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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张仲景所著《金匮要略》，是现存中医古籍最

早设妇科专篇的医著．开创了妇科辨证论治的先河。

其中有关月经病的条文。论述了后世常见的崩漏、经

水不利、经期感受外邪等病证，并创制了温经汤等名

方。在治法上灵活运用通经法、温经法、泄热法等。现

将此书中关于月经病的论述及其辨治特点归纳如下：

1病因病机以辨虚实寒热为主

仲景辨妇人杂病，在病因上可归纳为因虚、积冷、

结气三方面。月经病虽也属杂病，但因虚、因瘀、因寒

者居多．因此在病机上更偏重于辨其虚实寒热：虚以

虚寒为主；实以瘀血为主，也包括气郁、水血互结；热

则以外感邪气为主。具体来讲．在崩漏病中有冲任虚

寒之虚寒证．有冲任虚寒夹瘀之虚实夹杂证：在经行

不利病中有瘀血内阻及瘀结成实之实寒证：将妇人热

人血室辨为实热证：将水fI}L并结m室辨为实证。

2着重对经量与周期异常的辨治

2．1经量减少与周期紊乱“带下，经水不利．少腹

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妇人杂病脉

证并治》第10条)和“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

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4条)是对经水不利

因血瘀所致的论述。条文中妇女患经水不利或经一

月再见。是经量减少与周期紊乱的具体表述。若由瘀

血所致，必有少腹满痛、月经量少、色有紫块、舌质紫

黯、脉涩等证。第10条为经行不畅，第14条是经闭

不行．以方测证可知后者必有少腹硬满结痛拒按．二

者在程度上有轻重之不同。后者较前者重，故前者用

土瓜根散活血通瘀．而后者用抵当汤攻瘀破血通经。

2．2经量增多与周期紊乱 “问日：妇人年五十所。

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手掌

烦热，唇口干燥，何也?师日：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

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干燥．

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

9条)和“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胶姜汤主之。”(《妇

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2条)是对崩漏经量增多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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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紊乱特点的详细描述。第9条论述妇人五十岁左

右，气血已衰，冲任不充。经水应止．今复下血数十日

不止，乃属崩漏之疾。病由冲任虚寒．曾经半产。瘀血

停留于少腹所致。病机为冲任虚寒．瘀血内停。第12

条沦述漏下，以方测证其病机似为冲任虚寒、不能摄

血，故经气下陷，下血不止。原文并未提及此证的周

期是否紊乱，但冲任虚寒．并非朝夕之功．而既是漏

下之证，月经应是非时而下且淋漓不尽。所以笔者认

为患此证者其月经周期亦应是紊乱的。

3治法多样．重视运用活血祛瘀法

3．1通经法

3．1．1 活血化瘀法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

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

第10条)论述因血瘀内阻所致经水不利。因瘀血滞

留，气血不畅，故少腹疼痛，经行不畅。或经乱出血，

方用土瓜根散以活血调经、化瘀止痛。方中土瓜根、

廑虫活血行瘀。桂枝、芍药调和营血。加酒以行药势，
用于血瘀致经水不调者．

3．1．2破血逐瘀法61．1I⋯腹中有干血著脐下．宜下

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妇人产后病脉证并

治》第6条)论述产后瘀血结而未去。方用下瘀血汤，

既可治产后腹痛．也可治由瘀血内结所致的经水不

利。方中大黄行滞通瘀、荡逐瘀血、泻下瘀积。桃仁润

燥活血祛瘀，廑虫逐瘀破结。三味合用，破血之力颇

猛，适用于重症瘀血腹痛及经水不利。又“妇人经水不

利下，抵当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4条)论

述瘀血壅阻不通，内结成实，出现月经过期不来．或经

血排出不畅。欲使经行通利。必先去其瘀结．以抵当汤

破血逐瘀，方中水蛭、虻虫攻逐瘀血，大黄、桃仁化瘀

逐血，全方合为攻瘀破血之峻剂。本方较土瓜根散、下

瘀血汤更猛，故须瘀血结实、形气俱实者方可用之。

3．2 温经法

3．2．1 温经化瘀法“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血)数

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里急，腹满⋯⋯当以温经



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9条)。论述冲任虚

寒、瘀血内停之崩漏。方用温经汤温经化瘀．使虚寒

得补，瘀血得行，方中以吴茱萸、桂枝、生姜温经散

寒，当归、川芎、芍药养血活血行瘀，丹皮活If}L祛瘀，

人参、甘草补中健脾益气以乍气血，阿胶养血止血。

麦冬、半夏润燥降逆，，本方虽名“温经汤”，但方中仍

有近半数活血祛瘀药．说明虚中夹瘀之证。补虚应不

忘化瘀，化瘀是为了补虚，同时也体现了仲景治崩漏

重视运用祛瘀法以止血的精神。

3．2．2活血化瘀．行气止漏法 “寸口脉弦而大，弦

则为减。大则为芤。减则为寒，芤则为虚，寒虚相搏，

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妇人

杂病脉证并治》)，上文见于虚劳篇中，此去男子亡血

亡精句，而易之日旋覆花汤主之，盖专为妇人立法

也。论述虚寒之人因肝郁血滞致经血非时而渗溢宫

外。出现漏下淋漓。方中旋覆花通肝络、行气血，葱白

通阳散寒．新绛活血化瘀。全方通过行气解郁化瘀而

通阳气。气通郁解寒凝散。气血通调，漏下即止。此实

为仲景治漏下善用祛瘀法思想的又一体现。

3．2．3温养冲任．养血止血法“妇人陷经，漏下黑不

解，胶姜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2条)，论

述冲任虚寒．不能摄血之漏下证，方用胶姜汤。胶姜汤

药物组成不详．后世多数医家认为是胶艾汤加干姜。

临床只要掌握了治疗大法。并随证化裁，必有佳效。

3．3 泄热法 此法即清热活血法。“妇人中风，七八日

续来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

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妇人杂

病脉证并治》第l条)论述妇人在行经期感受外邪，邪

热乘虚而入血室，热与血结，经水郁而不行，证见寒热

往来，发作有时。月经突然中断，以小柴胡汤疏解郁热，

散血室之结．热清结散则经调。此外，仲景还提到了针

刺期门以泄热。体现了其针药并用以泄热的治法特点。

3．4破血逐水法“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

不渴，生后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

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3条)论述妇人水血

并结于血室。一般来说，蓄水应El渴而小便不利，蓄血

贝iJsl,便自利。而本条为产后小便微难而口不渴．所以

病属水血俱结于血室．故以大黄甘遂汤破血逐水。方

中大黄破血．甘遂破水，阿胶养血扶正。对于此种病情

复杂之证．仲景用药精炼，药力精专，故能收效。

4提出经期应有未病先防思想

妇人在未行经期间．由于冲任气血较平和，致病

因素尚不足以引起病变．但在经期前后，血海由满而

溢，因泻溢而骤虚．冲任气血变化急骤。如果此时稍

有不慎，病邪则易伤人正气。《金匮要略》在《妇人杂

病脉证并治》篇的第l、2、3条中分别论述了妇人在

行经期感受外邪。出现月经失调、肝胆不利、心神不

学术探讨

宁的症状。本篇仲景虽着重讨论对已病的辨证论治．

但也暗含有妇女在经期应注意避免感受外邪的思

想。如果妇女在行经期间能注意避免虚邪贼风的侵

袭，那么就会大大降低在此期fzJ患病的几率。这是仲

景临床经验所得．也是他未病先防思想在妇科中的

具体体现。

5认识到月经病与其他妇科病的联系

“妇人经水闭不利，脏坚癖不止，中有干血，下白

物，矾石丸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5条)论

述了由于经闭不利下，内有干血而致带下病．说明月

经病可成为带下病的病因。“妇人少腹满如敦状⋯⋯

大黄甘遂汤主之。”(《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13条)

论述了妇人产后水血并结血室的月经病．说明月经

病可由产后而得。由此可以看出．仲景对月经病的认

识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妇女整个生理特点相联系的．

即经、带、胎、产是可以相互影响的。这充分体现出其

对整体观念的全面把握。

6结语

《金匮要略》对月经病的认识对后世妇科的发展

作出了巨大贡献。如《妇人大全良方》发展了冲任虚

寒致病的观点．认为冲任二脉气血不足．就易出现月

经不调、经闭等证，其调经重在冲任肝脾。又如其治

崩漏重视祛瘀以止血的思想，后世发挥颇多：如《傅

青主女科》用逐瘀止血汤治疗因外伤所致的闪跌血

崩；李时珍《本草纲目》：“漏血不止。水蛭炒为末。”化

瘀而止漏：蒲辅周先生以四物汤作为治疗崩漏的基

础方，也体现了崩漏从瘀论治的法度。再如《妇人规》

对热入血室的认识．继承了仲景用小柴胡汤及刺期

门的治法，又提出应根据体质和病程的不同．而分别

选用一柴胡饮、三柴胡饮等方治疗。总而言之。《金匮

要略》对月经病的认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

上。都值得我们继承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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