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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医学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涵盖的医理和哲学思想几千年颠簸不破。用阴阳的观点广泛深入地认识女性生殖生理

的内涵和演变,通过分析阴阳在调周中的整体作用,认为阴阳互根统一是相对性的平衡,是周期稳态的前提,消长对抗所致的

不平衡促进了周期的演进,阴阳转化定格了周期圆运动的规律。八卦学说架构多层次阴阳平衡,蕴含阴阳圆运动循环往复周

期性规律,其十二辟卦,表示一年中气候阴阳的消长转化,与月经周期中的阴阳消长转化相一致,与妇科的生殖节律及周期节

律关系尤为密切。把握中医经典,从中汲取精华,创建中医药调治女性生殖周期更为精准的方法,提升中医妇科学术价值,跟

进时代疾病变迁,为防治未病奠定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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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药在妇科临床运用中疗效卓著,为世人所

瞩目,然而其理论的探赜却长久未得以发展。90年

代,我们经过30余载临床实践,并结合现代医学对

女性生殖生理的认识,总结出中药调整月经周期疗

法(调周法)[1],不断地拓展其临床的运用,迄今仍对

临床遣方用药有很大的帮助[2]。又经30余年的临

证检验,充分证实调周法是治疗妇科疾病的治本之

法,可以异病同治,达到最终的治疗目的,也促进了

中西医药的融会贯通。
而今,面对现代妇科疾病谱错综复杂的变迁,我

们再次重温经典,反复研学《易经》,从客观的角度,
结合临床实际,对调整月经节律法的内涵再次进行

探究,为临床精准调周再树新帜。

1 阴阳对调周的整体作用

阴阳是构成世界万物的基础,其对立、互根、消
长、转化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一规律秉承客观的自

然规律,有条不紊。

1.1 阴阳互根统一,相对平衡奠定周期稳态

阴生于阳,阳生于阴;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

阳各依对方存在而存在,没有阴就没有阳,没有阳也

就没有阴[3]。《内经》曰:“生之本,本于阴阳”[4],“阴
阳离决,精气乃绝”[4]。自始至终,生命是一个阴阳

相互联系、相互斗争的变化过程。如果阴阳失去联

系,生命也就停止了。女性生殖,即月经周期的节

律,实际上也是阴阳互根前提下所发生的一种消长

转化、动静升降的圆运动,由太极阴阳钟的变化所

致。总的来说,阴阳互根,全身功能属阳,物质基础

属阴,功能活动需要物质基础,而物质的不断补充又

需要包括摄食、消化、吸收、代谢、血液循环等一系列

功能来完成。在女子性激素中,阴(雌激素)的生长

和提高,需要阳(雄激素)的参与,特别是在治疗方

面,阴阳互根,显得更为重要。张景岳曰:“善补阳

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

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5],是
以在我们的调周法中,经后期阴长阳消,阴长较为缓

慢,所以有初、中、末三个时期。初期一般以阴药滋

阴;中期滋阴为主,辅以助阳;末期滋阴、助阳并重。
但若在经后初期,阴药滋阴无益;或者在证候中出现

阳虚者,滋阴不忘助阳;或者予以健脾滋阴,同时务

必予以心肾合治,清心安神,养心镇心等法。一般来

说,阴不足者为多见,但亦有阴盛有余,是阴阳之间

的互根生长出现问题,补不足,抑有余,调复阴阳之

间的不平衡状态。经前期重在助阳,阳长快速。所

以经前期分为两个时期,即经前前半期,经前后半

期。经前后半期者,即前人所称的经前期,大多易出

现心肝气郁的证候,故经前以理气为先,此乃强调调

经。从调周法来说,仍然以助阳为主,结合理气,并
须重视清心、调心、安神等法。我们认为,阴阳间的

互根统一,不仅互相生长,还有推进阴阳运动向前发

展的意义,如太极阴阳鱼钟图中的S状(图1),表明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图1 太极阴阳鱼钟图

《傅青主女科》认为,以其阴中有阳,阳中有阴,
之所以通于变化也。此外,太极阴阳鱼钟图还有更

深层次的含义,互根统一还含有维护相对性平衡,所
谓相对性者,指暂时性平衡,总体上平衡。因为从月

经周期节律、生殖节律而言,均以月圆周期节律为

主,半个月阴,半个月阳,阴阳各半,总体上保持平

衡。此外,在消长对抗期,阴阳各半月的总体平衡

中,还有阴阳内含数的一致性,亦即是在阴长的经后

期中,阴长需要最基本的四阴,而达重阴时有六阴,
而阳长的经前期时,亦必须要有最基本的四阳,达重

时有六阳,以符合总体阴阳相对性平衡。在两次转

化时期,重阳转阴的行经期所体现的“7、5、3”时数

律,而重阴转阳的经间排卵期也须有“7、5、3”时数律

的活动。特别表现在行经期的排出物,是应泄之经

水(血)及污血浊液,而经间排卵期所排出的是精

(卵)及大量液体,所有这些排出物,总体上亦要保持

相对的一致性、对等性,当然,这种相对性平衡,除了

阴阳自我调控外,与心、肾、肝、脾、子宫轴的整体调

节系统关系极大。
此外,互根统一协调平衡,还包括与大自然界的

协调统一,太极阴阳鱼钟图所揭示的阴阳消长转化

四期,与月经周期中四期以及自然界的四期是相应

的,月相中的望、朔、上弦、下弦与月周中的行经期、
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也是相一致的。年节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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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所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生物状与月经周期中的四期也必须是协调的。日节

律亦是如此,当女性年事已高,生殖功能衰退时,需
藉自然界的阴或阳来弥补其不足,协调使内外平衡,
如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以及子夜一阳生,日午

一阴生,在古人的医案中不乏其例。均是凭借外在

阴阳协调体内阴阳,从而达到相对性平衡,为生殖健

康服务。

1.2 阴阳消长对抗,不平衡状促进周期演进

阴消阳长,阳消阴长,就是说阴阳双方此消彼

长,经常变动,正由于此消彼长的不平衡状变化,而
推动了阴阳运动的发展。就妇科而言,月经周期节

律的演变,正是在阴阳消长的对抗中形成。经后期

阴长阳消,阴长为主,阳消为次,就形成阴多阳少的

不平衡状态。但阴消到一定程度,一定时间内,亦会

出现消少长多,由于阴消极易,而长则缓慢,故行经

期,甚则经后期阴长很差。阴阳消长的对抗性,在病

理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如阴虚阳亢、阳虚寒胜等。在

月经周期中,经后期阴虚不足,阴长不利,故会推迟

月经周期的演变,经常推迟排卵,带下量少,甚则极

少,阴虚程度较重,则带下全无,月经后期量少,甚则

闭经;经前期阳虚者,基础体温高温相偏低、偏短、偏
后,欠稳定,不仅宫寒不孕,并且酿生痰脂、湿浊、血
瘀内阻,导致月经量少、痛经、经期延长等;甚至出现

月经过多等截然相反的病证。在阴阳消长对抗中,
亦有少数患者出现阴盛、阳盛的反常情况,亦会影响

消长对抗的变化,不仅导致月经病、不孕症,还给患

者的心理上带来很大的痛苦。此外,还有一种阴阳

水平低下,没有消长对抗,即是阴阳低水平的绝对性

平衡,如原发性闭经、卵巢早衰性闭经等极为难治。
消长对抗是在阴阳互根统一的前提下形成的,即阴

阳的消长各以对方为依存条件,所以一旦消长到极

限时,可以出现消中有长,甚者长甚于消,使消长的

不平衡状态控制在生理所许可的前提下。

1.3 阴阳转化定格周期性圆运动的规律

重阴必阳,重阳必阴,说明阴或阳在互根生长的

过程中,已经达“重”的水平,必须转化,这是阴阳运

动的必然规律。《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天有四

时五行,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

怒悲忧恐。……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6]近代已

故名医任应秋先生在注释重阴、重阳时说,重者,重
叠之意也。《素问》《灵枢》在论述日节律时亦提到阳

隆、阴隆,以及阳中之阳、阴中之阴,均含有重阳、重

阴之意。就妇产科的生殖而言,月经周期的演变主

要是阴阳的消长转化而形成。其中转化尤为重要。
经后期的阴长阳消,阴长是主要的,阳消实际上是为

了阴长,阴长达重,重阴必阳时就进入经间期,开始

新的月经周期中第一次极为重要的转化。此为生殖

节律中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

锦丝状带下;二是氤氲状活动,亦即排卵活动。这里

的重阴,不单是两个阴的重叠,经临床长期观察,重
阴包括:天癸之阴的达重,精卵之阴的达重(卵子发

育成熟),血海充盈达重(子宫内膜丰厚),水阴(经
血)充满达重,天癸之少阳亦必近重。因为阴长阳

消,阴愈长阳愈消,实际上经后中末期阳消的同时,
阴中之阳亦在长,且长甚于消,使癸水阳火有相当的

基础,不仅为转化后的阳长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协助

“重阴必阳”的顺利转化。所以重阴者包括四阴和天

癸之少阳,缺一不可,否则将会引起转化不利,排卵

欠利,或排卵障碍,或者排卵后不能受孕,或者先兆

流产,或堕胎小产等。重阴转阳后,进入经前期,经
前期阳长阴消,阳长极为快速,大约6~7天,即阳长

达重,但重阳尚不能转化,因为阴阳的总体平衡性,
制约了重阳必阴的转化,故尚需6~7天的重阳维持

期,由于阳长达重,故心肝之郁火易动,出现胸闷烦

躁,乳房乳头胀疼,夜寐较差等症状。前人对于此期

提出“经前以理气为先”的治法。重阳必阴,进入真

正的转化期,亦即是行经期,这里的重阳,根据临床

长期观察,亦应有四个阳到五个阳的重叠:天癸之

阳,或称阴中之阳,必须达重,这是最为重要的;水中

之火,亦即血海之阳,简称海阳达重;子宫内膜呈正

常分泌状态,气中之阳,即是免疫功能,亦应达重;火
中之阳,亦应达重;此外,还有血中之阳,或称肝阳,
五者达重转化顺利,五者间特别是天癸之阳与海阳

有所不足,或不协调,将会影响转化,导致转化不利,
排经失常。行经期亦有两个显著特点,或称标志:血
气活动,排出经血。经血又称为经水,亦即是经后期

阴长所带来的精卵、浊液水湿以及血海中应排泄的

一切物质。排出经水意味着旧周期的结束,新周期

的开始,所以行经期是月经周期节律演变中的重要

时期,是重阳必阴的转化期,是月经周期中的第二次

转化,是新的阴阳消长转化运动开始,然后“重阴必

阳”生殖活动开始,到“重阳必阴”排出月经,结束本

次月经周期,又开始新周期的阴阳运动,一次又一

次,周而复始,形成圆运动的月周律。但需注意,这
种循环往复并非重复,而是在不断的更新发展,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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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终止。
总的来说,重阴重阳的转化,是明显的血气活

动,是一致的,但亦有五点的差异:其一,生殖节律与

月经周期节律的要求不同,经间排卵期,重阴必阳,
排出精(卵),受孕生殖,繁殖下一代;而行经期,重阳

必阴,排出应泄之经水及污浊残液。其二,活动面与

层次的不同,经间排卵期,节律活动的面大,层次较

多,不仅在子宫、卵巢、冲任、血气,而且涉及心(脑)
肾、肝脾多脏器,多系统的活动,尤其心(脑)的活动

更为显著;行经期的节律活动面较小,层次亦少,主
要在子宫、冲任之间,是以调经就在于调血气。其

三,排出的物质不同,经间排卵期重阴转阳,排出精

(卵)及大量液体,是一种新生的活性物质;而行经期

重阳转阴,排出应泄之经水(血)及污浊残液。其四,
转化活动的形式不同,经间排卵期重阴转阳的活动

呈上升向内状,欣欣向荣;而行经期重阳转阴,其活

动呈下降向外式,子宫开放,行泻的作用。其五,排
出的物质及要求不同,经间排卵期排出精(卵)及大

量液体,意在营养精(卵),促进孕育,需要保留;而行

经期排出应泄之经水(血)及污浊残液,要求完全、干
净、彻底,全部排出。所谓“留得一分瘀,影响一分新

生”[7],也是本次月经周期的结束,新的周期的开始。

2 八卦学说架构多层次阴阳平衡

经后期阴长的运动形式特点是静、降、藏、缓、
凉、夜,但精阴、心阴稍动。总的阴长运动形式是静、
降、藏、缓,待至经后中末期时,转变为快、动、升、泻
的运动。形式类似阳长,受阴阳各半月的相对性平

衡规律所制约,有时较阳长还要快。
静:相对性静,非绝对性静,辅之以动,亦是静中

有动,如精阴以及心阴,处于一种稍动的状态,随着

时间的后移,其静中之动亦日益明显起来。
降:亦是相对性的,降中寓升,或辅之以升,且随

着时间后移,其降中之升,升之渐强,至经后末期,其
升最强。

藏:亦是相对性的,藏中有泻,泻是次要的,随着

时间的后移,藏中之泻日益明显起来,泻者,排出之

分泌液体,俗称带下。
缓:慢也,亦是相对性的,缓中有快,且随着时间

的后移,其阴长也必然加快,至经后末期,阴长迅速。
凉:以凉为主,亦有暖意,随着时间后移,其暖也

日益明显。
夜:阴长是在夜间进行的,入夜才能体现出静、

降、藏、缓、凉的特点。

经前期阳长的运动形式特点是动、升、泻(开)、
快、暖、昼,但海阳、脾阳较静。待至经前,后半期时

阳长运动转变为慢、静、降、藏的形式,类似阴长,但
又有所不同,亦是受阴阳相对性平衡规律所制约。

动:相对性动,动中有静,以动为主,气中之阳,
火中之阳,其动态尤为明显,但随着时间后移,其动

态趋缓。
升:亦是相对性的,升中有降,以升为主,水中之

阳,阴中之阳,其升动较缓,但随着时间后移,其升者

趋缓。
泻(开):亦是相对性的,泻中有藏,而且藏泻居

半,这是经前期的特点,至行经期,才能体现以泻为

主,藏为次。
快:快速也,亦是阳长的特点,但快中有缓,以快

为主,是以经前期阳长极为迅速,但随着时间后移,
快速趋缓,使阳长至重后维持阶段更缓。

温:即暖也,在经前期阳长的观察指标,可测量

基础体温,基础体温上升是高温相,高温相预示着阳

长温煦,子宫促进生殖,或有利于行经期排经。
昼:白天也,阳长大多在白天,因为动、升、泻、

快、温体现在白天。
人的生物钟节律与天地相应。李时珍在《本草

纲目》中说:“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

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
与之相符,故谓之月信。”[8]月亮者,天也,一月一次

月圆;海潮者,一月两次涨落,每半个月涨落一次;而
月经者,人也,一月一次,在月经周期中亦有两次涨

落。经间期,重阴必阳,阴长达重,必须转化,以纠正

长消对抗的极限。重阴转阳后开始阳长阴消,然后

阳长至重,重阳必阴,行经期通过排经来纠正重阳的

不平衡极限。而且阴长在夜间,是以重阴必阳的排

卵转化亦在夜间。7数律的女性属少阳,早晨和上

午为少阳,故7数律者,其行经大多在早晨或上午;5
数律者属阳明,日哺,即下午,为阳明,故5数律者,
其行经大多在下午;3数律属太阳,午时为太阳,亦
即中午12~14时之间,故3数律者,其行经大多在

中午。
阴阳学说与八卦图密切相关,先后天八卦图见

图2~3。先天八卦以乾坤为中心,乾坤代表天地。
后天八卦以坎离为中心,坎离代表水火,水火在人体

与心肾相应,是以医学应用多以后天八卦为主。六

十四卦的排位,乾卦是第一卦,坤是第二卦,直至六

十三卦既济卦、六十四卦未济卦,体现着阴阳消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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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象征着自然界万事万物生长、成熟、衰老的发

展过程。坤卦䷁是两个坤卦☷的重叠,坤卦的阴爻

有六条,如果中间两条作为人和不计外,重阴有四。
再则既济卦䷾系坎卦☵在上离卦☲在下,坎者水也,
水性就下,离者火也,火性炎上,自然容易交合,故称

既济卦。未济卦䷿,即离卦☲在上,坎卦☵在下,水
性就下,火性炎上,不能既济,故为未济卦。蒙卦䷃
是由艮卦☶及坎卦☵重叠而成,其中艮卦☶居上,坎
卦☵居下;大壮卦䷡由乾卦☰及震卦☳重叠而成,其
中震卦☳居上,乾卦☰居下。蒙卦䷃和大壮卦䷡是

六十四卦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卦,代表了阴阳的转化

过程,其中蒙卦䷃阴爻有四,大壮卦䷡阳爻有四。由

此可知,重阴重阳的基本数者四也。

图2 伏羲氏先天八卦

图3 周文王后天八卦

2.1 十二辟卦与妇女生殖节律

在六十四卦中,前人提出了十二消息卦,称十二

辟卦,反映了十二月的阴阳消息变化。十二辟卦与

妇女的生殖节律关系密切。由重阴坤卦䷁开始,到
十一月冬至时,一阳来复,成复卦䷗,从此阴消阳长,
到达重阳乾卦䷀,然后进入姤卦䷫一阴生,然后再开

始阴长,具体可见表1、图4。
表1 十二辟卦

卦名 卦象 月份 地支 阴阳消长

复卦 ䷗ 十一月 子 一阳

临卦 ䷒ 十二月 丑 二阳

泰卦 ䷊ 正月 寅 三阳

大壮卦 ䷡ 二月 卯 四阳

夬卦 ䷪ 三月 辰 五阳

乾卦 ䷀ 四月 巳 六阳(重阳)
姤卦 ䷫ 五月 午 一阴

遁卦 ䷠ 六月 未 二阴

否卦 ䷋ 七月 申 三阴

观卦 ䷓ 八月 酉 四阴

剥卦 ䷖ 九月 戌 五阴

坤卦 ䷁ 十月 亥 六阴(重阴)

图4 十二消息卦

由上表可以看出,由复卦开始,坤卦的阴爻,由
下向上,一爻一爻阳息变成阳爻,到乾为止,六爻都

是阳爻,所以叫息卦;再由乾卦开始,由下向上,一爻

一爻阴消变成阴爻,到坤卦为止,六爻都是阴爻,所
以叫消卦。

2.2 八卦与妇女月经

八卦包括四阴卦和四阳卦,四阴卦和四阳卦是

最基本的卦象,医学上应用较多的文王后天八卦次

序见表2。
四阴卦为坤卦、兑卦、离卦、巽卦,以坤卦为母;

四阳卦是乾卦、艮卦、坎卦、震卦,以乾卦为母。是以

四阴、四阳是阴阳运动的基本点,而重阴、重阳最多

要达到六阴爻和六阳爻,但仍然以四阴、四阳为基本

点。四阴中尚须加阴中之少阳,水中之少火,为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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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为阴长及重阴转阳服务,以适应阴中有阳,通于

变化。
表2 文王后天八卦次序

卦名 卦象 说明

坤 ☷ 四阴卦之母

乾 ☰ 四阳卦之母

兑 ☱ 兑为少女,得坤上爻,阴卦

离 ☲ 离为中女,得坤中爻,阴卦

巽 ☴ 巽为长女,得坤初爻,阴卦

艮 ☶ 艮为少男,得乾上爻,阳卦

坎 ☵ 坎为中男,得乾中爻,阳卦

震 ☳ 震为长男,得乾初爻,阳卦

天癸之阴,简称癸阴;血海之阴(子宫内膜),简
称海阴;精卵之阴,亦即是育卵之阴,简称精阴;水液

之阴,简称水阴。此四者是经后期阴长至重的最基

本、最重要的物质。四阳者,天癸之阳,阴中之阳,简
称癸阳;血海之阳,或称水中之阳,简称海阳;气中之

阳,有较强的免疫功能,简称气阳;火中之阳,亦即命

火之阳,简称火阳。此四者是经前期阳长至重的基

本四阳。
还有两阴者,即带阳之阴(阴中之少阳)、带火之

水均属于天癸范围。带阳、带火者,与心关系密切,
在经后中末期时更为重要。阴中之阳,或称癸阳;水

中之火,或称水阳,亦可称精阳;血中之阳,或称血

阳,实即海阳;气中之阳,或称气阳,符合八卦学中的

四阳卦,还有火中之阳,或称命门之阳;土中之阳,或
称脾肾之阳,合成六阳,符合十二辟卦中重阴、重阳

的要求。
综上所述,《易经》的阴阳概念是万事万物变化

总的规律,经典的《易经》理论与现代临床及女性月

经周期节律有着一定的联系,需要我们潜心研究,让
中医理论更好地、更科学地为病患解除痛苦,是我们

现代中医人必须努力的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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