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医 2015 年 11 月第 47 卷第 11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November 2015 Vol.47 No.11

［收稿日期］ 2015-04-19
［作者简介］刘双萍（1989-），女，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医药对女性神经内分泌调控的研究。
［通讯作者］武权生，E-mail：wqs@gszy.edu.cn。

武权生教授系甘肃省名中医，甘肃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

导师。武教授从事中医妇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多年，在女

性月经失调的治疗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较深的造诣。温胞饮

首见于《傅青主女科》，为“下腹冰冷不受孕”而设，由炒白

术、巴戟天、人参、炒杜仲、菟丝子、炒山药、炒芡实、肉

桂、补骨脂、制附子组成。前人根据此方温肾助阳、暖宫种子

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阳虚宫寒、小腹冰冷的不孕症。而武权

生教授善于灵活运用此方治疗月经诸病，屡获良效，现将经验

介绍如下。
1 痛经

张某，女，27 岁，2014 年 7 月 16 日初诊。主诉：经期

小腹冷痛 3 年余。病史：末次月经：2014 年 6 月 28 日，患

者行经前小腹出现冷痛甚则绞痛，遇寒痛剧，得热稍减，上述

症状于经期更加明显，甚则疼痛晕厥。平素怕冷，嗜食生冷之

品。诊见：面色青白，舌质暗、苔白润，脉沉紧。中医诊断：

痛经(寒凝血瘀证)，治宜温经散寒，活血化瘀止痛。选用温胞

饮加减。处方：菟丝子 18 g，巴戟天、赤芍、盐补骨脂、杜

仲、淫羊藿、三棱、炒山药、炒白术各 15 g，干姜、当归、
川芎、熟地黄、酒萸肉、土鳖虫各 10 g，紫石英(先煎)20 g，

茯苓、党参各 12 g，羌活、莪术各 9 g，甘草 6 g。7 剂，每

天 1 剂，水煎分服。嘱患者月经干净后复诊。2014 年 7 月 30

日复诊：此次月经 7 月 26 日，患者诉腹痛已明显减轻、可耐

受，行经怕冷症状缓解，但服上药后出现口渴、口干症状。舌

质淡暗、苔薄白，脉沉滑。上方加麦冬 12 g，继服上方 12

剂。并嘱患者下次月经过后，继服 7 剂以巩固疗效，行经期

间勿食冰冷之品，且要注意保暖、补充营养及休息。随访 3

月，未复发。
按：痛经以“不通则痛”和“不荣则痛”为基本病机，寒

邪凝滞、血瘀阻滞皆可致子宫气血运行不畅。本例患者经期小
腹冷痛 3年余，武教授认为寒凝血瘀乃寒客冲脉，与血相搏而

致子宫、冲任气血失畅、瘀阻胞宫与胞脉致“不通则痛”发为
痛证。经前、经期气血下注于冲脉，子宫气血更加壅滞，故于
经前、经期出现小腹疼痛；寒凝子宫、冲任，遇寒痛剧，得热
稍减，面色青白，舌质暗、苔白润，脉沉紧皆为寒凝血瘀之
象。故治疗以温经散寒，活血化瘀止痛为治则。方用温胞饮加
减，方中菟丝子、巴戟天、盐补骨脂、杜仲、淫羊藿补助肾
阳。肾阳为一身之阳的根本，“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
故肾阳得温则全身脏腑、经络得以温煦；茯苓、甘草、党参、
炒山药、炒白术健脾益气；熟地黄、酒萸肉补血滋阴；赤芍、
当归、川芎、红花活血通络；干姜、羌活益气温通经脉；三
棱、莪术破血行气、活血化瘀，土鳖虫破血逐瘀、紫石英益血
暖宫，武教授将此四药作为药对运用，可达较好的止痛效果；
全方合用可共达补助肾阳，健脾益气，调和冲任，活血止痛之
效。复诊见口渴、口干症状，武教授认为此患者口干、口渴乃
阴液不能上乘所致，又遵温经汤中麦冬的用法，给予麦冬以养
阴生津而止渴。继后嘱患者行经期间勿食冰冷之品、注意保
暖，可以有效的避免寒邪侵袭机体而使其成为经行腹痛的诱
因。
2 月经过少

杨某，女，38 岁。2014 年 8 月 23 日初诊，患者因“月

经量减少 1 年”为主诉就诊。自诉近 1 年经量渐少或点滴而

出 2 天即净、色黑，经行小腹疼痛，头晕耳鸣，腰膝酸软，

舌紫暗，脉沉细。中医诊断：月经过少(肾虚血瘀证)。用温胞

饮加减，处方：巴戟天、杜仲、党参、赤芍、熟地黄、炒白

芍、当归各 15 g，补骨脂、茯苓、桃仁、川芎各 12 g，菟丝

子 18 g，鸡血藤 30 g，红花 10 g，陈皮、甘草各 6 g。本着

“经后勿泄”的原则，嘱患者经后连服 12 剂，每天 1 剂，早

晚分服。2014 年 9 月 24 日二诊：患者自诉经量较前明显增

多，但行经不畅，有血块，舌质暗，脉沉。故在上方基础上加

水蛭 6 g，牡蛎(先煎)30 g。嘱患者每次月经过后，服上述汤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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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剂，连服 3 个月经周期。随访 3 月月经量已明显增多。
按：《傅青主女科》云：“经水出诸肾。”指出肾为月经

产生的主导，肾气不足，则精不得以化血，经血亏虚直接导致
冲任气血衰少，血海满溢不多[1]，故见月经过少或甚则点滴而
净。气为血之帅，气虚则鼓动无力，气不得畅，化而为瘀，瘀
阻冲任，经水减少、经行涩痛。故治疗以补益肾气，活血化瘀
为原则，武教授常选用温胞饮加减，方中盐巴戟天、菟丝子、
补骨脂、杜仲补益肾气，强腰壮骨；茯苓、党参、陈皮、甘
草、炒白芍、熟地黄健脾养血，先后天共养之；鸡血藤、赤
芍、当归养血活血；红花、桃仁、川芎活血化瘀；诸药合用，
共奏补肾活血化瘀之功。二诊基于行经不畅，有血块，舌质
暗，脉沉，武教授认为久虚必瘀，而上方活血化瘀力不足，故
给予水蛭破血消瘀，牡蛎软坚散结共达活血化瘀之功。
3 月经先期

王某，女，15 岁，2014 年 10 月 25 日，因“月经提前 3

月余”来诊。末次月经：2014 年 10 月 18 日，近 3 月来患者

月经周期 16～20 天一行，经量正常，色淡红，神疲乏力，食

少便溏，小便清长，夜尿多，手足心热，舌光滑无苔，脉沉细

弱。中医诊断：月经先期(脾肾阳虚证)。处方：黄芪 30 g，盐

巴戟天、补骨脂、杜仲、鹿角霜、熟地黄、当归、党参、淫羊

藿各 15 g，白芍、山萸肉各 12 g，肉桂(后下)、甘草各 6 g。
2014 年 11 月 15 日二诊：服上方 7 剂后，末次月经：2014

年 11 月 9 日，此次月经 22 日一行，且上述不适症状减轻，

但入睡困难，舌尖边红、苔薄白，脉沉细。上方酌加黄芩

8 g，五味子 6 g，远志 9 g，继服 12 剂，3 月后随访，现月经

基本 22～25 日一行。
按：历代诸多医家强调月经先期的病因病机皆属气虚或血

热所致， 《妇人大全良方·调经门》 曰：“过于阳则前期而
来”。《景岳全书·妇人规》云：“若脉证无火而经早不及期
者，乃其心脾气虚，不能固摄而然。”[2] 然武教授认为，此患
者年少肾气未充、肾阳不足，素体脾阳虚弱，均致冲任及胞宫

失于温煦，冲任不固，疏泄失司，使经血失摄月经先期而至。
故以健脾补肾固冲为治则。方中淫羊藿、盐巴戟天、补骨脂、
杜仲补肾助阳；《景岳全书》曰：“善补阴者必于阴中求阳”，
故以鹿角霜、当归、白芍、山萸肉、熟地黄滋阴养血，调和冲
任；武教授认为，此患者食少便溏，小便清长，夜尿多，手足
心热，乃阴盛于内格阳于外的真寒假热之象，《素问·至真要
大论》云：“诸寒之而热者取之阴”，故予以肉桂以温助肾阳，
引火归元，使肾阳得助，才可使手足心热等真寒假热之证得
除；黄芪、党参、甘草补益脾气，诸药合用共奏补肾健脾固冲
任之功。二诊患者入睡困难，舌尖边红，乃虚热扰心神使心肾
不交所致，故给予黄芩清心经虚热，五味子、远志交通心肾，
以改善睡眠症状。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妇人规》云：“养肾气以安血之

室。”肾阳虚衰，血失温煦而运行不畅故成瘀，血瘀进一步加

重肾虚、血虚，“不通则痛”故见痛经；血气虚弱故见月经过

少。肾气虚则可致冲任二脉不固，故见月经先期。根据肾气虚

损、肾阳不足，武教授善用补阳药以温肾阳助肾气，使肾精充

足达到气血下注胞宫的目的；又因其药性躁烈，酌情加以滋阴

之品，可使阴中求阳、阴阳互助；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

之源，脾胃虚弱则气血虚弱、化源不足，经水匮乏，胞脉失于

濡养。武老师在温肾助阳的基础上酌加健脾益气之品，体现了

“治血先治气”的思想。同时武教授不拘泥于补肾、健脾之法，

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和体征还给予活血、行气、化瘀等治法，

标本同治，每获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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