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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以致不能完成性交过程，其性的欲望较为正常。与弱性

症的能勃起，能完成性交，只是性力减弱明显区别。
与勃起不坚鉴别。勃起不坚[1]，通常是指在性交时，射精

之前阴茎勃起不坚硬，可完成性交过程。往往因性交勃起不坚

硬求诊。勃起不坚是弱性症的症状之一，弱性症包涵了勃起不

坚。
4 弱性症的治疗

常用的治疗方法为补虚(肾气虚、肾精亏、心肝血虚)、疏

肝、通瘀(血瘀、精瘀)、利浊、化浊(痰浊、精浊)、泻热(湿热、
瘀热)、排毒(风毒、热毒、湿毒、瘀毒)。配合调节饮食，调畅

情志，加强运动。常用药物补虚：枸杞子、沙苑子、菟丝子、
韭菜子、制何首乌、熟地黄、续断、益智仁、桑寄生、生黄

芪、炙黄芪、当归。疏肝：柴胡、枳壳、橘核、赤芍、白芍、
乌药。通瘀：僵蚕、水蛭、桃仁、川牛膝、红花、泽兰。通浊

排毒：土茯苓、皂角刺、白芷。利湿泄热，通利湿毒：石韦、
白花蛇舌草、败酱草、灯芯草、夏枯草、紫贝天葵。通瘀解

毒：红藤、虎杖、马鞭草。健脾渗湿：茯苓、泽泻、薏苡仁。
通阳动阳、温阳：桂枝、肉桂。剔风刮湿、强宗筋：蜈蚣、威

灵仙。基本方：生黄芪 45～90 g，炙黄芪 30～45 g，菟丝子、
沙苑子、威灵仙各 30 g，韭菜子 15～30 g，枸杞子、虎杖、
薏苡仁各 20 g，熟地黄、柴胡、桂枝、赤芍、僵蚕各 15 g，

桃仁、枳壳各 10 g，蜈蚣 2 条。
5 病案举例

段某，男，30 岁，2013 年 7 月 15 日初诊。主诉：自觉

性功能减弱 1 年。患者 2 年来自感所愿不遂，工作不得舒展。
近 1 年来患者自觉性功能减退，勃起的硬度不如从前、射精

的力度和快感也大不如以前。患者本人多方积极求医问药，无

持续满意效果。现间或夜尿 1 次。外生殖器正常，触之阴茎

发凉(较手温足温低)。舌质红、苔黄厚腻，脉沉细，肾脉命门

脉沉细弱无力。辅助检查：前列腺无压痛，质地软，均匀，且

未及结节，前列腺液常规正常，B 超前列腺正常，尿常规正

常，精液常规正常。诊断：弱性症(肾虚湿热淤热)。治疗：先

以健脾渗湿解毒、通浊化瘀排毒、疏肝和营为主(待湿热、湿

毒退后，再以补虚舒肝为主)。处方：薏苡仁、白花蛇舌草、

威灵仙各 30 g，泽泻、茯苓、土茯苓、皂角刺、石韦、柴胡、
枳壳、橘核、桂枝、赤芍各 15 g，虎杖、桃仁各 20 g，牡丹

皮、僵蚕、黄柏各 10 g。取 10 剂，每天 1 剂，每天 3 次，每

次 250 mL，饭后 2 h 温服，嘱服药期间禁同房。2013 年 7 月

25 日二诊：诸症状消失，黄厚舌苔已退，阳道有跃跃欲试之

感，湿热瘀毒已衰其大半，以补虚疏肝为主，通利湿热瘀毒为

辅，方用基本方 10 剂；2 天 1 剂，每天 3 次，每次 250 mL，

饭后 2h 温服。服药期间夫妻生活间歇 5 天以上。三诊：2013
年 8 月 19 日，舌质淡红、苔薄，肾脉及命门脉已较前有力，

已有重拾当年之感。信心大增，守基本方加：桑螵蛸、金樱

子、五味子各 10 g，芡实 20 g。取 10 剂，嘱服完 1 剂，休息

3 天，再服下剂。2013 年 10 月 24 日随访，均已治愈，夫妻

和睦。
按：患者起于志意不遂、抑郁忧闷，火闭而闷其气，以致

性力减弱，正如陈士铎《辨证录》：“志意不遂，则阳气不舒。
阳气者，即肾中之真火也。肾中真火，原奉令于心，心火动而

肾火应之；心火抑郁而不开，则肾火虽旺而不能应，有似于弱

而非弱也。治法不可助命门之火，如助命门之火则火旺于下，

而郁勃之气不能宣，必有阳旺阴消之祸；宜宣通其心中之抑

郁，使志意舒泄，阳气开而阴痿立起也”。阴器为筋之余，又

属宗筋之会，性力之强弱，在于肝经之盛衰，而肾为肝之母，

心为肝之子，疏肝补肝而不补其肾，则肝之气无所生，补肝疏

肝而不补其心，则肝之气有所耗，皆不能助肝以强其筋，助筋

以盛男势，壮势以雄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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