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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集解》中就有“妇三岁不孕”的记载

[1]482

，首

先提出了不孕的病名。 中医学历来注重不孕与月经

的关系，如明·楼英《医学纲目》提出“求子之法，莫先

调经”，认为“每见妇人之无子者。 其经必或前或后，

或多或少，或将行作痛，或行后作痛，或紫或黑或淡，

或凝而不调，不调则血气乖争，不能成孕矣”。后世医

家多赞同此观点， 认为月经异常往往容易导致不孕

症，调经是受孕的关键。鉴于此，本文从调脏腑、调冲

任、调气血、调周法、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五个方面论

述“求子之法，莫先调经”在不孕症中的应用。

1

“求子之法，莫先调经”之理论依据

明代医家楼英《医学纲目》曰：“胎前之道，始于

求子。求子之法，莫先调经。每见妇人之无子者，其经

必或前或后，或多或少，或将行作痛，或行后作痛，或

紫或黑或淡，或凝而不调，不调则血气乖争，不能成

孕矣”，“妇人经事不调，即非受孕光景，纵使受之，亦

不全美”

[2]

。 认为不孕症患者多数存在月经周期、经

期、经量、经质的异常及伴随月经前后所出现的不适

症状。月经的产生，是肾、天癸、冲任、胞宫相互调节，

并在全身的脏腑、经络、气血的协同作用下，胞宫定

期藏泻的结果，肾为主导，天癸是促进生长、发育和

生殖的阴精与动力。妊娠的前提则为肾气充盛，天癸

成熟，冲任功能协调，胞宫藏泻有期，正常的月经反

映女性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成功妊娠的前提。 《类证

治裁》曰：“妇科首重孕育，孕育先在调经……倘一衍

期，则失其常度，而诸病生焉。 ”

[3]40

认为若月经失调，

则诸病丛生， 治疗不孕症应首先调经。 综观各家学

说，认为不孕症与月经失调关系密切，月经不调则影

响妊娠，调经即是为了种子，所以治疗不孕症以调经

为主。 不孕症与月经失调的病因病机存在多方面的

联系，中医学认为六淫邪毒、房劳多产和饮食不节、

体质因素、七情致病均可以导致月经失调和不孕症，

是其共同的病因。肾虚、脾虚、肝郁、痰湿、血瘀、湿热

等病理因素均可致脏腑功能异常、 气血冲任失调失

衡，引起月经失调，女性氤氲乐育活动受到影响，从

而引起不孕症，这是月经失调和不孕症的共同病机。

月经失调往往导致不孕症的发生，故《女科要旨》有

“种子之法，即在调经之中”之说

[2]

。

2

“求子之法，莫先调经”治法运用

《万氏妇人科·种子章》曰：“女子无子，多因经

候不调，药铒之辅，尤不可缓。 若不调其经候而与之

治，徒用力于无用之地，此调经为女子紧要也。 ”

[4]

强调不孕症的治疗应从调经着手。 凡是月经周期、

经期、经量、经质的异常及伴随月经前后所出现的

不适症状均可以称之为月经病。 常见有月经量多，

月经量少，月经先期、后期、先后不定期、经期缩短、

经期延长，痛经，崩漏，闭经及经前乳房胀痛，自汗

盗汗，情志异常等。 总的来说，月经病的治疗，通过

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补肾健脾、疏肝养肝、调理月经

气血、调理月经周期等手段，多方面、多层次地进行

调节。 使阴阳平衡、肾气充盛、气血调和、冲脉通盛，

从而调节胞宫的藏泄以备养胎。 以下从调脏腑、调

冲任、调气血、调周法、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五个方面

论述“求子之法，莫先调经”在不孕症中的应用。

2.1

调脏腑

2.1.1

从肾调治 经云：“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

处也。 ”

[2]

傅青主认为“经本于肾”、“经水出诸肾”

[2]

。

《妇人大全良方》云：“肾气全盛，冲任疏通，经血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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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应时而下，否则不通也”

[5]

。 女子任脉通，太冲脉

盛，肾气盛，月经方可来潮，具备受孕的条件。 临床

中婚久不孕的患者，月经先期而至量少或后期而至

量多者，伴形体瘦弱，五心烦热，此类患者精血不

足，肾阴亏虚，容易动火，此乃虚火，虚火灼阴，无法

摄精成孕，治以滋肾养阴，方以养精种玉汤加减，药

用当归、白芍、熟地、牡丹皮、沙参、五味子等，针灸

治疗选取关元、肾俞、肝俞、三阴交等穴位。 黄体功

能不全的患者，黄体酮的产生不足以维持正常的高

温象达到暖胞宫之效果，从而影响妊娠的结局。 《傅

青主女科》又云：“夫寒冰之地，不生草木 ；重阴之

渊，不长鱼龙。 今胞胎既寒，何能受孕？ ”

[2]

临床上常

采用温肾助阳的方法，方药以温胞饮加减，药用山

萸肉、巴戟天、当归、菟丝子、鹿茸等，针灸治疗选取

中极、气海、命门、归来等穴位。

2.1.2

从肝调治 孙思邈言：“女子嗜欲多于丈夫，

感病倍于男子，加之慈恋爱憎嫉妒尤恚，染着坚牢，

情不自抑，所以为病根深，疗之难差。 ”

[6]

当今社会，女

性的身心健康受到多方面的影响， 情志因素所致不

孕症的比例逐年增加。 《妇人规》云：“产育由于血气，

血气由于情怀，情怀不畅则冲任不充，冲任不充则胎

孕不受。 ”

[7]

女子以血为用，肝主藏血，肝气调达，则气

血通畅，肝郁气滞，则影响血行，气滞血瘀，迁延日久

易致瘀血积阻胞络， 影响孕育，“妇人和平， 则乐有

子”。 经间排卵期，排卵部位位于少腹部卵巢，属于

肝，如若肝气失调及肝郁肝火，势必导致排卵障碍，

影响妊娠。 “奇经八脉，固属扼要。 其次重调肝。 ”

[3]25

《医宗金鉴》曰：“妇人以调经为主，其外肝经之病最

多。 ”

[8]

强调了肝经在女子生理中的重要作用，肝郁气

滞患者常表现为月经先后不定期，烦躁易怒，情志抑

郁，经前双乳胀痛，治宜疏肝解郁调经，方以开郁种

玉汤加减，药用当归、川芎、香附、青皮、柴胡、郁金

等，针灸治疗选取关元、三阴交、肝俞、内关等穴位。

2.1.3

从脾调治 《景岳全书》曰：“故调经之要，贵

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

者，则尽善矣。 ”

[3]9

精血为水谷之精气，水谷精气输

布于五脏，陈洒于六腑，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主统

血，脾胃盛，则血气盛，月经方可如期而至，脾胃衰，

则相对不足的气血不能够使月经正常来潮。 傅青主

曰：“脾胃既失生化之权， 即不能化水谷之精微，自

无津液以灌溉于胞胎之中，必不可得也。 ”

[3]170

《妇人

规·经脉诸脏病因》曰：“女子以血为用，血旺则经调，

而子嗣……故治妇人之病，当以经血为先。”

[7]

临床

上月经后期患者，经量或多或少，色淡 ，因饮食劳

倦，损伤脾胃，致脾胃生化乏源，少食即泄泻不适，

终日倦怠乏力、头晕腰酸，治以健脾益气养血，方用

四物汤加减，药用当归、熟地、川芎、白芍、党参、白

术、黄芪等，针灸治疗选取中极、脾俞、足三里、三阴

交等穴位。 临床中脾胃虚弱而肥胖患者，外表看似

健壮，其本为虚，因脾气虚不能行水，致水湿停聚，

聚而成痰，痰湿停留于胃肠之间，不能生精，且脾本

湿土，日积月累，胞宫变为汪洋之窖，即使交合，也

无法顺利成胎，方用参苓白术散加减，药用党参、黄

芪、茯苓、白术、山药、陈皮等，针灸治疗选取中极、

脾俞、气海、足三里、丰隆、阴陵泉等穴位。

2.2

调冲任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七

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故形坏而无子也。 ”

[2]

《妇

人良方》中说：“妇人病月三十六种，皆由冲任劳损

而致”

[9]

，冲为血海，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于冲脉，太冲

脉旺盛，月经才能如期来潮。 任脉起于胞中，任司一

身之阴，有妊育胎儿的作用，与肝、脾、肾三经相交

会，而脾是后天之本，肾为先天之本，女子以肝为先

天，任何一个脏腑功能异常，均可通过任脉反映于

胞宫之中。 《临证指南·调经》云：“经带之疾，全属冲

任。 ”

[9]

故任通冲盛是正常月经、成功妊娠的关键和

前提。 情志因素、房室劳损，或多次妊娠等均可损伤

冲任，冲任受损，则血海不盈，阴血亏虚，致月经失

调，如经行腹痛、月经稀少、痛经、崩中漏下等，临床

中需根据具体症状给予对症治疗。

2.3

调气血 《素问·调经论》曰：“人之所有者，血与

气耳。 ”气血是维持身体机能的最基本物质。 妇人以

血为本，以气为用，气血是月经的物质基础。 “百病

生于气”，气是百病之因，气机不畅，肝志不舒，肝气

上逆则气血失调，可引起月经紊乱。 月经病症均与

气血失调有关，虚证常见有气虚、气陷、气血亏损；

实证常见有气滞、气逆、血瘀等证。 月经失调与气血

失衡关系密切，例如痛经的患者，或因肝郁气滞，气

滞阻碍血行，导致血瘀，不通则痛；或因气虚无力推

动血行，致血行瘀阻；或气血亏虚，经脉失于濡养，

故行经或经后绵绵作痛；或外感风寒、饮食生冷，寒

凝胞宫， 导致气机不畅而作痛。 《妇人良方大全》：

“大率治病，先论其所主。 男子调其气，女子调其血。

气血，人之神也，不可不谨调护。 然妇人以血为基

本”

[10]

。 气行则血行，气郁则血郁，忧思过度则气结，

气结导致血结，气顺则血亦顺，气逆则血逆。 调理气

血在调经之中为历代医家所推崇，《女科要旨》中即

有当归补血汤、归脾汤、温经汤、四物汤等调理气血

方剂的记载。 四物汤为妇科要方，其组成以养血活

血行气为基础。 陈修园曰：“四物汤为妇科总方，时

人习用之，方中妙在川芎一味。 ”

[10]

川芎为血中之气

药，为调理气血之常用药。 《女科经纶》云：“妇人以

血用事，气行则无病。 故古人治妇人病，多用香附、

砂仁、木香、青皮、枳壳者，行气故也，凡妇人病，多

是气血郁结，故治以开郁行气为主。 郁开气行，而月

候自调，诸病瘥矣。 ”

[10]

在临床上，着重调理气血，根

学 术 探 讨

11



2017

年总第

49

卷第

1

期

据不同病症进行辨证论治，可以取得较好的临床效

果。

2.4

调周法 《本草纲目》曰：“月有盈亏，潮有朝

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 ”

[1]54

调周法是国医大

师夏桂成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 根据月经周期中阴

阳消长转化的不同阶段辨证论治。经后期，血海相对

空虚，阴血不足，治以滋阴养血为主；经间排卵期，真

阴逐渐强盛，重阴转阳，阴盛则阳动，促使重阴转阳

的正常演变，治以补肾活血为主，促进卵泡的排出

[11]

；

经前期，肾阳逐渐旺盛，阳长而阴消，治以助阳益气

为主，维持黄体的功能，保持高温象；行经期，重阳转

阴，气血阴阳的活动极为明显，治以活血化瘀为主，

促进经血的排出，祛除陈旧性的瘀浊。 《素问·阴阳应

象大论》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 ”

[12]

阴阳相互转化，互为根本，即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故

临床应用中，在经后期，要使阴长至重，必须结合补

阳，可在补肾滋阴药物中加入少量补阳之品，如紫河

车、川断等；经前期，补阴亦是为了助阳，可在补肾助

阳中加入少许滋阴药，如熟地、山药等。 临床周期疗

法调理月经， 可以使不孕症患者肾气充盛， 阴阳平

衡，气血调和，为受孕奠定良好的基础。研究表明，调

理月经可以调理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的功能， 改善

卵巢功能，促进受精卵着床。

2.5

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 《傅青主女科》曰：“盖胞

胎居于心肾之间， 且上属于心而下系于肾”、“胞胎

上系于心包，下系于命门。 系心包者通于心，心者，

阳也；系命门者，通于肾，肾者阴也”

[13]

，提及心肾及

胞宫的联系和作用。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提出了

“心

-

肾

-

子宫轴”女性生殖理论，强调了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是调节生殖功能的核心所在。 子宫的藏泻功

能与心肾有关，子宫之藏，肾主之，子宫之开，心主

之，子宫之藏泻，虽由心肾所主，但根本上还是由于

阴阳消长转化的月节律所致，而阴阳消长转化的月

节律运动，又必须建立在心肾交合的基础上。 《中藏

经》提出心肾相交的维形“火来坎户，水到离肩；阴

阳相应，乃为和平”

[14]

，心肾交合，才能推动阴阳消长

的正常活动。《慎斋遗书》曰：“心肾相交，全凭升降。心

气之降，由肾气之升，肾气之升，又因心气之降”

[15]

，

心、肾二脏突出体现了人体阴阳的特性，在人体调

节中占有重要位置。 《素问·评热病论》云：“月事不

来者，胞脉闭也。 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 今气上

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

[16]

既济是阴阳

和谐的基础，治疗上可利用两经脉络属，心病治肾，

肾病治心。 《傅青主女科》云：“夫寒冰之地，不生草

木；重阴之渊，不长鱼龙。 今胞胎既寒，何能受孕

……胞胎之寒凉，乃心肾二火之衰微也，故治胞胎

者，必须补心肾二火而后可，方用温胞饮。 ”

[3]169

强调

心肾之阳对于温暖胞胎的重要作用。 “诸痛痒疮，皆

属心也”，心主血脉，经血来源血海，子宫的胞脉与

心直接联系， 夏老提出经行腹痛与心密切相关，治

疗上可加入丹参、茯神、合欢皮、酸枣仁等安降心神

之品，以加强止痛的效果。

3

结语

不孕症与月经失调关系密切，“求子之法， 莫先

调经”这一学术观点，为后世医家治疗不孕症指明了

方向。 本文从病因病机等方面阐述了不孕症与月经

失调的内在联系，并从调脏腑、调冲任、调气血、调周

法、调节心

-

肾

-

子宫轴五个方面论述“求子之法，莫

先调经”在不孕症中的应用，分别以健脾益肾、舒肝

养肝、调理冲任气血、调节月经周期及调节心

-

肾

-

子

宫轴等方法调理月经，使肾气充盛，天癸成熟，冲任

功能协调，胞宫藏泻有期，从而达到助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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