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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生殖功能障碍与糖代谢异常并

存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以持续性无排卵、多囊卵巢、高雄激

素血症、胰岛素抵抗为主要特征，其主要表现为月经稀发、闭

经、肥胖、痤疮、多毛、不孕等，该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

全清楚，西医治疗亦不能达到根治的目的[1]。多囊卵巢综合征

在中医没有相应病名，该病多分属于中医不孕、月经后期、闭

经等范畴。朱南孙教授，海派朱氏妇科第三代传人，其祖父朱

南山、父亲朱小南均为中医妇科大家，朱南孙自幼秉承家学，

行医至今七十五载，其在妇科疾病的临床诊疗上有着极其丰富

的经验，朱教授认为本病的发生与肾有关，治疗须以肾为本，

病证结合，其总结的调经方应用于临床亦取得了一定的疗效。
笔者有幸随朱教授学习，现将朱教授调经方治疗多囊卵巢综合

征的经验与同仁分享。
1 病机探讨

《素问·上古天真论》谓：“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

长；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七七任

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对于女子经带胎产这一生理现

象，古代医家早已阐述了肾在人体生殖过程中所起到的主导作

用。人体生殖功能主要由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轴来调控，

肾精源于先天，与后天水谷精微结合，化生天癸，天癸是形成

月经的物质基础，肾气充盛则天癸足，使任脉通，太冲脉盛，

月经来潮，多囊卵巢综合征作为女性生殖类疾病，其最主要的

临床表现就是月经稀发和闭经，故该病的发生与肾有着密不可

分的关系。
朱教授认为，多囊卵巢综合征从月经稀发和闭经的临床表

现上来看，确与肾虚致天癸不足有关，从现代超声影像医学发

现，该病患者卵巢多发小卵泡呈多囊样表现，朱教授认为卵巢

多囊的发病机制主要是由于女子肾虚不足，孕育乏力，因而卵

泡发育迟滞，故只见多发小卵泡，却无法形成优势卵泡，而肾

虚亦推动乏力，排卵困难，致卵泡最终闭锁，出现闭经，并往

往导致不孕。《医学衷中参西录》云：“男女生育，皆赖肾气

作强”，强调充足的肾气是女子受孕的必要条件，而优势卵泡

是女子受孕的关键，可见，肾气的充盛对卵泡的发育极为重

要。朱教授提出“益肾温熙助卵泡发育，补气通络促卵泡排

出”[2]的治疗法则，补益肾精，使卵泡得以滋养发育，形成优

势卵泡，温补肾气，加强肾气推动运行之力，使优势卵子破壳

而出，此为朱教授诊治多囊卵巢综合征的主要思想。
朱教授治疗本病，总以调经方补肾为基本大法，并根据患

者的不同临床表现进行辨证论治，例如针对血海枯竭之虚型

PCOS，在补肾基础上加以补血，待精血充盈，则经隧自通，

经血自下；对于血瘀型 PCOS，在补肾的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

之法，则胞中瘀血自下；而对于痰湿型 PCOS，在补肾的基础

上还应化痰除湿通络，通调冲任。根据补肾这一基本治疗大

法，朱教授总结出的调经方治疗此类疾病收效甚佳。
2 方药组成

朱教授辨治多囊卵巢综合征总以补肾为治疗大法，其自拟

的调经方，药物组成如下：党参、丹参、当归、黄芪各 20 g，

熟地黄、巴戟天、淫羊藿、菟丝子、覆盆子各 12 g。方中党

参、丹参、当归、黄芪四药合用，气血双补，益气活血；熟地

黄滋阴养血，巴戟天、淫羊藿温通下焦阳气，柔阳以济阴；菟

丝子、覆盆子则用于平补肝肾。全方气血并补，补气益肾兼行

血，使肾气盛、冲任通、天癸充，则肾虚之证自除，月事方以

时而下。
3 病案举例

王某，女，43 岁，2015 年 10 月 31 日初诊。主诉：月经

稀发 2 年。病史：患者平素月经周期不准，初潮 13 岁，月经

周期 1～3 月，经期 4～6 天，量少，色红，有血块，经行小

腹轻微疼痛。生育史：2003 年人流一次，2013 年顺产一女。
患者自 2013 年 7 月 13 日顺产后至今共来月经 3 次，时间分

别为 2014 年 8 月 20 日、2015 年 4 月 15 日、2015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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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日。患者 2008 年被诊断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2015 年

10 月 15 日 B 超提示双侧卵巢多囊样表现。患者平素经期小

腹轻微坠胀疼痛，现纳可，二便调，寐安。舌暗苔薄，舌边略

有齿印，脉沉细缓，证属肾气不足，冲任气滞，治拟补肾益

气，通利冲任。处方：党参、丹参、当归、黄芪各 30 g，赤

芍、巴戟天、淫羊藿、马鞭草各 15 g，菟丝子、覆盆子、制

香附、川楝子、王不留行子各 12 g，川芎 6 g。12 剂，每天 1
剂，每天 2 煎，200 mL，口服。

2015 年 11 月 18 日二诊：末次月经 11 月 6 日，4 天，

量少，色红，有血块，经行小腹轻微疼痛。服药后无不适，纳

可，二便调，寐安。舌淡苔薄少津，边有齿印，脉细软，证属

肾气不足，冲任失调，治拟补肾养血调经。处方：党参、丹

参、黄芪、当归各 30 g，鸡血藤 20 g，赤芍、牡丹皮、巴

戟天、淫羊藿各 15 g，续断、杜仲、桑枝、桑寄生各 12 g，

12 剂。
2015 年 12 月 3 日三诊：纳可，二便调，寐安，现正值

经前，尚无行经预兆，舌偏红苔薄，脉细软，仍属肝肾不足，

冲任失调，治拟补肾益气，养血调经。处方：党参、丹参、
当归、黄芪各 30 g，熟地黄、益母草各 15 g，鸡血藤 20 g，

红花、菟丝子、覆盆子、续断、川牛膝各 12 g，泽兰 9 g，

12 剂。
2015 年 12 月 19 日四诊：末次月经 12 月 5 日，5 天，

量中，色红，有血块，经行小腹轻微疼痛。经后无不适，舌淡

苔薄，脉细，治宗原法。处方：党参、丹参、当归、黄芪各

30 g，熟地黄、益母草各 15 g，续断、桑枝、桑寄生、狗脊、
杜仲、红花各 12 g，桂枝 9 g，鸡血藤 20 g，12 剂。

2016 年 1 月 16 日五诊：末次月经 1 月 4 日，5 天，量

中，色红，血块较少，经行小腹轻微疼痛。纳可，二便调，寐

安。舌淡苔薄，脉沉细，治宗原法。处方：党参、丹参、当

归、黄芪各 30 g，熟地黄、益母草各 15 g，续断、桑枝、桑

寄生、狗脊、杜仲、红花各 12 g，桂枝 9 g，鸡血藤 20 g，

12 剂。
2016 年 2 月 19 日六诊：末次月经 2 月 7 日，5 天，量

中，色红，有血块，经行小腹轻微疼痛，纳可，二便调，寐

安。舌淡苔薄，脉沉细，治宗原法。处方：党参、丹参、当

归、黄芪各 30 g，熟地黄、益母草各 15 g，续断、桑枝、桑

寄生、狗脊、杜仲、红花各 12 g，桂枝 9 g，鸡血藤 20 g，12
剂。患者月经按时来潮，周期尚准。

按：朱教授认为，本例患者平素月经迟滞，本属肾气不

足，致冲任失调，而 2003 年又行过人流手术，使胞脉受损，

肾气更虚，2013 年患者孕育产子，古代医家早已提到过妇人

产后“亡血伤津，瘀血内阻、多虚多瘀”[3]的特点，本例患者

本已肾虚，此次产子又耗血伤津，使元气大伤，肾气亦随之大

伤，精血耗损，冲任胞脉无所濡养，终致患者月经停闭，2 年

之间仅来经 3 次。朱教授治疗该患者，初诊以补肾之调经方为

基础，重用党参、丹参、当归、黄芪至 30 g，意在大补气血，

濡养冲任胞脉，菟丝子、巴戟天、淫羊藿、覆盆子则补益肾

气，因患者数月月经未至，考虑其经停日久必瘀的特点，加用

赤芍、川芎、马鞭草活血化瘀，而血瘀又多与气滞有关，医家

有云“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故加用川楝子、王不留行

子舒肝行气活血以促经血来潮，患者药服数剂后，经血遂至，

继诊朱教授治守原法，始终以重补气血、补益肾气为主，其中

加用川断、桑寄生、杜仲、狗脊等药补益肝肾，泽兰、红花、
益母草等活血化瘀以通经，鸡血藤、桂枝、桑枝则能养血通

络，通利冲任，患者用药后，自 2015 年 11 月至次年 2 月，每

月均见经血来潮，周期尚准，由此可见朱教授用药之效甚佳。
多囊卵巢综合征发病的根本责之于肾虚，治疗大法应以补

肾为主，朱教授根据其多年临床经验总结出的朱氏调经方，以

补肾活血为主，药用党参、丹参、当归、黄芪、菟丝子、覆盆

子、熟地黄、巴戟天、淫羊藿共 9 味药，药味精简，药效显

著，值得同仁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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