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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天士是为学术界人所共知的温病学派的代

表医家之一，而他不仅对内科温热病和杂病很有研

究，对于妇科亦有很高的造诣。 叶氏所著《临证指南

医案》立论卓识，遣药圆活，许多精妙论述，迥出诸

家，独树一帜。 为进一步继承和发扬叶氏在妇科方

面的学术主张和学术经验，现对叶氏妇科学术思想

作一初步系统探讨，供读者参考。

1

重视肝肾，通补奇经

女子以肝为先天，《傅青主女科》谓：“经水出诸

肾”，“经本于肾”， 因此在妇科调经种子篇目中，历

代医家均重视肝肾。 叶天士也不例外，其在《临证指

南医案·淋带》中曰：“女科病，多倍于男子，而胎产

调经为主要，淋带瘕泄，奇脉虚空，腰背脊膂牵掣似

坠，而热气反升于上，从左而起，女人以肝为先天

也。 ”

[1]

由于肾阴、肾阳是濡养、滋润和维持机体正常

生理功能的根本，肾之阴阳亏虚往往导致肝之阴阳

不足， 肝肾阴阳虚而失调、 奇脉不和则致愆期、经

闭、倒经、崩漏诸病。

盖肾藏精，肝藏血，精血互生，乙癸同源，血少

则精必不足，血旺则阴精自充，此血中求阴法也。 肾

阳不足，常以肉桂、肉苁蓉、鹿角霜、补骨脂等温补

肾阳，同时每每加入人参补益脏气，于气中求阳。 肝

肾阳虚，内热不著，则以熟地、白芍、天麦冬、枸杞、

女贞子补阴配阳，兼五心烦热或经血上逆者，多以

生地易熟地，以取其甘寒之性径入血分以清血分之

热，同时加入知母、白薇滋阴清退虚热 ，或加黄柏

“凉肝坚阴”。

[2]

更进一步的是叶天士擅用奇经理论，寓补益肝

肾于通补奇经之中。 认为“虚者以血肉有情之品通

补奇经，实者以苦辛及芳香之法通其脉络”，在《临

证指南医案》中尤多阐发，且遍及各门。 奇经病多为

失血或久病内耗气血阴精所致，在妇女有久崩、淋、

带、瘕聚、产后病等。 而在妇科中用得较多的是通补

奇经法，本法以鹿茸、鹿角胶、鹿角霜、杞子、沙苑、

柏子仁、茯苓、菟丝子等为主药，适用于奇经诸脉交

伤虚损之虚劳、淋浊、泄泻、崩漏及产后诸病，为奇

脉虚衰的主要治法。 其理论于续集沈案及产后门程

案可窥一斑。 叶氏认为奇经八脉隶于肝肾，乃一身

之纲维，病延日久，虚损不复，肝肾内伤，则真阴衰，

五液涸，致八脉亏损而运用乏力。 夏桂成教授

[3]

统计

《临证指南医案》所载妇科病医案共

235

则，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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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提到奇经论治，叶天士论治妇科病重视奇经理论

可见一斑。

此外， 叶氏还于补益肝肾阴阳的同时加入山

楂、牛膝、茺蔚子等活血通经之品，随证用药，灵活

变通，寓通于补，通补结合。 其在诊治妇女崩漏日

久，月经愆期兼不孕、倒经、痛经等病中均有体现。

如朱案，经水一月两至或几月不来，五年不孕，下焦

肢体常冷，叶氏以为“冲任脉损，无有贮移 ”，治以

“暖益肝肾”，采用人参、熟地、白芍、肉桂、小茴、紫

石英、当归、川芎、茯神、香附、河车胶。 其中熟地、白

芍补益肝肾之阴；肉桂、小茴乃温养肝肾之阳；河车

胶益肾精，补气血；人参、当归益气养血；香附、川芎

理气活血通经；紫石英暖子宫，镇心安神；茯神宁心

安神。

叶氏填阴潜阳时，喜用介属、有情，填补下焦。

尝谓“滋填阴药，必佐介属重镇 ，故填阴常用血肉

有情之品 ，潜阳常用龟版 、鳖甲 、牡蛎 、龙骨等介

摘 要 清代医学家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妇科治案中，对妇科调经，匠心独具，足以启发后学。其妇科辨治学术

思想为：重视肝肾，通补奇经；着重胃气，理中调冲；擅调心脾，多用苓神；病久入络，辛润通络；化裁经方，古方今用。 其遣

方用药规律特征如下：用药轻灵，擅用虫甲，喜用丸剂，组方精简，择时服药。认真研究总结叶氏辨治妇科病之学术思想特

色及用药规律对指导临床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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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 此外还适当加用一二重镇之品为佐，以引他药

直达下焦。 如固本丸加淡菜、阿胶、秋石或磁石，六

味加龟甲等。 强调血肉有情之品以填精，介类以潜

阳，重镇以下达，这不但能使肝肾得以补益，而且

使既补之精因介属类的固摄作用而不至于重泄 ，

同时还可引导龙雷八泽。 所以“介类”与“有情”相

伍，佐以重镇，就能更好地起到填精补健 ，潜阳固

摄的多种作用。

2

着重胃气，理中调冲

着重胃气以治疗月经病是叶天士治疗妇科疾

病、调理月经的又一特色

[4]

。 叶氏认为中焦脾胃乃气

血生化之源，冲脉血海即源于中焦。 中焦脾胃功能

失常，可影响冲脉而致月经不调诸证。 冲、任、血海

均由阳明主司，饮食不节、苦寒辛散皆伤胃系，阳明

胃土衰微，经事乃难向安，故见有经闭、经漏、经期

浮肿、便溏等证。 在临证治疗中，叶氏对崩漏、闭经、

不孕、 月经愆期等妇科疾病均十分重视从中调治，

理中以治下

[5]

。

叶天士关于冲脉所论甚多，如“凡女人月水，诸

络之血，必汇集血海而下。 血海者，即冲脉也，男子

藏精，女子系胞。 不孕，经不调，冲脉病也”，“冲脉不

和，则经水不调”，“女子四十九，天癸当止，谓阳明

脉衰，冲脉力怯，不能招集诸络之血聚于血海，按月

行经，此向老皆然”。 “凡下焦多属血病，瘕属气聚，

癥为血痹，病在冲脉”，“冲脉隶于肝肾，二脏失藏，

冲气沸乱”，“凡经水之至，必有冲脉而始下”，“而冲

脉隶于阳明”，“冲任血海皆阳明主司”等

[6]

。

在治疗上，叶氏以扶持中土、温运脾胃为法 。

临证根据病之深浅，药分轻重。 强调从中焦入手，

运用建中和营、 温中摄血或通理胃阳的方法以调

补冲任治疗女子月经愆期、 经闭、 崩漏等下焦病

证，可谓“理中以治下也”。 若脾胃阳伤，中气愈馁，

冲脉乏血贮注乃见经闭之症， 并认为 “冲隶于阳

明，阳明久虚，脉不固摄，有开无合”，可演为崩漏

之症。 指出藏血统血固在肝脾， 必得阳明脉络充

旺，故冲脉之不固亦由阳明胃气之衰弱所致。 故叶

氏治法主张斡运中宫，奠其后天之本。 调经，尝按

“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旨，先用甘温之四君、理

中二方适益中土， 药忌苦寒滋腻。 如月经推后而

至，郁伤肝脾，罹损胃气，叶氏以安胃理中丸去黄

柏、细辛。 若素体胃气虚弱，血海渊源匮乏而致月

经不来。 中气不足，症兼食欲不振，脘闷腹胀，气短

乏力，脉弱者，方用四君子汤益胃健运，脾胃阳虚，

症兼食衰泛涎，便溏浮肿，倦怠无力，脉虚者，方用

理中汤温补脾胃；予人参、半夏、陈皮、茯苓、益智

仁、煨姜等以振奋胃阳而调经。 如妇女月经愆期、

闭经不孕，兼见呕恶痰涎、脘腹痹阻等证，脉缓者，

叶氏以为“胃阳不运”所致；治“以理胃阳为要务”，

“务宜宣通、从阳明厥阴立方”。 方选二陈汤去甘草

加苏梗、枳壳疏运胃阳。 药用半夏曲、茯苓、生姜和

胃健脾化痰，苏梗、广皮、枳壳、厚朴、香附等理气

疏肝化痰。 若他脏病变造成脾胃虚弱，出现营血亏

虚，月经闭阻之症，叶氏给予当归建中汤去姜治疗

或四君子汤以恢复脾胃功能。 叶氏重视胃气多从

胃阳入手进行治疗。 临床喜用人参、云苓、半夏、白

术、陈皮、桂枝、白芍、饴糖、山楂等。 叶氏根据“有

形精血难复，无形元气须急固 ”的原理，仍主张在

治疗上以建中为主，或建中稍佐滋肾之品。 如：用

建中汤或五味异功散加五味子

[7]

。

叶氏还强调淡薄滋味，重视食养，提出 “食物

自适者即胃喜为补”的观点，用以辅助药力 ，恢复

胃气

[8]

。

3

擅调心脾，多用苓神

王氏等统计了 《临证指南医案》、《未刻本叶氏

医案》、《叶氏医案存真》、《叶天士女科》 共

65

例月

经病症后发现，叶天士治疗月经病用药很广，达

118

味之多，其中尤以茯苓、茯神运用次数最频。 病证属

虚者用之，偏实者也用之。 肝郁脾虚为主者多用茯

苓，肝肾阴血亏虚者多用茯神。 茯苓、茯神均有益脾

和胃，宁心安神之功，所异的是茯苓益脾宁心力强，

茯神宁心安神功著。 由于心主血脉而藏神，“胞脉者

属心而络于胞中”，心血旺盛，神明正常，心气下通，

入于胞脉、胞宫，则经候如常。 又因女子情绪易受激

惹，忧思过度，心脾气血两伤，或肝肾亏虚，心血不

足，终至心神失充，胞脉、胞宫失养，则经候随之失

常。 叶氏以茯苓、茯神调心脾而安心神，寓意之深，

于此可见一斑。 对于肝郁脾虚，心脾两亏者以茯苓

健脾宁心，一举两得，肝肾阴血亏虚，心火易亢，故

以茯神加强宁心安神之功。 此乃“欲补心者，须实

肾，使肾得升，欲补肾者，须宁心，使心得降”之意义

所在。

心主血脉及胞脉，与心有直接联系。 治心主要

有两种措施：一是宁心安神，使经血下行，胞脉流

畅，二是清心降火，使胞脉宁静，行归藏之功。 叶氏

治心侧重前者。 如《临证指南医案》调经门某案：

“寒热无汗，经先腹痛，喉中燥痒，咳逆，食物不思，

此郁伤气血。 八脉主病，姑先与泽兰汤，药用泽兰、

归身、丹参、白芍、柏子仁、茯神等。 ”考叶氏所用泽

兰汤，其重点是治心而兼调奇经，特别是调胞脉之

血气。 叶氏在调理奇经气血中常用丹参、柏子仁、

茯神、琥珀等以宁心安神，通调血脉，清心降火，安

抚胞络，行其归藏。 这是防崩止漏，护胎保产的重

要措施

[9]

。

对于新产失血较多，心神失养如惊似风。 症见：

心悸、怔忡、失眠、惊恐不安、头晕神迷、气从少腹直

冲心胸、舌淡、脉弱。 叶氏认为：“此属肝肾内怯，肾

学 术 探 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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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交心，神气无以收纳自固，故见魂魄飞越之象。 治

疗急宜补虚宁神，使神气益之固之耳。 常用人参、龙

齿、枣仁、茯神、黑元肉、炒黑杞子、紫石英（捣碎）煎

服。 若下元虚冷，四肢厥逆者，加黑附子、桂枝、炮

姜、乌梅回阳救脱。

4

病久入络，辛润通络

“络病学说 ”源于 《内经 》，发展于 《伤寒杂病

论》， 而成熟于叶天士。 《临证指南医案·卷七·痹》

曰：“从来痹证……外来之邪着于经络，内受之邪着

于腑络……” 已经认识到络脉存在于人体的深处。

指出络病包括经络之络病、血络之病、脏腑内络之

病。 络脉受病，病因多种多样，外感六邪、内伤七情、

饮食劳倦、痰浊、瘀血皆可致病，影响络中气血津液

的运行，形成络病。 络病的含义有二，一是指血分疾

病的一部分（血络），一是指邪气深居隐伏之处。 叶

氏认为辨治络病首先分清脏腑、气血、阴阳。 在《临

证指南医案》中，叶氏多次提到诸如“初病湿热在

经，久则瘀热入络”，“大凡经主气，络主血，久病血

瘀”，“初病气结在经， 久则血伤入络”，“经年宿病，

病必在络”等精辟论断，都体现了络病辨证。

叶天士总结出络病的特点主要以疼痛为主，多

为针刺样痛或胀痛，病史较久，舌黯红、青紫有瘀斑

瘀点，脉涩等。 络病分虚实，因邪气痹阻，络脉不通，

如风、湿、暑、瘀血、痰饮等所致当属实，因络脉空

虚，脉道失营而为病当属虚。 这和妇科临床常见的

痛经、癥瘕相仿，值得临床借鉴和运用。

基于络病的病因病机，《临证指南医案》提出络

病须治血，然血因气滞，气随血结，不通则痛，以辛、

香、润、温之品疏理气机，通和血脉是大法，络病的

治疗和用药注重 “通络”。 叶天士强调 “络以辛为

泄”，辛味药辛香走窜，能行能散，无处不到，引经报

使，行气通络。 故通络以辛味药物为主。 《临证指南

医案》 中对络病的治疗提出 “辛润通络”、“理阳通

补”、“疏补两施，缓攻为宜”的法则。 常用辛润通络

之法。 还常借藤类药物形如络脉之性，取象比类，发

挥通脉络的作用，如鸡血藤、忍冬藤等。 《本草便读》

云：“凡藤类之属皆可通经入络。 ”

[10-11]

叶天士指出 “久病入络”则气血呆钝，瘀血痰

浊，溷处其间，草木不能建功，故必借虫蚁入络搜剔

络内久踞之邪，使“血无凝著，气可宣通”。 叶天士宗

《素问·至真要大论》“疏其气血令其条达之旨”在

“络以通为用”的原则下，归纳出多种通络方法和常

用药物。 如辛香甘温通络法，以人参、肉桂、干姜等

为常用药物；散寒化饮通络法，以生姜、桂枝、麻黄

等为常用药物；温阳宣行通络法，以附子、白术、茯

苓等为常用药物；芳香开窍通络法，以犀角、麝香、

沉香等为常用药物。 其较为常用的是辛润通络和辛

咸通络法。 所以用辛者，叶天士认为“辛散横行入

络”，且多能行气、散结、止痛。 辛润通络常用当归

尾、桃仁、红花、丹皮、赤芍、泽兰、新绛、降香、延胡

索、青葱管等。 辛咸通络多选用虫类药，具体用药可

分为两类：一类为剔瘀软坚，如水蛭、 虫、虻虫、鼠

妇、蛴螬、五灵脂、鳖甲、牡蛎等，多用于积聚、疟母

等，一类为搜风止痛，如地龙、全蝎、蜈蚣、穿山甲、

露蜂房等，多用于头面四肢及内脏的痹证、痛证等。

对于虫类药的应用，叶天士有独特的体会，认为“飞

者升、走者降、灵运迅速”，功专“追拔沉混气血之

邪”，“搜剔络中混处之邪”，飞者如虻虫，走者如水

蛭，无血者如山甲、九香虫，有血者如蜈蚣、地鳖虫。

虫类药的应用，多用丸剂。 叶天士谓：“新邪宜速散，

宿疾宜缓攻”。 “缓攻”既为久病正气不足着想，又因

邪在络中，与瘀血痰浊混杂，不可能一下清除。 因此

只能丸剂缓治，临证尚有“降气通络法”、“清肝通络

法”、“涤痰通络法”等。 具体应用，还要随见证之虚

实、寒热、润燥不同而配伍

[12]

。

5

化裁经方，古方今用

叶天士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伤寒论》、《金

匮要略》理法方药研究有极为高深的造诣，他一改

以往医家注释《伤寒杂病论》的研究方法，而是从临

床实践出发，独辟蹊径地研究如何运用经方的理法

方药主旨指导临床各科辨证论治，随即变通化裁经

方使之灵活运用于治疗各类疾病，并在应用经方实

践中创新和建立了许多新的学说，如“久病入络”、

“久痛入络”学说，理虚手法等。 本篇仅介绍叶氏经

方妇科运用。

例如对于阴虚经停， 叶氏采用炙甘草汤去生

姜、桂枝、人参、麻仁，加白芍、茯神、柏子仁。 《临证

指南医案·调经》云：“阳升风动，眩晕心悸，鼻衄，经

停两月。 生地黄、阿胶、麦冬、白芍、柏子仁、枣仁、茯

神、炙草。 ”柏子仁辛甘而润，既能滋补阴血，又能通

透血脉，叶天士用其治疗经闭甚为妥当。 又如仲景

以旋覆花汤治瘀血引起的半产漏下，叶氏则用此方

加归须、柏子仁、橘红移治胞脉血行不利的月经先

期或淋漓不断。 这也体现了缪氏治血“宜行血不宜

止血”的法则。 叶氏用旋覆花汤，断脉为涩或弦，以

红花代新绛，注重润燥，以久瘀易致血枯津少。 对于

产后阴气下泄， 阳气外脱而见神昏谵语的郁冒，则

用甘麦大枣汤加桂枝、龙骨、牡蛎，甘缓以涵阳宁

神。

叶氏对经方在妇科疾病中的灵活运用，精准化

裁，纵观《临证指南医案》，现搜集归纳总结如下：炙

甘草汤 （妇人伏暑月经不当期而来或经期感受燥

热、 经后寒热而便秘肠中之垢不行、 月经愆期、经

闭、崩漏、淋带、胎前温病伤阴、产后诸病 、热入血

室），黄连阿胶汤（妊娠感疟寒少热多、崩漏、产后痉

厥、产后暑热伤阴），乌梅丸（经闭），桂枝汤（产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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悸欲呕遇寒腹痛、妇人病奇经损伤），旋覆花汤（妇

人经闭或经漏），鳖甲煎丸（妇人经闭、痛经），木防

己汤（产后风湿），小青龙汤（妇人经闭或胎前或产

后兼发咳喘），理中丸（吐泻胎动不安、半产后呕吐

青绿水），白通汤（产后昏冒、产后欲脱），肾气丸（半

产后咳逆不得卧、经阻腹痛、产后腹大满痛或腹痛

不随利减），旋覆代赭汤（产后感疟食减气壅），桂枝

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 （热入血室的脱证、

产后郁冒、产后寒邪内陷神昏），小建中汤（经阻寒

热、 咳嗽食减便溏经闭）， 黄芪建中汤 （经迟或经

少），甘麦大枣汤（月经不调、崩漏），当归生姜羊肉

汤（闭经少腹痛胀下坠、产后诸症：腹坚胀满、腹中

刺痛、恶露紫黑、腰痛牵引少腹、疟母瘕聚、汗出惊

悸肢体痿废），桃核承气汤（妇人热入血室），五苓散

（经闭），牡蛎泽泻散（下肢肿经闭腹痛泻不爽），桂

苓五味甘草汤（小产劳伤咳嗽），枳术汤（产后浮肿

腹胀）、防己茯苓汤（水肿经闭），芎归胶艾汤（月经

先期不育、月经不调、崩漏、胎漏）

[13]

。

叶天士对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灵

活运用与精准发挥， 反映了他读古而不源于古，采

方而不执于方，于继承中有发扬，他的圆机活法值

得我们今人效仿，其师古不泥古、博采众方、传承中

有创新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6

用药特点

6.1

用药轻灵 叶天士的临床用药，素有 “轻灵”

见长之称。 轻者，轻清宣透，轻可去实；灵者，师古

不泥，善于应变。 对于妇科癥瘕积聚病症，用药能

“灵机法眼，药不妄投。 ”“用攻法，缓宜曲。用补法，

忌涩忌呆。 ”叶氏认为攻积除坚之品，多有耗津伤

血之弊，久服多能导致阴血亏损。 故叶氏独创“辛

润通络法”， 此亦是其诸通络法中最有名的一种。

药如小茴、青葱、韭根、桂枝木、乌药，白蒺藜通泄

气机，以桃仁、归须、山楂肉、降香汁活血通痹 ，用

延胡索、川楝子泄肝止痛。 总之药甚平和，以理气

不燥，活血不峻为度

[14]

。 综观叶案，补阳多用鹿角、

淡苁蓉、益智仁。 虽有用肉桂之例，总不离归身、白

芍兼顾阴血。 补气虽用人参， 总佐以茯苓以杜其

滞。补阴选用生鳖甲、生牡蛎，取其软坚之功。益营

选当归、白芍，遵其疏理气机之效。 说明叶氏于此

运用培补，颇能顾及癥瘕积聚的特点，以补而不滞

为度。

6.2

擅用虫甲 叶天士认为瘀血证大多为慢性久

病，症候复杂，部位比较深，瘀久胶着，一般的发表

攻里、扶正补虚均难有所见树。 所谓“散之不解，邪

非在表；攻之不驱，邪非着里；补正却邪，正邪并树

无益。 ”草木攻涤之力，不能逐除深痼之邪，须虫类

迅速才能深入隧络，松动痼结病根。 正如叶氏所说：

“虫蚁迅速飞走诸灵，畁飞者升，走者降”，“追拔沉

混气血之邪”，“攻积除坚，入脏腑有间”，从而达到

“血无凝着，气可宣通”的治疗目的。 故叶氏方中多

用鳖甲、牡蛎、乌贼骨、地龙、土鳖虫、全蝎、露蜂房、

水蛭、虻虫、蜣螂等虫甲类药物。

6.3

喜用丸剂 叶天士认为“新邪宜急散，宿疾宜

缓攻”，数十年之久病“非区区汤散可效”，故其平生

治疗血瘀顽痰，常仿仲景立法，喜用丸剂。 “丸者，缓

也”，取其缓攻图治。

6.4

组方精简 按医案、制方、选药等三方面作一

统计。 叶氏用药精简，平均每个方仅用

6.67

味药，而

以

6

味居多。

6.5

择时服药 叶氏辨治妇科病十分重视人与自

然的整体关系。 认为妇女月经病的发生与时令因素

有关。 如他认为女子二七天癸未至，先天质薄，阴本

未充，至春最多倒经之虞。 盖阴血未充复加春天阳

气升发，经血容易上逆。 对月经病的治疗，叶氏也注

意到顺时施治。 此外，叶氏还认识到时令因素与月

经病的预后有关， 并据此判断月经病的预后转归。

如经漏因肾阴涸竭，病深且重时，当于“秋半收肃令

行，可望其脏聚气交，奇经渐固，经漏向愈”，若“当

收肃令而病日加增，料难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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