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妇产科  

  明代医学 13 科中，仍独立设妇人科，出现了不少妇产科专著，使妇产科学

有了显著进步。王肯堂《女科证治准绳》影响较大，该书资料丰富，以薛已的《校

注妇人良方》为蓝本，系统总结了明代以前妇产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反映了当代

妇产科学的发展水平。武之望《济阴纲目》(1620)是以《女科证治准绳》为基础

改编而成的，疾病分类条理清晰，选方实用，流行较广。《万氏女科》3卷(1549)，

是一本简易的妇科著作，临证注重观察，方药配伍精当，富有创新精神。《景岳

全书·妇人规》2卷，立论、治法均有独到之处。 

  明代妇产科学的进步还表现在，一些医家思想解放，企图摆脱封建思想束缚，

要求给妇女患者进行客观检查。在一些妇产科论著中，记载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

《女科证治准绳》记述了女性外生殖器阴蒂及其功能；《广嗣纪要》描述了阴道

发育畸形，明代妇产科学在经、带、胎、产方面都有显著成就。 

  (一)有关月经生理病理的论述 

  1、李时珍论月经生理 

  明代关于月经的论述，以李时珍《本草纲目》最详，对月经周期性规律的认

识也更加明确，李时珍把两月一次的称并月，行经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

称逆行，一生不行而受胎者，称暗经；月月行经而产子者是为盛胎，俗名垢胎。 

  2、万全论体质病理与月经病 

  万全注重观察妇女的体质、性格特征与月经病的关系。他认为“肥白者多痰，

瘦黑者多火”，性急躁者常兼气郁气逆，因而治疗时应在祁血调经的同时分别加

以化痰，降火及理气。 

  (二)分娩临床护理 

  1、选用接生人员 

  张介宾认为，在分娩中，接生人员对母婴安全至关重要。《景岳全书·稳婆》

指出，“凡用稳婆，必须择老诚忠厚者”。 

  2、产房卫生 

  《景岳全书·产要》要求产房内应人少安静、室温适宜，通风良好。尤为可

贵的是，当时致病菌虽尚未被人门发现，薛己却已提出了一些可能对产房空气消

毒有益的措施，如用黄芪、川芎、当归等药，置釜中水放，使药气散发满室。其

设备简便，方法易行。 

  3、烧灼断脐预防脐风 

  薛已(1487～1559)发明的烧灼断脐预防脐风的方法，是明代产科引人注目的

成就。它较宋代烧灼脐带断面的方法有明显提高。其使用目的、方法步骤也更加

明确。据清代《达生篇》引《薛氏医案》称：“儿生下时，欲断脐带，必以蕲艾

为燃，香油浸湿。重烧脐带至焦，方断。其束带需用软帛厚棉裹束，日间视之，

勿令尿湿。此预防脐风乃第一要紧事”。 

  (三)万全论优孕优生 

  1、主张择优婚配 

  万全认识到婚配与优生的关系，著《广嗣纪要》16 卷。他在“择偶篇”中

讨论选择配偶条件时强调，婚前应考察配偶的身体发育和健康状况。其中记有多

种关于女性生殖器先天性生理缺陷，不宜婚配。 



  2、种子学说 

  《万氏女科》提出“种子”论，提出“三虚四忌”作为不宜交媾受孕的注意

事项，如环境恶劣、情感不畅、劳倦过度、醉后大饱等。现代医学证明，酒后受

孕可致胎儿发育迟缓，出生后智力低下；恶劣环境、不良的精神刺激均可引起受

精卵发育障碍。 

  3、养胎戒规 

  历代医家都重视孕妇的摄生养性，认为对胎儿健康发育有重要作用。《万氏

女科》对历代养胎法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为六项戒规。“妇人受胎之后，所当

戒者，一曰房事，一曰饮食，一曰七情，一曰起居，一曰禁忌，一曰医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