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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后期即指月经周期延迟 7 天以上，甚至 3～5 月方行

者，连续 2 个月经周期以上。月经后期作为现代妇产科学的

一个症状，归属于多囊卵巢综合征、高泌乳素血症、卵巢早衰

等疾病。现代医学对其尚无根治方法，多采取避孕药等激素类

药物进行对症治疗[1]。虽取得一定的疗效，但具有易复发、心

脑血管意外、增加乳腺癌、子宫内膜癌等风险，加重了患者的

身心负担，不利于病情恢复。中医药从多层次、多环节、多靶

点来治疗本病，其作用已被医患双方接受和重视。
导师匡继林教授是国家级名老中医谢剑南教授学术继承

人，擅长月经不调、不孕不育症、试管辅助生殖、宫腔粘连等

妇科疑难杂症的诊治，匡教授临床以自拟通经方为基础方治疗

月经后期，疗效显著，但其缺乏现代组方及循证依据。笔者参

考循证医学和流行病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通过对近 10 年文

献的研究整理，将符合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的 101 篇关于月

经后期证治文献的药物分类，用统计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旨

在基于数据挖掘现代医家们对月经后期证治用药规律，为自拟

通经汤的运用提供现代组方及循证依据，为未来进一步挖掘匡

教授的学术见解及临床经验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

1.1 资料来源 中国期刊全文资料库 (CNKI)、万方数据库

2005～2015 年月经后期中医证治研究相关文献。
1.2 纳入标准 有关中医或中西医结合治疗月经后期的临床

研究文献、专家经验、病案报道、病例对照实验等，文献须有

明确的药物组成。
1.3 排除标准 理论研究；无临床案例报道文献；文献中仅

有方名，没有明确的药物组成或仅有部分药物组成；一稿多

投，或者同一研究从不同方向发表的多篇文章，仅选取其中一

篇文章。
2 方法

2.1 文献检索方法 以中国期刊全文资料库(CNKI)、万方数

据库为主要数据库，检索年限 2005～2015 年，检索词为“月

经后期”“多囊卵巢综合征”“治疗”“经验”。
2.2 中药名称规范化方法 对收录文献中同一味中药但是采

用了不同名称者，依照《中药学》为标准予以规范。如仙灵脾

(淫羊藿)、川断(续断)、生黄芪(黄芪)、淮山(山药)、延胡索(川

楝子)、丹皮(牡丹皮)、伏盆子(覆盆子)、枣皮(山茱萸)、墨旱莲

(旱莲草)等。
3 统 计 学 方 法 用 Excel 建 立 数 据 库 ， 反 复 核 对 ， 用

SPSS17.0 统计软件进行频数计算。
4 文献检索结果

4.1 文献基本资料 从上述数据库中检索出相关文献共 132

篇，并通过全文阅读，参照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排除 31 篇

(其中理论研究12 篇，无临床案例报道文献 11 篇，无临床案

例报道 8 篇)，最终有 101 篇目标文献入选。
4.2 文献中所用中药频率分布结果 见表 1，图 1，图 2。
101 篇文献所用的治疗月经后期的中药共计 154 味，依据

《中药学》 [2]中的药物分类原则，使用频率排名前十者为补肾

药 12 种，活血调经药 9 种，补血药 3 种，补气药 6 种，气药

6 种，化湿药 4 种，清热凉血药 3 种，收敛药 3 种，温里药 2

种，化痰药 1 种，共使用药物 944 次(使用频率在 5 次以下的

药物不纳入统计范围)，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药物分别是当归

84 次(使用频率 7.4% )，熟地黄 48 次(使用频率 4.2% )，白芍

43 次(使用频率 3.8% )，枸杞子 43 次(使用频率 3.8% )，菟丝

子 41 次(使用频率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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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现代女性压力越

来越大，月经后期发病率明显上升，其进一步发展可致闭经、
不孕等疾病，严重危害患者身心健康。从以上图表可知，月经

后期的论治中补肾药、活血调经药、补血药、补气药及理气药

共占 82.2%，可知现代医家们对月经后期的诊治以补肾活血、
益气补血为纲，药物多用当归、白芍、熟地黄、枸杞子、菟丝

子、川芎、香附等。其余诸如化湿药、清热凉血药、温里药等

类别中的药物使用频数相对较低，因血海空虚，如大旱之年，

沟渎干枯，虽收敛、温化，无益也。匡教授亦认为，月经后期

以肾虚血瘀为核心病机，补肾填精、活血通经是其关键治则，

临床自拟通经汤加味治疗，疗效确切。主要药物有：当归、川

芎、山药、熟地黄、鸡血藤、菟丝子、覆盆子、淫羊藿、生地

黄、百合、石斛、川牛膝、益母草、红花、丹参、香附、黄

精、桑葚、甘草。如腰痛，则加杜仲、狗脊强腰膝；如心烦，

加玫瑰花、月季花疏肝解郁；如夜寐欠安，加首乌藤、远志宁

心安神，如大便稀溏，加党参、白术、补骨脂益气健脾等，其

治疗思路及用药与上述统计描述基本一致。 《傅青主女科》
曰：“夫经本于肾，而其流五脏六腑之血皆归之。”“血之源

头在于肾”[3]，肾藏精，若肾气盛，气生血，营血充足，血海

满溢，则应时而下，月经如期而至；如肾气亏虚，血海不足，

则经水逾期未至，故又有“肾脉微涩则不月”，因此，月经后

期以“肾虚”为本[4]。《血证论》云：“女子胞中之血，每月

表 1 治疗月经后期的中药和分类药物使用频率

分类

补肾药

活血调经药

补血药

补气药

理气药

化湿药

清热凉血药

收敛药

温里药

化痰药

次数

203

1 83

1 75

1 28

87

61

48

31

1 5

1 3

频率(%)

21 . 5

1 9.4

1 8.5

1 3.6

9.2

6.5

5

3.3

1 . 6

1 . 4

单味药物

枸杞子

菟丝子

续断、淫羊藿

女贞子

墨旱莲

杜仲、巴戟天

肉苁蓉

桑寄生

紫河车

仙茅

川芎

丹参

牛膝

泽兰

桃仁

鸡血藤、益母草

红花

茺蔚子

当归

熟地黄

白芍

甘草

山药、白术

党参

黄芪

炙甘草

香附

柴胡

陈皮

枳壳

川楝子

茯苓

车前子

泽泻

砂仁

赤芍

牡丹皮

生地黄

覆盆子

山茱萸

五味子

肉桂

桂枝

法半夏

次数

43

41

1 8

1 4

1 3

1 2

1 0

9

7

6

38

28

24

1 9

1 8

1 7

1 5

7

84

48

43

35

25

21

1 3

9

38

23

1 1

9

6

37

1 0

9

5

21

1 4

1 3

1 3

1 2

6

9

6

1 3

频率(%)

3.8

3.6

1 . 6

1 . 2

1 . 1

1 . 1

0.9

0.8

0.6

0.5

3.3

2.5

2. 1

1 . 7

1 . 6

1 . 5

1 . 3

0.6

7.4

4.2

3.8

3. 1

2. 2

1 . 8

1 . 1

0.8

3.3

2.0

1 . 0

0.8
0.5

3.3

0.9

0.8

0.4

1 . 8

1 . 2

1 . 1

1 . 1

1 . 1

0. 5

0.8

0.5

1 . 4

图 1 月经后期临床用药频数分布表

图 2 月经后期临床用药类别频数分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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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换，除旧生新，归血即是瘀血，此血不去，便阻气化。”即

指瘀血不去，新血不生，因而“血瘀”乃是月经后期之标，与

肝密切相关，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肝气调畅，肝血下

注冲脉，司血海之定期蓄溢，月事如常，如肝气郁滞，冲任气

血受阻，瘀阻胞宫，则经水不下。故治疗上导师认为经水不

通，以通为法，然通经之法，必不可不问虚实，盖投破气破血

之品，导师治疗月经后期，非常注重“充”“通”二字，她认

为欲想通之，必先充之，冲任通盛，脉道充盈，则经候正常，

“经水出诸肾”，故用菟丝子、枸杞子、覆盆子、黄精、石斛、
桑椹滋补肝肾、填精益髓；张景岳道“阳为发育之首”，“水

为造化之原，火为万物之先”，故在滋阴药中助以淫羊藿使

“阴得阳胜而泉源不竭”；经本阴血，血以充经，故用四物汤养

血调经，山药以助生血之源，此养血之中兼以培土之法，用丹

参、川牛膝、益母草、红花、生地黄、鸡血藤养血活血调经，

使补中有通，既条达冲任，疏通胞脉，引血下行，促使胞宫推

陈致新，又可防熟地黄等滋腻之品碍脾，使养而能通、通而不

破；因“肝为肾之子，肝郁则肾亦郁矣。”故在大队补肾养血

活血药中助以香附等理气药，使气以行经，引血归经，但王孟

英道：“理气不可徒以香燥也，盖郁怒为情志之火，频服香

燥，则营阴愈耗矣。”心为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

气下通于肾，心肾相交，则血脉流畅，月事如常；若心火旺

盛，心肾不交，施化无权，胞宫失养，经水不调，故巧用百合

清心安神，调和心脾，使心脾肾共调，阴阳平衡，气血调达，

任通冲盛，月经如期而至。
肾作为先天之本，通过多渠道、多层次、多位点对月经的

产生发挥着主导作用，日益受到医家们的关注，现代药理研究

亦表明补肾类中药能有效改善内生殖器血液循环，提高血液灌

注量[5～6]，改善卵巢功能，促使雌激素分泌增加，使雌激素对

下丘脑的负反馈作用增强，从而促进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

的恢复 [7～10]，因此，补肾填精是治疗月经后期的重要治则之

一。此外，气能生血，益气补血药物的运用可补其不足，活血

调经药物可疏通沟渠，经水自下。药理实验亦发现活血调经药

能加强子宫收缩，加强盆腔血液循环，改善盆腔血液动力学及

血液流变学，从而发挥调经的功效[11～12]。匡教授治疗月经后期

的治则、方药与现代医家们的见解高度一致，本研究结果也可

为进一步推广匡教授治疗月经后期的经验和发展创新提供理论

依据和奠定基础，为后来习医者论治月经后期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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