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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己（约1487—1559），字新甫，号立斋，明代著

名医学家，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人。薛己自幼便继

承家训，跟从其父学医，精心研究医术，名著一时，能

够兼通内、外、妇、儿、骨伤各科，在学术上能旁通诸

家，博学多才，他曾先后担任太医院院士、御医、南京

太医院院判和南京太医院院使等职务。《女科撮要》[1]

是薛己主要的妇科著作之一，为研究明代及明代以前

妇科临床疾病诊治的重要古籍。《女科撮要》全书分

2卷，共30论，收录验案183则。上卷主要论述经、带

和妇人乳痈、热入血室、阴疮等疾病的证候、诊治和方

药，下卷主要论述保胎、小产及各种产后疾病的证候、

诊治和方药。《女科撮要》精辟地阐述了经、带、胎、产

诸疾和妇科杂病的证治，是薛己丰富的妇科临床经验

的总结和荟萃[2]。现将《女科撮要》的临床保胎辨治特

点进行整理、归纳、分析、总结，以期指导临床实践。

1 重视温补脾肾

薛己在深入钻研前人经验及学术思想的基础

上，结合个人的潜心研究和临证心得，自立一家之

说，保胎重视先、后二天辨证论治思想，临床治疗用

药提倡温补，为温补学派的产生、形成奠定了基础，

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薛己对脾胃的理论认识来源于《内经》，并受李东

垣《脾胃论》学术思想的影响。他认为“胃为五脏本

源，人身之根蒂”，人以脾胃为根本，而脾胃为气血之

本，可容纳腐熟五谷，吸收精华化为津液，内养五脏六

腑，外养四肢百骸、皮毛筋肉。故薛己在胎漏、胎动不

安的临证治疗上主张用培土补中、甘温益中法，且在

《女科撮要》保胎篇的诸多验案中使用李东垣的补中

益气汤，他认为只要辨证正确，凡是这类妇科疾病都

可以运用该方进行治疗。薛己将补中益气汤用于治

疗胎漏、胎动不安，不仅拓展了该方的临床运用范围，

而且深入发展了东垣的脾胃学说，给后世极大的启

发。在临证中，薛己强调脾胃的重要性，形成了温补

脾胃的治疗特色。《女科撮要》上卷记载：“经曰：饮食

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

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故心脾平和，

则经候如常。”[3]李东垣“脾胃为气血之本”的学术观

点对薛己影响颇深，薛己认为生血应以调适机体脾胃

之阳气为先。他在《女科撮要》中详尽论述了调治妇

科病的方药：“盖血生于脾土，故云脾统。凡血病当

用苦甘之剂，以助其阳气而生阴血。”临床上，但凡血

虚之证，大多因脾气虚弱，生化乏源，故薛己多用补中

益气汤、六君子汤等方益气补血以调治妇科疾病。同

时，《女科撮要·保胎》中还记载了薛己调治妊娠病重

视脾胃的典型案例：“一妊娠气喘痰甚，诸药不应，问

治于余。询之，云素有带下，始于目下浮两月余，其面

亦然。此气虚有痰饮也，用六味丸料，数剂而愈。”

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薛己不仅重视脾胃的温补作

用，也重视肾命的温煦作用。对于腰膝酸软、湿浊带

下等证，他多用八味丸温补肾火“以消阴翳”。《女科

撮要》中记载：“一妇人发热口干，月经不调，两腿无

力，服祛风渗湿之剂，腿痛体倦，二膝浮肿，经事不通。

余作肝脾肾三经血虚火燥症，名鹤膝风，用六味、八

味二丸，兼服两月……前症若脾肾虚寒，腿足软痛，或

足膝枯细，用八味丸”；“一妇人年五十，内热晡热，经

水两三月一来，此血虚而有热……若兼有痰作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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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便不调，或头晕白带，宜用肾气丸”。他强调治病求

本，务滋化源，“治病必求其本”就是依据脏腑之间的

生克关系，进行辨证施治。他在《女科撮要》中记载

了验案：“一产妇泻痢年余，形体骨立，内热晡热，自汗

盗汗，口舌糜烂，日吐痰三碗许，脉洪大，重按全无，此

命门火衰，脾土虚寒而假热，然痰者乃脾虚不能统摄

归原也，用八味丸补火以生土。”薛己承继了张元素、

李东垣的脾胃理论，又秉承了王冰、钱乙的肾命学说，

逐渐形成了脾胃和肾命并重的医学理论体系，在临床

证治上能将补脾与益肾有机结合起来，并运用阴阳、

五行生克、气血及藏象等理论进行综合性治疗，兼调

五脏六腑。他认为调治脾肾是治疗胎漏、胎动不安的

关键，充分体现了其注重辨证，重视脾肾的学术思想。

2 提倡朝夕分补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记载：“故阳气者，一日

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

虚，气门乃闭。是故暮而收拒，无扰筋骨，无见雾露，

此反三时，形乃困薄。”薛己根据文中关于阳气消长

的论述，深刻认识到人身的阳气在清晨的时候开始

活跃；中午时阳气达到最旺盛的阶段；太阳偏西时阳

气逐渐虚少，汗孔开始闭合；晚上阳气收敛，拒守于

内。人体的阳气消长变化与自然界阳气的昼夜晨昏

变化相一致。故在治疗上，薛己也按照该规律采用

朝夕补益方法，即朝养阴暮补阳，或朝温阳暮滋阴，

或朝暮阴阳兼补，使阴阳相互依存，互根互用，最终

达到阴平阳秘的自然平衡状态[4]。

在临床上，薛己多用六味地黄丸治疗肾水亏虚，

联合应用补中益气汤以培土生金，化金生水。阴虚

者：朝用四物汤加参、术，夕用加减肾气丸；阳虚者：朝

用六君子汤，夕用加减肾气丸；气阴两虚者：朝服补中

益气汤、十全大补汤，夕服六味丸、八味丸、四神丸；气

血俱虚者：朝服补中益气汤，夕服六君子汤加当归气

血双补。《女科撮要·保胎》中记载了典型案例：“一

妇人每怒发热胁胀，小便淋涩，每月经行，旬余未已。

受胎三月，因怒前症复作，朝用加味逍遥散，夕用安胎

饮，各二剂而安。五月又怒复作，下血如经行，四日未

止，仍用前药而愈”；“一妊娠每至五月，肢体倦怠，饮

食无味，先两足肿，渐至遍身，后及头面。此是脾肺气

虚，朝用补中益气，夕用六君子加苏梗而愈。凡治妊

娠，毋泥其月数，但见某经症，便用某药为善”。这种

分朝夕时段服用中药的方法，安排相当合理，充分体

现了薛己理论渊源的精深和临证经验的精熟。

3 注重临证加减

薛己在临床保胎中，最显著的特色是引入辨证论

治这一基本治疗原则，同时重视临证加减，将其与中

医理、法、方、药体系密切结合在一起。他在《女科撮

要·保胎》中详细论述了有关妊娠病的病因、病机及方

药：“妊娠，若元气不实，发热倦怠，或胎动不安，用当归

散，因气恼加枳壳，胸膈痞闷再加苏梗，或作痛加柴胡。

若饮食不甘或欲呕吐，用六君加紫苏、枳壳。若恶阻呕

逆，头晕体倦，用参橘散；未应，用六君子汤。若恶阻呕

吐，不食烦闷，亦用参橘散之类。若顿仆胎动，腹痛下

血，用胶艾汤；未应，用八珍加胶、艾。若顿仆毒药，腰

痛短气，用阿胶散；未应，煎送知母丸。若顿仆胎伤，下

血腹痛，用佛手散；未应，用八珍送知母丸……若下血

不止，名胎漏，血虚用二黄散，血去多，用八珍汤；未应，

用补中益气汤。若因事而动下血，用枳壳汤加生熟地

黄；未应，或作痛，更加当归；血不止，八珍加胶艾。若

不时作痛，若小腹重坠，名胎痛，用地黄当归汤；未应，

加参、术、陈皮；或因脾气虚，用四君加归、地；中气虚，

用补中益气汤……或胎作胀，或腹作痛，此是脾胃气虚

而不能承载，用安胎饮加升麻、白术；不应，用补中益气

汤。或脐腹作胀，或小便淋闭，此是脾胃气虚，胎压尿

泡，四物加二陈、参、术，空心服后探吐，药出气定，又服

又吐，数次必定。或因劳役所伤，或食煎炒，小便带血，

此是血得热而流于脬中，宜清膀胱，用逍遥散。或遗

尿不禁，或为频数，此是肝火血热，用加味逍遥散。”由

此可见，薛己临床辨证独具特色，直求其本。《女科撮

要·保胎》中记载：“一妊娠三月，其经月来三五次，但

不多，饮食、精神如故。此血盛有余，儿大能饮，自不来

矣，果然。”“一妊娠六月，体倦食少，劳役见血，用六君

加当归、熟地、升麻、柴胡而愈。”“一妊娠每三四月，胎

便作痛，余用当归地黄汤治之，不日而愈。”“一妊娠吞

酸恶心，欲作呕吐，此饮食停滞，用六君加曲、柏、炒黑

子芩、枳壳、香附，治之而愈。”凡此种种案例，皆可说

明薛己在临证思维上独具慧眼，注重随证加减，对临床

保胎有独特见解，对医学的造诣颇深。

4 重视情志因素

《景岳全书·血证》曰：“人有阴阳，即为血气。阳

主气，故气全则神旺；阴主血，故血盛则形强。人生所

赖，唯斯而已。”气与血都是由人身之精华所化，而妇

人一生经、带、胎、产的生理活动，均以血为本。情志

因素与妇科疾病的发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情志失

常可引起气血紊乱，以致机体阴阳平衡失调、脏腑功

能失常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故薛己注重情志因素在

保胎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强调暴怒、忧郁及恐惧等异

常情志活动对孕妇身心健康的影响。他认为情志因

素致病主要与肝藏血、脾统血、肾藏精的功能失调有

关，若素性抑郁、情志不遂或恼怒伤肝，肝气失于调达

而横逆上犯，则肝气郁结，冲任失调而导致胎漏、胎动

不安；忧思伤脾，而脾又为统血之脏，脾气耗损而血

溢脉外，可致气不摄血，冲任不固而导致胎漏、胎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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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思虑伤脾，运化失职，水湿内停，可致水肿；若恐

惧过度伤肾，肾失闭藏，则冲任不固，可致胎漏、胎动

不安；肾气受损，精血不足，胎失所养，可致胎萎不长。

《女科撮要·保胎》中有案例记载：“一妊娠饮食

后恼怒，寒热呕吐，头痛恶寒，胸腹胀痛，大便不实而

色青，小便频数而有血。余曰：当清肝健脾为主。不

信，乃主安胎止血，益甚。问余曰：何也？余曰：大便

不实而色青，此是饮食既伤脾土而兼木侮；小便频数

而有血，此是肝火血流于胞而兼挺痿也。用六君子加

枳壳、紫苏、山栀二剂，脾胃顿醒，又用加味逍遥加紫

苏、枳壳二剂，小便顿清，更节饮食，调理而安。”他指

出：“治法虽云胎前清气，产后补血，不可专执。若脾

胃不实，气血不充，宜预调补，不然临产必有患难。”另

有典型病案：“一妊娠三月，饮食后因怒患疟，连吐三

次，用藿香正气散二剂，随用安胎饮，一剂而愈。后因

怒，痰甚狂言，发热胸胀，手按少得，此肝脾气滞，用加

味逍遥散加川芎，二剂顿退，四剂则安。”“一妊娠因

怒吐血块，四日不止，两胁胀痛，小便淋涩，此怒而血

蓄于上部，火炎而随出也；胁胀腹痛，小便淋涩，肝经

本病也。用小柴胡合四物，四剂而止，却用六君子、安

胎饮，调理而安。”这类病案反映了薛己认识到情志调

治的重要性，他在临床上诊治胎漏、胎动不安等妊娠

病患者时，以药物治疗为主，同时辅以细致的情志疏

导，体现了薛己妇科论治重视情志调摄的临床特点。

5 结语

本文对薛己《女科撮要》中有关保胎的论述进

行了归纳、总结、凝炼，其他诸多妇产科病证尚未涉

及。此举不过抛砖引玉，旨在启发同仁深入研究吴

医古籍，探讨吴门医派的学术思想及临证特点，更好

地指导临床实践，传承、发扬、光大吴门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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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谷是我国古代盛行的一种养生之术，有“断

谷”“绝粒”“休粮”“却谷”之称，意即不进食五

谷杂粮。最早起源于道家修炼养生之术，后世佛、

儒、医等诸家逐渐效仿。我国最早发现有关辟谷

的记录，是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献

中，有“却谷食气”的记述。后世医家往往认为辟

谷是指避免或减少谷类、肉类等食物的摄取，但其

实是改善饮食结构的一种方法。文献记载辟谷分

从中医“气”的角度谈辟谷与胰岛素抵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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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内分泌科，北京100029；  2.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北京100037；
3.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部养生学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29）

摘 要 辟谷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修炼养生术。通过辟谷疗法充养人体元气、健运脾肾之气、调整气机升降运动以达

到轻身健体、延年益寿的效果。这正好与现代医学防治胰岛素抵抗要求限制饮食、减轻体重、改变饮食结构有异曲同工

之妙。从调节肠道菌群这一研究热点出发，发掘辟谷疗法对胃肠微环境的影响在改善胰岛素抵抗方面具有广阔的研究前

景和潜力。

关键词  辟谷  壮火食气  少火生气  胰岛素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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