各有侧重，但均

应辨证求因，根据月经的不同时期，结合具体临床表

现进行辨证论治。 今后当在遵循西医程序的基础和

前提下， 超脱中医妇科本身对传统生殖生理的理论

认识和临床施治的方法。 根据患者各期生理病理特

点，规范与之相符的中医辅助治疗路径，以期为中医

药在辅助生殖技术方面提供新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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