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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萍运用滋水涵木法联合耳穴压豆
治疗绝经前后诸证经验

贺　 冰,顾佳棋,王　 萍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410005)

[摘要] 　 介绍王萍教授运用滋水涵木法联合耳穴压豆治疗绝经前后诸证经验。 王教授认为绝经前后

诸证的病机多因肾气衰退,冲任亏虚,肝失濡养,阴阳失调,阴虚阳亢所致。 治宜滋水涵木,自拟滋肾益肝方

滋肾养阴,调补冲任,调和阴阳,并配合耳穴压豆治疗,同时注重饮食调理,情志调节,获得显著疗效。 并附

验案 1 则,以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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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贺冰,女,医学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妇科内分泌疾病的中医药诊治

　 　 绝经前后诸证是指妇女在绝经期前后出现烘

热汗出、烦躁易怒、潮热面红、失眠健忘、精神倦怠、
头晕目眩、耳鸣心悸、腰背酸痛、手足心热,或伴月

经紊乱等绝经相关症状[1] 。 该病严重影响了此年

龄阶段女性的生活质量[2] 。 目前西医主要采用激

素替代治疗,但存在诱发子宫内膜癌、乳腺癌等风

险,且激素存在毒副作用[3] 。 王萍教授系第六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从事

妇科临床、教学、科研近 40 年。 其基于中医药的特

色与优势,运用滋水涵木法联合耳穴压豆治疗绝经

前后诸证,见解独到。 笔者(第一作者)有幸成为王

教授的学术继承人,随其坐诊学习,受益匪浅,现将

其运用滋水涵木法联合耳穴压豆治疗绝经前后诸

证的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素问·上古天真论》云:“女子七岁,肾气盛,
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

以时下,故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
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在女性七七之

年的前后,肾气逐渐从旺盛走向衰败,肾阴也逐渐

亏虚。 伴随着肾水枯竭,冲脉任脉也逐渐衰退,精
血日渐耗竭亏虚。 王教授认为,肾虚是导致绝经前

后诸证发生的基础,而女子以血为用,经历经、孕、
产、乳的过程,更易引起阴液精血的耗损,故围绝经

期女性的肾虚以肾阴亏虚多见。 肾主生殖,肾阴津

不足,失于濡养则可出现阴道干涩、泌尿道不适的

症状。 肾主骨生髓,肾气肾阴不足,骨髓亏虚,则出

现腰膝酸软、健忘等症状。 肾之阴阳失调,阴虚而

阳亢,阴虚则热,故出现烘热汗出等症状。 肾阴亏

虚,肝失濡养,水不涵木,故肝阳上亢,扰动心神,
 

而

见烦躁易怒、头痛失眠。 故王教授认为,肝阴亏虚,
肝之气血逆乱是绝经前后诸证发生的关键。 肝藏

血,肾藏精,肝肾同源,精血互生,肝阴与肾阴相互

滋养,当肾阴虚不能滋养肝木,
 

阴不敛阳,
 

则肝阴

不足,
 

肝阳偏亢,
 

甚至虚风内动,
 

故出现绝经前后

诸证[4] 。 此病病机主要以肝肾阴虚证多见。
2　 治疗特色

2. 1　 滋水涵木,滋肾益肝　 《医宗必读》曰:“东方

之木,
 

无虚不可补,
 

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
 

无

实不可泻,
 

泻肝即所以泻肾。”基于“乙癸同源”理

论,王教授自拟滋肾益肝方滋补肝肾、调理肝之气

血,以达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的状态。 处方:盐菟丝

子 15
 

g,枸杞子 15
 

g,生地黄 10
 

g,墨旱莲 10
 

g,女贞

子 10
 

g,桑椹 10
 

g,郁金 10
 

g,首乌藤 10
 

g,炒酸枣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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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石斛 10
 

g,银柴胡
 

6
 

g,浮小麦 10
 

g,山茱萸

10
 

g,甘草 5
 

g。 方中盐菟丝子、枸杞子为君药,菟丝

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枸杞子滋补肝肾,为平补肾

精肝血之品,二者重用滋补肝肾。 墨旱莲滋补肝

肾、凉血止血;女贞子补肾养阴、滋肝明目;生地黄

养阴清热、凉血生津;桑椹补益肝肾之阴津、补血

润燥。 四药为臣,合而为用,共奏补益肝肾、滋阴

清热、凉血养血之效。 石斛强阴补五脏、生津除虚

热;银柴胡退热理阴;浮小麦固表止汗、补益中气

而除虚热。 三者共用,滋阴而祛虚火。 首乌藤滋

养肝肾、止虚汗出、助益睡眠;炒酸枣仁养心益肝、
安神定志、敛汗生津,二者合用,养肝安神。 郁金

行气解郁、清心利胆、凉血活血。 山茱萸滋补肾

气、填精益髓、收涩固脱。 以上诸药均为佐药,除
滋阴清热外,另兼调理气血、养肝安神。 使以甘草

健脾和中、解毒清热、缓急止痛、调和诸药。 诸药

合用,使肝肾阴虚得以滋益,肝脏气血得以调和,
滋水涵木则阴平阳秘,诸症得除。 围绝经期女性

情绪波动较大,多与肝气不调、久而郁结有关,气
行则血畅,故常加合欢皮等疏肝解郁、调理气血之

药。 另外,肾阴虚于下则肝阳亢于上,阳气偏盛则

可见虚热汗出之症,阳亢于上则可见头痛之症,故
在临证中应适当加入清虚热、止汗出之药,如生龙

骨、牡蛎等。
 

2. 2　 耳穴贴压,食助药力　 耳穴压豆是常见的中

医外治疗法。 耳郭为“宗脉之所聚” [5] ,故耳与人

体五脏六腑有着密切的联系。 性腺轴具有广泛的

经络联系,任何一个环节发生病变都可以通过经

络反应于耳。 研究表明,耳部穴位贴压籽粒具有

疏通经络、运行气血、调节脏腑功能、调和阴阳的

功效,能缓解绝经前后诸证之失眠、心悸、抑郁等

症状[6-8] 。 近年来运用耳穴压豆治疗绝经前后诸

证有确切的疗效。 王教授治疗本病时常选取内生

殖器、内分泌、肝、脾、肾、皮质下等穴,内分泌穴疏

通经络、补肾益精,调理女性内分泌。 通过刺激诸

穴,可活血行气,调和脏腑,达到气血平和的状态。
王教授临证时亦十分重视药膳调养,主张饮食有

节,以清淡薄味为宜,建议围绝经期女性多吃谷

类、豆类等食物,如玉米、荞麦、燕麦、大豆等。
2. 3　 心理疏导,身心俱调　 王教授认为,绝经期女

性激素水平波动较大,加之该年龄段女性的社会及

角色的变化,使之容易受到社会、家庭等外界环境

的影响,因此出现心烦、易怒、低落、抑郁、多疑等不

良情绪[9] 。 心理疏导在绝经前后诸证的治疗中尤

为重要,在具体的辨证施治中不能忽视情志的影

响。 心为君主,主宰情志,调节脏腑功能及各脏腑

之间的平衡。 诚如张景岳在《类经·情志九气》所

云:“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

不从心而发。”因此,王教授在接诊患者时视患者为

亲属,处处为其着想,依据患者的性情特点进行心

理疏导,耐心进行相关知识的宣教,开导患者应注

重自我情志的调理,以恢复平和的心态。
3　 典型病案

　 　 肖某,50 岁,已婚,2020 年 5 月 23 日初诊。 主

诉:停经 7 个月,潮热汗出 3 个月。 13 岁月经初潮,
5 ~ 6d

 

/ 30d, 量 中, 色 暗 红, 无 痛 经, 末 次 月 经:
2019 年 10 月 12 日。 平素白带正常,无异味。 刻

诊:烘热,汗出,烦躁,全身酸软无力,神疲,
 

夜寐差,
二便调,舌暗红、苔薄白,

 

脉弦细涩。 孕 6 流 5 产 1。
性激素(2020 年 3 月):卵泡刺激素 55. 18

 

mlu / ml,
黄体生成素

 

28. 26
 

mlu / ml。 盆腔超声检查(2020 年

3 月):
 

内膜厚 3
 

mm,子宫小肌瘤。 西医诊断:围绝

经期综合征;中医诊断:绝经前后诸证,肝肾阴虚

证。 治法:滋肾益肝、调理气血。 予以滋肾益肝汤

加减。 处方:菟丝子 15
 

g,枸杞子 15
 

g,生地黄 10
 

g,
牡丹皮 10

 

g,丹参 10
 

g,益母草 10
 

g,山药 10
 

g,夜交

藤 10
 

g,牡蛎 10
 

g,合欢皮 10
 

g,浮小麦 20
 

g,山茱萸

10
 

g,甘草 5
 

g。 7 剂,水煎服。 配合耳穴压豆治疗。
选穴:内生殖器、内分泌、肝、脾、肾、皮质下,2 贴,每
天自行按压 3 ~ 5 次,每次 1 ~ 2

 

min,以耳部有酸、
麻、胀或发热为度。 每 3 天更换耳贴 1 次,双耳交

替。 并嘱患者增加户外活动,调畅情志。 5 月 30 日

二诊:烘热汗出好转,
 

寐差,偶有胸闷心慌,时有头

痛,
 

二便调,舌暗红、苔白,脉细。 守上方去益母草,
加薤白、柏子仁各 10

 

g,7 剂,水煎服。 耳穴压豆同

首诊,2 贴。 6 月 8 日三诊:无明显烘热汗出,夜寐、
神疲乏力好转,

 

二便调,
 

舌暗红、苔白,
 

脉细。 守二

诊方 14 剂,水煎服。 耳穴压豆同首诊,2 贴。 后随

访,患者未再发作,睡眠佳。
按语:本案患者年过七七,肾气渐衰,月经停

闭,
 

伴见烘热、盗汗、烦躁,结合舌暗红、苔薄白、脉
弦细涩,可诊断为绝经前后诸证,辨证为肝肾阴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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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 患者既往有多次流产史,冲任亏损,肾中阴阳

失衡,肾阴不足,阴虚则热,肝肾同源,久之则肝阴

亏虚,阴不济阳,肝阳上亢。 治疗上重点调治肝、肾
两脏,以补肾疏肝、滋阴安神为主法,自拟滋肾益肝

汤加减。 方中菟丝子、枸杞子滋补肝肾、益精养血;
山药、山茱萸取六味地黄丸“三补”之意,平补肝肾;
生地黄、牡丹皮滋阴凉营;牡蛎滋阴潜阳敛汗;夜交

藤入肝、肾经,补养阴血、养心安神;合欢皮疏肝解

郁、除烦安神。 “久病入络” “络以通为用”,血无凝

滞,则气血宣通[10] ,故加益母草、丹参活血通窍。 二

诊时患者出现胸闷,故加薤白宽胸理气;夜寐不佳

则加柏子仁养心安神;脉象已不涩,故去活血化瘀

之益母草。 三诊时患者症状较前明显好转,继守二

诊方。 全程以补肾滋肝为主法,滋水涵木则阴平阳

秘,并辅以耳穴压豆治疗,诸症得除。 王教授还强

调,治病先治人,
 

治人先治心,
 

在治疗过程中应重

视心理治疗,
 

情志疏导,
 

给其营造轻松环境,使患

者平稳度过围绝经期。
4　 小　 　 结

　 　 绝经前后诸证为妇科常见疾病。 王教授认为,
肾虚是发病基础,肾水不能涵养肝木,使得肝脏失

于疏泄是其根本原因。 肾精肝血同源,相滋相生,
若肾阴亏虚,则肝失所养,精血生化不足,进而其藏

血、疏泄功能失调,终见此病。 临证时,王萍教授基

于阴阳五行理论中“滋水涵木”的治疗法则,自拟滋

肾益肝方滋补肝肾,调理肝之气血,并配合耳穴贴

压及心理疏导,临床收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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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药茶功效多

　 　 紫苏,通常指紫苏叶,其气清香,味微辛,性温,归肺、脾经,具有解表散寒、行气和胃、解毒安胎之效,常用于治疗风

寒感冒、咳嗽、妊娠呕吐、鱼蟹中毒等。 紫苏不仅叶子可以入药入食,其根茎、成熟的果实亦可。 紫苏梗,性温味辛,归
肺、脾二经,具有宽胸利膈、理气安胎等功效,多用于治疗胃脘痞满、胸胁胀痛及胎动不安等。 紫苏子,性味辛温,归肺、
大肠二经,具有降气消痰、止咳平喘、润肠通便等功效,多用于治疗咳嗽气喘、便秘等。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紫苏中含有人体所需的 8 种必需氨基酸、丰富的 α-亚麻酸,以及硒、钙、锌、钾、镁等微量元

素,可见紫苏还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 此外,紫苏中含有丰富的黄酮类物质、萜类化合物及酚酸类物质,具有

抑菌抗炎、抗肿瘤、免疫调节、止血、止呕、抗过敏、降血糖、降血脂、护肝等多种药理作用。
下面介绍几首既能治病又可保健的紫苏药茶方。 1)风寒感冒方。 紫苏叶 10

 

g,荆芥 6
 

g,葱白 6
 

g,生姜 10
 

g,红糖

20
 

g。 适合风寒表证,症见畏寒无汗、头身疼痛、鼻塞流涕者。 2)胃脘痞闷、呃逆不止方。 紫苏叶 15
 

g,藿香 10
 

g,生姜

10
 

g,绿茶 6
 

g。 适合过食肥甘厚味导致纳呆食少、食欲不振、口臭难闻或打嗝不止者。 3)咳嗽气喘方。 紫苏子 12
 

g,莱
菔子 9

 

g,枇杷叶 9
 

g。 适合咳嗽气急喘促或痰壅气逆之咳喘,如支气管炎或慢性支气管炎伴肺气肿者。 4)大便秘结

方。 紫苏子 15
 

g,火麻仁 12
 

g,绿茶 6
 

g。 适合胃肠积热导致津液亏损之热结便秘,伴面赤身热、小便色黄、鼻干口干

者。 5)妊娠恶阻方。 紫苏梗 6
 

g,陈皮 5
 

g,生姜 3
 

g。 6)胎动不安方。 紫苏梗 10
 

g,桑寄生 6
 

g,甘草 3
 

g。 7)鱼蟹中毒

方。 紫苏叶 12
 

g,生姜 9
 

g,陈醋 6
 

g。 紫苏气味芳香,不宜久煎,尤其治外感疾病时应后下。 本品辛温,易耗伤阴血,故
外感热病、温病、阴虚火旺者忌用。 此外,紫苏子含有丰富油脂,脾虚便溏及阴虚咳喘者慎用。 (宋添力,http: / / www.
cntcm. com. cn / news. html? aid = 200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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