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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是论治妇科病证的入门和基础

[1]

。 《妇人良

方》指出“凡医妇人，必先调经”。 临床上月经的辨证

方法则较为杂乱，脏腑辨证、八纲辨证、气血辨证等

多种辨证方法混杂使用，很多证名欠缺规范，有的

未明确病位，有的未明确病性。 诸种辨证方法，彼此

不能相互取代，但又各不全面，互相交织重叠，难以

形成共识。

笔者结合家学及临床经验，以“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性腺轴理论为经线，从脏腑、奇经、胞宫三个

层次划分病位，以气血理论为纬线，推求病性，形成

一个较为完整的月经病辨证体系。

1

从性腺轴辨病位

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生殖轴， 是中医妇科学有

关女性生殖生理的轴心理论，在月经的全过程均发

挥着重要作用。 以肾为代表的脏腑起主导作用；肾

的阴阳盛衰决定天癸的“至”与“竭”，阴阳其周期性

消长变化，形成月经周期；以冲任为代表的奇经，通

过联络脏腑与胞宫起到通道和调节气血的作用；胞

宫是具体的反应器官。

1.1

肾 肾是性腺轴的主导， 是月经产生的原动

力。 肾藏先天之精，主生长发育生殖，肾精是人体生

长发育和生殖的物质基础，出生之后，肾精尚需后

天脾胃摄纳精微的不断供给，及其他脏腑之精的贮

存与输出，才能使肾气旺盛，肾气旺盛，方可产生天

癸，完成它的生理功能。 任何一个脏腑出现病变，都

可延及于肾，引发性腺轴功能的异常。

性腺轴中“肾”的环节，辨证时重在脏腑辨证，

除肾以外，还和肝、脾等脏腑密切相关。 常见病症多

表现为月经周期的改变以及月经前后诸症。 月经周

期异常的治疗时机多注重于经后期，月经前后诸症

治疗时机则注重于症状突出时，如经前浮肿、头痛、

乳房胀痛等重在经前期。

月经病辨证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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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癸 天癸并非人体具体器官，类似于现代医

学性腺轴理论中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促黄体生

成素、促卵泡生成素等。 天癸虽在性腺轴中具有重

要的作用，但并非证候基本的病位要素，通常融于

脏腑辨证与奇经辨证之中。

1.3

冲任 以冲任为代表的奇经，通过经络间的联

络，沟通脏腑与胞宫，是气血运行到达胞宫的通路。

奇经还具有涵蓄和调节气血的功能。 当气血旺盛

时，奇经可蓄以备用，当气血不足时，奇经中气血可

溢出给予补充，以保持气血的相对恒定状态，有利

于维持机体生理功能的需要。 其中冲任督脉均起于

胞中，与胞宫直接相通。 带脉虽不起于胞中，然其与

纵行之冲任督三脉交会，间接下系胞宫。

性腺轴中“冲任”环节，辨证时可采用奇经辨

证，其病位在奇经，奇经病变，可体现在气血涵蓄失

常和输送失常方面，多发生在经期前后，气血骤变

之时，表现为痛经及月经前后诸证，治疗时机贯穿

整个月经周期，治疗以“补”、“通”为主，有妊娠需要

的患者，经前期需谨慎使用活血化瘀药。

1.4

胞宫 胞宫是女性特有器官，是性腺轴中的反

应器官。 胞宫具有脏与腑的双重功能，部分流经胞

宫的主体气血，在天癸的作用下，蓄于胞宫，转化为

胞宫气血，藏而不泻，为孕育作准备，气血满盈时，

若未妊娠，胞宫气血泻于体外，形成月经。 性腺轴中

“胞宫”环节，辨证时可采用局部气血辨证，其病位

在胞宫，胞宫的环节的病变，主要体现在胞宫气血

转化、藏泻功能失常

,

常见病症有经期延长、经间期

出血、闭经等，治疗时机多在月经期。

2

从气血辨病性

月经的主要成分是气血， 胞宫气血的盛衰决定

着经量的多少。 性腺轴通过协调气血的化生、运输、

转化、藏泻来调控月经。 月经的生理、病理都离不开

气血这个主题。 《医林改错》指出：“治病之要诀，在明

白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伤人何物，不能伤

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 ”

气血病变的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气血亏虚 气血生化不足或耗散太过，形成气

血亏虚的病理状态。 女子全身气血可分为“主体气

血”和“胞宫气血”

[2]

。 主体气血的气虚包括脾气虚

弱、脾不统血，气虚下陷，肺脾气虚等，表现为月经

先期、经期延长、经前浮肿等；血虚包括肝血不足、

阴血不足等，表现为月经后期、经后贫血等；胞宫血

虚则出现月经量少、闭经等。

2.2

气血运行失常 气的停滞或缓慢则产生滞气，

形成气滞证，滞气停留部位不同病症不一，如滞留

于肝经则为肝气郁结，可见乳房胀痛，滞留于胞宫

则出现小腹胀痛、痛经等；血运行缓慢或停滞则出

现瘀血，形成血瘀证，胞宫血瘀则出现崩漏、痛经、

癥瘕等。

2.3

气血功能异常 主要是指主体气血功能异常，

全身各脏腑、经络等组织器官，都依赖于气血的濡

养而维持其正常的生理功能。 血虚就会出现全身或

局部的失荣失养， 功能活动逐渐衰退等虚弱证候，

如经行失眠、头疼、眩晕等。 血热则易出现血热妄行

的病理状态，如经行衄血、便血、尿血等。 血寒则可

出现血流滞缓、不能温煦等病理改变，如经行头疼、

肢体冷痛、小腹冷痛等。

3

结语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色与精华，是中医在诊

断疾病时遵循的原则，也是治疗时立法处方的主要

依据。 证是指病变过程中某一阶段所表现的 “证

候”， 系由病位、 病性等病理本质性要素所构成的

“证名”。

月经病的辨证，以性腺轴为主线，分清脏腑、经

络、胞宫的层次，辨清病变部位，再结合相应气血的

变化，辨清病性，选择相应的辨证方法，综合分析病

情资料，形成完整准确的证候。 如此则可达纲举目

张的目的， 并为临床合理精准的选方用药提供依

据。

月经病中“肾”的环节，生理机能以气血为主，

治疗时机多在经后期，治法以补气益血、疏通气机

为主，对应药物可选用女贞子、旱莲草、生地黄、山

萸肉、山药、仙茅、仙灵脾、巴戟天、菟丝子、党参、白

术、酸枣仁、炙远志、香附、柴胡等。 “天癸”环节，生

理机能为引导主体气血向胞宫气血转化，并从量变

达到质变，治疗时机多在排卵期，对应药物可选用

阿胶、鹿角、天花粉、黄酒等。 “冲任”环节治疗时机

贯穿整个月经周期，生理机能以气血流通、蓄溢为

主，治疗以补、通为主，对应药物可选用通草、王不

留行、路路通、木通、海螵蛸等。 “胞宫”环节，生理机

能为藏泄胞宫气血，治疗方法经期活血为要，经后

补虚为主，对应药物可选用当归尾、川芎、泽兰叶、

益母草、蜂蜜、炙黄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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