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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宫虚寒证”一词最早见于1987年人民卫生

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此前与其

含义最相近的是“胞宫虚寒”一词，该词首见于清代

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同义词有“胞脏冷”“子宫

冷”“子脏虚冷”“子脏虚损”“子宫虚冷”“胞宫阳

虚证”“胞失温煦证”等。其中“子脏虚冷”“子脏虚

损”“子宫虚冷”的含义与“胞宫虚寒证”基本一致，

“胞脏冷”“子宫冷”“又有虚寒和实寒的区别，所指

范围则比“胞宫虚寒证”要广。本文通过对“胞宫虚

寒证”源流的梳理，有助于厘清这一术语名词及其内

涵的演变，一窥其发展脉络，以期对中医名词的相关

文献研究有所裨益。

1 先秦两汉时期

这一时期，已较清楚认识“胞宫”的解剖和生理

功能，对胞宫之寒证及其治则治法有初步的认识，但

并未形成明确的“胞宫虚寒”概念。《神农本草经·紫

石英》[1]谓紫石英主治“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

无子”，“子宫”即是“胞宫”，此风寒的意义包括虚寒，

但对实寒、虚寒并未区分。《金匮要略》中“妇人妊

娠病脉证并治”“妇人杂病脉证并治”二篇将胞宫称

为“子脏”“胞门”[2]55，《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

治》[2]60载有胞宫虚寒可导致闭经，曰：“妇人之病，因

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

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后世医家将《金匮要略》中的

胶姜汤、附子汤、温经汤作为治疗此证的经典方剂。

2 隋唐时期

这一时期，对胞宫实寒与虚寒进行了区分，但在

命名上仍然含混，“子脏虚冷”与“子脏冷”“胞脏冷”

等表述皆含有“胞宫虚寒证”之义，但相对而言，后

者含义更广，总括了胞宫寒证的虚、实病机。隋代巢

元方《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3]曰：“子脏冷

无子者，由将摄失宜，饮食不节，乘风取冷，或劳伤过

度，致风冷之气乘其经血，结于子脏，子脏则冷，故无

子。”“阴挺出下脱候胞络伤损，子脏虚冷，气下冲，

则令阴挺出，谓之下脱。”认为胞宫虚寒之寒非风寒

外邪所客，乃阳虚而生，多由先天不足，后天房劳多

产所致，胞宫虚寒可引起妊娠胎痿、月经不通、不孕、

阴脱等疾病。 

3 宋金元时期

这一时期对“胞宫虚寒”有了更全面认识，扩

展了虚寒的含义，既包括阳虚生寒又包括正虚邪侵

之寒。王怀隐等在《诸病源候论》基础上，强调内

因的重要性，《太平圣惠方》[4]将其称之为“子脏虚

冷”“子脏虚寒”，可引起滑胎、不孕和子宫脱垂等。

《圣济总录》[5]称之为“子宫虚冷”，可导致妇人“胎

孕不成，或经水不调，血气积冷”。此外，宋代《妇人

大全良方》用“子脏虚损”“子宫冷”“胞脏冷”表

述胞宫虚寒，《妇人大全良方·妇人阴挺出下脱方

论》[6]279曰：“夫妇人胞络伤损，子脏虚冷，气下冲则

令阴挺出，谓之下脱。”《妇人大全良方·产后风虚

劳冷方论》[6]583 ：“若久不平复，若久不瘥，风冷入于

子脏，则胞脏冷，亦使无子，谓之风虚劳损也。”指

出体虚之时，“风冷”客之，是导致“胞宫虚寒”的重

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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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胞宫虚寒”之名首见于清代《温病条辨》，是指阳气亏虚、胞宫失于温煦。“胞宫虚寒证”一词首见于

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20世纪 90年代中医证候规范化工作开展之后，“胞宫虚寒

证”作为中医学规范名逐渐成为共识。对“胞宫虚寒证”这一名词术语的源流进行了考证，以期为相关中医研究提供

文献依据。

关键词  胞宫虚寒证；名词术语；源流考证

中图分类号 R27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397X（2019）07-0081-02

doi：10.3969/j.issn.1672-397X.2019.07.027



文 献 研 究

82 2019 年总第 51 卷第 7期

4 明清时期

这一时期，继承前代医家对胞宫虚寒的论述，首

次提出“胞宫虚寒”这一名词，与现代“胞宫虚寒证”

的概念基本一致。清代《不居集》《叶氏女科证治》

等皆阐释了子宫虚冷，阳气不能生化因而无子的病

机，并发展了“胞宫虚寒证”的疗法，除汤药外，增添

栓剂外治法。《增订通俗伤寒论·伤寒脉舌》[7]载有“舌

淡红带青”是“胞宫虚寒证”常见舌象，丰富了“胞

宫虚寒证”舌诊的内容。清代吴瑭《温病条辨·解

产难》[8]中首次出现“胞宫虚寒”一词，乃是由虚损

所致：“妇人产后下亏，淋带癥瘕，胞宫虚寒无子，数

数殒胎，或少年生育过多，年老腰膝尻胯酸痛者。” 

5 近现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国家组织陆续出版

了系列规划教材，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教材中开

始出现中医证候分类内容，才出现了“某某证”的表

述方式。198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中医证候鉴别诊

断学》[9]使用了“胞宫虚寒证”一词，其定义为：“胞

宫虚寒证是指因禀赋不足，或房劳多产而致阳气不

足，胞宫失于温养，气血生化不及所引起的一系列症

状的总称。主要临床表现为：小腹不温，喜温喜按，

绵绵作痛，月经或后期而来，或经行量少，或停闭不

行，带下量多，色白质稀，腰痛腿软，畏寒肢冷，大便

溏薄，脉沉细无力或沉迟。”

随着中医证候规范化工作的持续推进，在其后

的国家规划教材、国家标准中，“胞宫虚寒证”则一

直沿用下来。1997年出版的国标《中医临床诊疗术

语·证候部分》[10]中，用“胞宫虚寒证”为规范名，

其定义为：阳气亏虚，胞宫失却温煦，以畏冷肢凉，小

腹隐痛、喜温喜按，月经色淡、质稀，或带下清稀，或

不孕，或流产，面色白，舌淡苔白等为常见症的证候。

其后，代表性辞书《中医大辞典（第2版）》[11]以“胞

宫虚寒证”作为正名。2005年出版的全国科学技术

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中医药学名词》[12]以

“胞宫虚寒证”作为规范名，标志着这一名词被规范

使用。

6 结语

先秦两汉时期，已经有关于胞宫虚寒之症状及

诊疗的记载，隋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完善了胞

宫虚寒的辨证分型以及治则治法。至宋金元时期，

更进一步丰富了子宫冷的治法方药，但仍未明确“胞

宫虚寒”之名，多以“子脏虚冷”“子宫虚冷”等表

述。直至清代，医家对胞宫虚寒证从诊法到治疗的

认识逐渐完善，吴鞠通在《温病条辨》首次提出“胞

宫虚寒”一词，并得以沿用。至1987年的《中医证候

鉴别诊断学》中，才正式使用了“胞宫虚寒证”一词，

这是目前可查使用“胞宫虚寒证”一词最早的文献。

随着中医证候规范化工作的持续推进，在其后的国

家规划教材、国家标准中，“胞宫虚寒证”一直沿用下

来。

此后的1997年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6751.2-1999）《中医临床诊疗术语——证

名》中，用“胞宫虚寒证”为规范名；2005年出版

的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的《中医

药学名词》等均以“胞宫虚寒证”作为规范名。对

“胞宫虚寒证”源流的系统梳理研究，有助于充分厘

清其术语的演变及应用，可更好地理解这一中医术

语内涵，明确中医相关名词用法，为以后的研究提

供文献基础，对中医的继承、发展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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