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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妇人规·经脉类》为中国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著,受后世医家推崇,为中医妇科学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 该书在论述月经病的病因病机、理法方药中尤具特色,张氏从肝脾肾三脏立论,症证结合,灵活应用阴阳、五行学说协调

各脏腑关系,对临证治疗月经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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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人规·经脉类》是《景岳全书》中重要的一章,其辨

病系统、辨证精炼,对临证治疗月经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 张氏以中医理论为根本,通过辨证论治、
 

四诊合参、标
本兼治之法,对月经病治疗常得良效。 本文将从“司外揣

内,细观其症”“因体而异,特殊辨证”“温补阵法,尤重脾肾”
3 个方面归纳张氏论治月经病的学术细想。
1　 司外揣内,细观其症

　 　 “司外揣内”是中医诊断学的基本理论,指通过诊察疾

病所表现的症状、体征,以揣测内在的病理本质[1] 。 “司外

揣内”的理论及运用在中医经典里均有丰富的记载,如《素

问·刺热》提出面部分候五脏法,《灵枢·大惑论》提出五轮

学说,《幼幼集成》新创儿科指纹辨证,《脉经》首提五色崩,
但对月经病临床表现尚未系统地举以条目论证。 张氏在前

人的基础上于《景岳全书》中设专章《妇人规·经脉类》来探

讨月经病相关的细节,其从经量、血色、气味、腹痛等兼症,
以丰富的辨证要点用于指导临床辨证。 如《经脉类·辨血

色》中言辨血色,可以察虚实寒热,可粗略分为血色浓而多

者多为实,淡而少者多为虚;又细辨血色之紫黑,紫赤鲜红、
浓而成片成条,气味秽臭、脉阳、形气喜冷畏热,多有热;紫
黑腐败、或散或薄,甚至如屋漏水,气味腥臭清寒、脉阴、形
气恶寒喜暖,多有寒。 又如《经脉类·经期腹痛》大篇幅描

述如何分辨妇人经行腹痛的根本病机,概有“滞”“虚”两类,
经前痛、经后痛减,触诊痛甚、拒按拒揉多有实滞;经后痛不

减或痛增,触诊痛缓、喜按喜揉多为虚。 张氏运用中医学整

体观思维,详观经量之多少、血色之淡深黑紫、血质之稀稠、气
味之腥腐、及经期腹痛等兼症,结合患者的面色、神情、形体、
姿态、舌脉,尚可辨经脉病寒热虚实之别,用以指导临床辨证。
2　 因体而异,特殊辨证

　 　 “因体而异”指中医学辨证需重视患者体质,从整体上

把握个体的生命特征,用以诊断、治疗、预防疾病。 “体质”
影响着人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和抵

抗力,女性这一群体因其有特殊的生理特性,与男性相比具

有强烈的差异性,中医学称之为“性别体质学”。 张氏在《妇

人规》开篇即表明“妇人诸病,本与男子无异,而其有异者,
则惟经水胎产之属”,故特设专卷另详方论。 张氏主要从女

性特殊的心理特征、生殖生理特征、生理功能特征 3 个方面

予以辨证分析。
2. 1　 女性的心理特征　 张氏强调女性情志因素在经脉类疾

病发生、发展中的重要性。 他认为女性生性多忧恐忿怒、妒
怨思虑,易受情志刺激,出现气血紊乱、冲任失调,从而易犯

经脉类疾病;加之当时封建思想的压迫,妇人病又羞于启

齿,常不告他人、误信巫师、惧用药引,而致疾病根深蒂固。
张氏亦强调“思虑伤脾”是致经水不调的主要病机,如在论

“治崩淋经漏不止”中道:“(崩淋)此等证候,未有不由忧思

郁怒,先损脾胃,次及冲任而然者”,治疗上应“祛其病源”使

情舒愿遂以治本,再固护脾胃,酌情添加柴胡、栀子、牡丹

皮、升麻等以舒散肝脾郁结。 有研究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

(PCOS)的发生发展与社会心理因素密切相关,PCOS 患者

神经质、焦虑、易怒、敌对状态的程度往往较正常女性更

重[2] 。 张氏将“七情致病”用于经脉病等妇科疾病的辨证论

治,体现了张氏在疾病论治中对心理、社会的重视,这与现

代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相吻合。
2. 2　 女性的生理特征　 由于女性的特殊生理结构,其胞宫

周期性出血,故产生了女性独有的“月经”这一特殊的生殖

生理特征。 张氏在论治经脉病时重视气血辨证,云:“女人

以血为主,血旺则经调”,气血为人体生命活动之根本,是化

生月经的基本物质,气血充盈,血海按时满溢,阴阳转化有

序,则能月经调和。 然血液的如环无端、周流全身离不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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脏相互协调配合,言“凡其源源而来,生化于脾,总统于心,
藏受于肝,宣布于肺,施泄于肾”,故亦强调应与脏腑辨证相

参。 纵观《经脉类》 各个条目加以综合,关于月经失其“常

度”的病理表现大抵分为“妄行”与“不行”,究其病机大致

可分为“火热”“气逆”“血瘀” “源枯”。 “火热”即认为血热

主要与心肝肾相系紧密,肾为阴中之阴、肝为阴中之阳,肝
肾相火与心火相煽,实火炽烈,热迫血行;或肝肾真阴亏虚

无以潜藏虚火,而致营血流利妄行。 “气逆”主要指气机运

行失常,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肺主宣发肃降、通调水道,肝
肺龙虎回环气化失常,气机逆乱或气机壅滞则经早、月经不

行、经期腹痛;脾胃为人体气机之枢纽,脾主统血、升阳举

陷,脾气失摄可至中气脱陷,血不循经而妄行。 “血瘀”既是

病理产物也是病理因素,寒凝、痰阻、气滞皆可致胞宫脉络

郁滞,血凝涩不行;亦或营血亏虚已甚,加之阴火内烁煎

灼,营血浓缩,燥涩而不行。 “源枯”是指经血为天癸真阴

所化,继由水谷精气充养而来,若脾胃受伤生化无源,肾精

暗耗天癸渐竭,则经亏血少、愆期而至,日久必穷极泉源,
血枯经闭。 张氏善于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加以思考、扩

充,结合女性特殊的生殖生理特征,强调了脏腑辨证、气血

辨证的重要性,加深了对月经病病机的认识,拓宽了其临

床辨证思路。
2. 3　 女性生理功能特征　 女性生理功能的特殊性体现在

“阳非有余,真阴不足” 。 “真阴不足” ,结合女性生长壮老

已的生命历程,从四七到七七,天癸、精血、神气及各个脏

腑的功能皆始衰,究其根源在于命门真阴亏损,故张氏强

调真阴常不足,治疗上多峻补阴血。 据统计,张氏在《妇人

规·经脉类》篇章中总共提及 107
 

首方剂,其中用药频次

最高的当选熟地黄、当归、白芍[3] ,这充分贴合了“女为阴”
“阴气足而月事通” “女人以血为根本”的生理属性。 故张

氏提出调经之要重在滋补阴血,并结合具体情况辨证加

减。 “阳非有余” ,张氏强调阳气如同红日般珍贵,可决定

万物之生死,治疗上反对误用寒凉攻下,损伤人体阳气。
在《妇人规·经脉类》中强调一定要分清火的真假,忌把假

火误作真火,犯虚虚实实之戒。 临床若辨证为火,选方微

火保阴煎、小火清化饮、大火抽薪饮之类,切不可妄用苦寒

之方败及阳气。 在药食调护方面提出应结合女性行经期

气血涌动、由满则溢的特殊阴阳转化规律,于行经之际,其
在治疗用药、饮食起居方面慎之又慎,切忌寒凉,恐寒邪伏

匿、败伤元阳,至旧血瘀滞不畅。 张氏尊崇《内经》 “阴在

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相互制约、互根互用

的生理特点[4] 。 提出“善治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善治阴

者,必于阳中求阴” ,配方选药重育阴涵阳、扶阳配阴。 如

新方补阵大营煎,以熟地黄、当归二药配伍补肾温阳之肉

桂、杜仲以育阴回阳、阳中求阴,实现阴阳共济之效。 张氏

在月经病论治中重视女性特殊的阴阳消长的生理功能,临
床上重视真阴为本,阴阳互根互用,阳生阴长,才得以生生

不息。

3　 温补阵法,尤重脾肾

　 　 张氏提出经脉病“虚者极多,实者极少”的病机特点,在
经脉病选方主用补阵。 “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

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者,则尽善矣”,力倡经血本

源于脾肾,治疗尤重脾肾。 肾五行属水,脾五行属土,两者

都具有包涵万物、滋养生命的自然特性。 类比女性特殊生

理,天癸主宰月经之藏泄,天癸又依赖先天之精和水谷精微

之滋养,故脾肾乃天癸之源泉,经血之源流,脾肾脏腑功能

失调,气血精的生、化、藏的功能就会受影响,在女子则表现

为月水失其常度。 且“盖其病之肇端……多起于心、肺、肝、
脾四脏,及其甚也,则四脏相移,必归脾肾” “五脏之伤,穷必

及肾”,他脏病、久病也必定累及脾肾二脏。 治疗上也主用

健脾益气和补肾养阴之品,脾肾并进,方可血旺经调。 张氏

所创举元煎、五福饮、七福饮等方剂中,均以人参、白术、炙
甘草调和中焦,以固后天为主,又佐以当归、肉桂补气血,峻
培源泉。 张氏治疗血崩兼心痛一案,用十全大补汤温补营

气,并倍用人参、白术甘温之品健脾强胃、益生发之气,药效

桴鼓相应。 血枯经闭论治中张氏提出“血枯”治法,非同“血

隔”之攻散,宜以补法为阵,常以四物汤为基础,补养阴血,
使血海充盈,又佐以泽兰、牛膝、丹参活血通利,欲攻于补,
月水方可如期而至。 在房事方面补充到:“妇人因情欲房

事,以致经脉不调者,其病皆在肾经”,女子天癸已至,逾十

年无男子合,或房事纵肆不慎均可导致真阴日匮、肾气不守

而致月经不调,强调了房事养生对女性的重要性。 张氏认

为,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肾可资血源、安血室,气血和平则经

脉调和。
4　 结　 　 语

　 　 张景岳承医统之精传,师古而不泥古,最终创立了“七

情致病”“阳非有余,真阴不足” “人体虚多实少”等学术思

想,丰富了妇人病的理论体系。 张氏从审辨病机、辨证论治

和治疗阵法 3 个层次论述了妇人经脉病的临床诊治思路,提
倡运用中医整体观思维,通过详观经脉病的外在征象以揣

测内在病机,并充分结合女性特殊的心理特征、生殖生理特

征、生理功能特征“因体而异”特殊辨证,强调心理、社会因

素在妇人病论治中的重要性,理法方药上应重视女性特殊

的阴阳消长规律,以顾护真阴为本,脾肾并进,阳生阴长,方
能气血和平,经脉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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