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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任督带四脉属于奇经八脉，与女子生殖的关

系密切，早在《内经》就有记载。本文试结合中医古

籍中有关论述，从冲任督带四脉与女性生理功能和

疾病病机特点以及治疗特点的角度，试谈冲任督带

与女性生殖疾病的关系及其治疗用药。 

1 冲、任、督、带四脉与女性生殖的生理关系

1.1  冲、任、督、带四脉循行路线与脏腑、经络构架起

互联网络  《素问·骨空论》《灵枢·动输》已经记

载了冲、任、督脉的循行路线，《难经·二十七难》最

早记载了带脉循行路线。

冲、任、督脉三脉均源于胞宫，出于会阴，约束于

带脉，循行女性特有的器官，与全身经络相联系。《儒

门事亲·卷一》言“冲、任、督三脉，同起而异行，一

源而三歧，皆络带脉……统于篡户，巡阴器，行廷孔、

溺孔上端……以带脉束之。”《难经·二十七难》云“冲

脉者，起于气冲，并足阳明之经，夹脐上行，至胸中而

散也；冲脉在体前挟任脉、胃经和肾经上行，达咽喉，

环口唇；其分支或从气街向下与肾经并行，或向后贯

肾合于督脉”，《类经》载其 “下行者，虽会于阳明之

气街，而实并于足少阴之经，且其上自头，下自足，前

自腹，内自溪谷，外自肌肉，阴阳表里无所不涉”。《难

经·二十七难》说任脉“起于中极之下，以上毛际，

循腹里，上关元，至咽喉”，沿体前正中直上下颌部，

循环口唇，再沿脸颊上行至承泣穴，其分支在胸骨剑

突向下至鸠尾，散布于腹部。在女子，督脉“起于下

极之俞，并于脊里，上至风府，入属于脑”，其分支或

与任脉相合由少腹向上至承泣穴，或从长强别出，沿

脊柱上行至颈部与膀胱经相合。而带脉起于章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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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腰一周，前平神阙，后平第二腰椎，兼通上下、左

右、阴阳、内外诸经。

冲、任、督、带四脉通过循行路线以及与其他经

脉的交会穴（见表1）和肝、肾、脾、胃等脏腑建立了

密切联系。其一，肝肾二经均与冲、任、督、带脉相

交相通（见表1），而肝经又与任督二脉在头面部、阴

器、喉、目等处相通；其二，冲、任、督三脉均起于肾

下胞宫，《素问·痿论》言“冲脉者，经脉之海也，主

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总宗筋之会，会于

气街，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而络于督脉”。可

见，肝、肾、脾、胃与冲任督带四脉关系密切。

表 1  冲、任、督、带四脉与经络的交会穴或相通穴

相互交会的经脉 交会穴或相通穴

冲脉

脾经 公孙

肾经
横骨、大赫、气冲、四满、中注、肓俞、商曲、石关、

阴郄、腹通谷、幽门

任脉

肺经 列缺

肝经 曲骨、中极、关元

肾经 中极、关元

脾经 下脘、中极、关元

胃经 承泣、承浆、中脘、上脘

小肠经 中脘、上脘

督脉 龈交

督脉

小肠经 后溪

肾经 长强

胆经 长强、大椎

膀胱经 会阳、风门、陶道、脑户、百会穴、神庭、大椎

胃经 神庭、水沟、大椎

带脉

胆经 足临泣、带脉、五枢、维道

肝经 章门

冲脉 气街

任脉 神阙

督脉 命门

胃经 天枢

脾经 大横

肾经 肓俞

膀胱经 肾俞、志室

冲、任、督三脉 会阴

肝经
督脉

颃颡
冲脉

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胃为水谷之海，

肝为罢极之本，冲、任、督、带四脉功能的正常运行离

不开肝、肾、脾、胃等脏腑的调控。冲脉贯穿周身，与

肾脾二经交会，又与胃经“会于气街”，“合于宗筋”，

故冲脉得胃气濡养、肾阴滋润、脾血补充，为血海[1] ；

肝藏血，主疏泄，冲脉气血运行受肝气的调控。《医

经精义》指出：“冲任本属肝经，其标至胃，其根在肾

也。”任脉总领一身之阴，为“阴脉之海”，与肝肾二

经相交，受肾精肝血的滋养得以“任养胞胎”，“任维

诸脉”。督脉属肾贯心，肾藏元阴元阳、先天之精、命

门之火，故督脉得肾中命门之火温煦，总督一身之

阳，为“阳脉之海”。督脉与冲任二脉相通，督脉主

阳，冲、任主阴，阴阳协调，共同调节一身阴阳气血。

带脉与纵行的肾、脾、胃、肝相交，不断得到先后天的

充养和肝气的调控，使带脉气血通畅，则固束纵行经

络的能力正常。

综上所述，冲、任、督、带四脉在循行中与相应

的十二经脉或并行，或交会，或循经，或络属脏腑，以

此与肝、肾、脾、胃等多个脏腑建立密切的联系，同

时冲、任、督、带四脉之间也存在内在的联系。可见，

冲任督带四脉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形成一个复杂

的互联网络，互为影响，共同维系女性正常的生理功

能。

1.2  冲、任、督、带四脉与女性生殖功能关系密

切  冲任督三脉同起胞宫，带脉络胞而过，冲、任、

督三脉在下腹部循行路线正是女性生殖器官所在部

位。督脉主阳，冲任主阴，带脉固束纵行诸经，冲任

督带四脉互相协调，共同调节胞宫的阴阳气血。所

以，冲脉充盈、任脉通畅、督脉温煦、带脉固束与女性

生殖功能关系密切。

最早将冲任二脉与女性生殖功能相关联的是

《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

子……七七天癸竭，任脉虚，太冲脉衰少，故形坏而

无子。”经文详细说明肾气充盛，天癸泌至；脾胃健

运，血海充盈；冲脉广聚脏腑之血；任脉通畅，脏腑气

血下注胞宫。四者共同作用产生月经，使女性具备

生育能力[2]，明确了冲任二脉在女性正常月经来潮和

生殖能力中的重要地位。

后世医家又在《内经》基础上对冲任二脉在女

性生殖功能中的作用进行了补充。隋朝巢元方认为

规律来潮的月经需要冲任二脉调控，在《诸病源候

论》中记载：“水是经络之余，若冷热调和，则冲脉、

任脉气盛，太阳、少阴所主之血宣流，以时而下。”唐

朝王冰肯定了冲任二脉在女性生殖中的重要地位，

他在《黄帝内经》中注释了很多关于冲任二脉的内

容，如“冲为血海，任主胞胎，二脉相资，故能有子”。

明朝张介宾更是认为月经之本在冲脉，并提出冲任

气血化生乳汁、月经的理论，《景岳全书》曰：“脏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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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血，皆归冲脉，而冲为五脏之血海，故言太冲脉盛

则月事以时下，可见冲脉为月经之本也”，“妇人乳汁，

乃冲任气血所化，故下则为经，上则为乳”。武之望

认为冲任二脉主阴血，受脾胃生化水谷精微相资而

充盈，才能有规律月经来潮，《济阴纲目》中进行了详

细描述：“任脉主任一身之阴血，太冲属阳明，为血之

海，故谷气盛，则血海满而月事以时下。” 清朝傅山肯

定了带脉固束胞胎的作用，《傅青主女科》谓：“带脉

者，所以约束胞胎之系也。”可见，冲、任、带脉对女

性的月经、孕育、哺乳等生理功能都起到重要的调节

作用。

2 冲、任、督、带四脉功能异常可导致各种妇科疾患

冲任督带损伤原因有二：一是脏腑气血或他经

病变间接影响冲任督带的功能；二是致病因素直接

损伤冲任督带而产生疾病[3]。

早在《内经》中就记载了冲、任、督脉功能失调

与女性疾患相关，如“任脉为病，女子带下瘕聚”，“冲

脉为病，逆气里急”，“督脉为病，女子不孕”。宋代

《妇人大全良方》有云： “妇人病有三十六种，皆由冲

任损伤而致。”徐灵胎更是认为妇科之病均可从冲任

二脉着手辨治，《医学源流论》指出：“凡治妇人，必

先明冲任之脉……此皆血之所以生而胎之所由系。

明于冲任之故，则本原洞悉，而后其所生之病，千条

万绪，可以知其所从起。”明朝李时珍在《奇经八脉

考·气口九道脉》指出月经病、不孕症与带脉相关，

“中部左右弹者，带脉也，动苦少腹痛引命门，女子月

事不来，绝继复下，令人无子，男子少腹拘急，或失精

也”。明朝陈士铎指出任督二脉不通可以导致不孕，

在《外经微言·任督死生篇》中记载：“肾之气必假

于任督，二经气闭，则肾气塞矣。女不受妊，男不射

精，人道绝矣。”清朝傅山指出带脉与胞胎不固的关

系，《傅青主女科》：“带脉无力，则难以提系，必然胞

胎不固，故曰带弱则胎易坠，带伤则胎不牢。”清朝叶

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论及冲任二脉为病的医案

有65例之多。

若先天肾气不足或后天脾胃虚弱，气血化生无

源，可致冲脉血海匮乏，导致闭经、月经后期、月经过

少、不孕、胎动不安、滑胎等病[4] ；脾失健运而不能运

化水湿，湿邪下注带脉，致带脉失约，不能固摄胞宫，

症见带下、经血淋漓不断或崩中下血、胞胎不固[5] ；

若肝血不足，气机失利，致冲任不畅，则出现月经先

后无定期、痛经、经行乳胀、不孕等病[5]；若冲气上逆，

胃失和降，则见妊娠恶阻[6] ；若冲任不固，经血失于约

制，则生月经先期、月经过多、崩漏等病证[6] ；若冲任

不固，不能摄血养胎，则致胎漏[6] ；若督脉损伤，则不

能温煦胞宫气血，胞宫虚寒，则引起闭经、月经后延、

经行腰酸、经行腹痛、经行头痛、不孕等疾病[7]。

可见，多种妇科疾患的发生均与冲、任、督、带损

伤关系密切。

3 现代中医对冲任督带四脉调节女性生理、病理的

机制研究

现代许多医者还运用各种现代医学的技术和实

验，尝试从科学研究角度阐述冲、任、督、带四脉调节

女性生理和病理的作用机理。

如运用神经系统理论对冲任二脉循行路线和

功能进行分析，认为冲任二脉为隶属于脑的生殖之

经[8] ；再如根据妊娠期间小腹部中线皮肤色素加深与

任脉循行位置一致，解释任脉与妊娠有直接关系[9] ；

梁瑞宁[10]认为冲脉与卵巢动脉、子宫动脉有关，“冲

盛”表现为卵巢、子宫动脉的血供充盛，而“任通”是

围绕“的候期”为“妊子”提供“不间断”且“不同

质”的阴液，包括卵泡液、输卵管液、宫腔及宫颈液

均是由任脉所主之阴液，为理解奇经调节女性生理

机能提供了思路。

在调理冲、任、督、带四脉治疗女性疾病的机

制研究方面，闫巍等[11]认为针刺调冲任促排卵治法

的生物学机制是促进下丘脑促性腺激素的合成以

达到调节女性生殖生理功能的目的；余谦等[12]发现

针刺肝俞、肾俞等穴位调补冲任可以改善女性下丘

脑-垂体-卵巢轴反馈和卵巢功能，促进自主月经恢

复，有效提高基础体温（BBT）连续测定双相率和阴

道上皮细胞成熟指数，提高血清雌二醇水平；胡向

丹等[13]通过梅花针叩打冲、任、督、带脉治疗卵泡发

育不良性不孕，能改善卵巢功能和提高卵泡质量，

促进卵泡生长发育，提高成熟卵泡排卵率，改善宫

颈黏液性状，其疗效优于枸橼酸氯米芬/人绒毛膜

促性腺激素。

上述研究将中医冲任督带理论与现代医学中女

性解剖和功能相关联，促进了冲任督带理论的发展。

4 冲、任、督、带四脉的奇经专药和引经药

首次提出奇经专药进行疾病治疗这个概念的

是李杲的《脾胃论》，他提出黄柏和黄连是治疗冲脉

气逆专药。许多医著中都有关于治疗奇经病专药的

记载：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专门记载治疗冲、任、

督病症的药物；武之望在《济阴纲目》中记载专门调

理冲、任、督、带四脉的药物；《本草备要》中有专门

关于冲脉药物及功效记载；傅青主认为“山药、芡实

专补任脉之虚，黄柏解任脉之热，巴戟、白果可通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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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扁豆、山药、莲子以卫冲脉，牡蛎涩脱以摄带脉

之不收”；《临证指南医案》[14]主张使用动物药治疗

奇经失调，比如“鹿性阳入督脉，龟体阴走任脉”，并

认为冲、任、督、带各有一主药，“冲脉为病，用紫石

英以镇逆；任脉为病，用龟版以为镇摄；督脉为病，

用鹿角以为温煦；带脉为病，用当归以为宣补”[15]。

本文将冲、任、督、带四脉的专用药和引经药整理如

表2。

表 2  冲、任、督、带四脉专用药和引经药

经络 引经药 主要归经药物

冲脉 紫石英 当归、赤芍、木香、吴茱萸、黄柏、白术、白芍

任脉 龟版 山药、芡实、白果、茴香

督脉 鹿角
鹿茸、藁本、附子、细辛、黄芪、羌活、鹿角、

鹿角胶

带脉 当归 当归、升麻、龙骨

5 与冲、任、督、带四脉关系密切的妇科方剂举隅

妇科方剂多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调理冲、任、督、

带四脉以达到治疗目的。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

西录》里用于治疗妇人血海虚寒不育的温冲汤，方用

附子、肉桂、小茴香温冲散寒，山药、紫石英、核桃仁

补肾填精，当归、鹿角胶养血，共奏温冲散寒、补肾填

精之功效。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用于治疗冲任

虚寒、瘀滞内阻、血不归经导致少腹疼痛的少腹逐瘀

汤，方中小茴香、干姜、官桂散寒通阳、温暖冲任，蒲

黄、五灵脂、延胡索、没药活血祛瘀、散结定痛，诸药

相配，共成化瘀散结、温阳散寒、调经止痛之功。用

于治疗冲任虚寒、瘀血阻滞的温经汤，方中当归、川

芎、芍药养血祛瘀、调理冲任，吴茱萸、桂枝温经散

寒暖宫，麦冬、阿胶养血润燥止血，人参、生姜、甘草、

半夏益气和胃，共奏调补冲任、养血祛瘀之效[16]。

现代医家陈宝贵常用温冲汤和少腹逐瘀汤治疗

胞宫虚寒性不孕[17]，两方皆有温阳散寒之功，温冲汤

兼有补肾养血之功，少腹逐瘀汤兼有活血化瘀之力。

萧中强[18]以补督助孕汤治愈163例不孕症，该方以鹿

茸为君通补督脉，以紫石英、巴戟天为臣，两药既温

补肾气，又入冲、任二脉以调冲任。

6 结语

综上所述，冲、任、督、带四脉在女性经、孕、产、

乳等生理功能和经、带、胎、产、杂病等疾病的发生、

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冲、任、督、带四脉受肝、

肾、脾、胃等脏腑功能和气、血、天癸调节，与胞宫密

切关联。若女性冲、任、督、带脉出现损伤，会出现多

种妇科疾患。在治疗经、带、胎、产、杂病等妇科疾患

时，要重视调理冲、任、督、带诸脉，并适当选用冲任

督带四脉的专用药和引经药，以提高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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