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朱海润,宋艳华,黄家宓,李永恒. 胡国华运用“从”“合”“守”“变”四法调治产后身痛经验[ J] . 湖南中医杂志,2023,
39(7):65-67.

胡国华运用“从”“合”“守”“变”四法
调治产后身痛经验

朱海润1,宋艳华2,黄家宓3,李永恒3 　 指导　 胡国华2

(1. 上海市浦东新区光明中医医院,上海,201399;
2. 上海市中医医院,上海,200071;3. 上海中医药大学,上海,201203)

[摘要] 　 介绍胡国华教授辨治产后身痛的经验。 胡师认为,产后身痛总的病机为产后气血耗伤,营卫

不充,复感寒湿,属本虚标实;治在补寓温通,当益气养血,兼温经通络祛风;其应用朱氏妇科“从合守变”四

法调治产后身痛,制定经验方产后身痛方,临床疗效显著。 并附验案 1 则,以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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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后身痛,是指产妇在产褥期内出现的肢体或关

节酸楚、疼痛、麻木、重着” [1] ,又称“产后遍身疼痛”
“产后关节痛”“产后痹证”“产后痛风”。 产后身痛往

往缠绵难愈,严重影响患者的身心健康。 现代医学常

参照风湿、类风湿引起的关节疼痛进行治疗,以抗炎

止痛、减轻症状为主,然而长期服用非甾体类抗炎药

物、激素类药、免疫抑制剂等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反应及

毒副作用,而中医药治疗具有独特优势。 胡国华教授

是海派朱氏妇科第四代传人,深得朱南孙教授真传,从
医四十余载,在治疗产后身痛中应用朱氏妇科“从合守

变”四法进行调治,疗效显著。 笔者有幸跟师侍诊,受
益匪浅,现将其调治产后身痛的经验总结如下。
1　 病因病机

1. 1　 营卫气弱为本　 胡师认为产后身痛虽表现为痛

证,实则病本在素体气血不足,产时气血损耗、产后营

卫不利是产后身痛发生的内在因素。 如《陈素庵妇

科补解》曰:“产后遍身疼痛,因产时损动,气血升降

失常,留滞关节,筋脉引急,是以遍身疼痛也” [2] 。
《胎产指南》亦云:“筋骨乃血所养,产后血虚,亦能作

痛。”产后百节开张,血脉流散,营卫气弱,气虚不能

通达一身气机,血虚不能濡养四肢经脉,外邪乘虚而

入,经络间营卫之气闭阻,不通则痛。

1. 2　 复感寒湿为标　 产后身痛从症状而言属于“痹

证”范畴。 如《症因脉治·痹证论》云:“痹者闭也,经
络闭塞,麻痹不仁,或攻注作疼,或凝结关节,或重着

难移,手足偏废,故名曰痹” [3] 。 营卫之气运行正常,
不与风寒湿邪相合,则不会发生痹症,反之则病。 如

《素问·痹论》所言:“荣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

谷之悍气也……逆其气则病,从其气则愈,不与风寒

湿气合,故不为痹。” 因此,产后摄生不慎,复感寒湿

是产后身痛发生的外部因素。 综上所述,胡师认为本

病的病因病机为产后百脉空虚,气血俱虚,腠理不密

之际,摄生不慎致风寒湿邪乘虚而入,滞留关节、经
络,引起局部营卫气血运行不畅,故发为此病[4] 。
2　 治则治法

　 　 “从”“合” “守” “变”是朱氏妇科独创的治病四

大要诀[5] 。 胡师应用其法则来辨治产后身痛。
2. 1　 益气固表、养血和营为本,即为“从”治 　 “从”
者,即反治也,如寒因寒用、热因热用、通因通用、塞因

塞用、虚者补之、实者泻之等均为此法,即抓住疾病本

源,审因而治之法。 胡师认为产后身痛虽表现为痛

证,实则因产后气血亏虚,营卫不利所致,按虚则补之

的原则,故以玉屏风散、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主,以益气

固表、养血和营,使气血渐充、经脉通利,此乃“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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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妇科玉尺·产后》言产后诸疾应以大补气血为

主:“产后真元大损,气血空虚,其如冰也必矣。 故产

后之疾,先以大补气血为主;纵有他疾,亦以末治之;
或欲祛邪,必兼补益” [6] 。 胡师认为营卫气弱、运行

失常是产后身痛产生的内在因素,故治之大法应益气

固表、养血和营。 如《沈氏女科辑要笺正》云:“此证

多血虚,宜滋养,或有风寒湿三气杂至之痹,以养血为

主,稍参宣络,不可峻投风药” [7] 。
2. 2　 兼顾祛邪,补寓温通,即为“合”治　 “合”者,即
病有夹杂,动静失匀,虚实寒热兼见,则需合而治之。
《素问·痹论》言:“不与风寒湿气合,故不为痹”,提
出外邪是产后身痛产生的外在条件。 如陈素庵言:
“然既遍身作痛,则风寒余血十有五六,治宜调和营

卫,祛关节间之风,经隧间瘀血,加以行气补血之药,
则痛自止” [2] 。 胡师认为本病属“血痹”范畴,治疗时

需兼顾祛邪,且胡师发现临证中以寒证居多,故合以

温经通络祛风之品,如羌活、独活,川乌、草乌,淫羊藿

及藤类药的配伍,此乃“合”法。 正如经云:“痛者寒

气多也,有寒故痛也。” 《医学心悟》亦言:“大抵身痛

多属于寒,盖热主流通,寒主闭塞也。 无论风湿与虚,
挟寒者多,挟热者少” [8]

 

。
2. 3　

 

守法守方,徐徐图之,是为“守” 　 “守”者,意
在辨证既确,用药须坚定果断,证不变,法宜守原意增

进或稍有出入。 胡师认为本病病位在筋骨间,如经云

“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故发病后往往病情缠绵难

愈,需守证缓缓图之,不可急功冒进、一味攻伐,否则

会导致 “ 卫气益虚, 营气愈凅, 必有筋急拘挛之

患” [2] ,须益气养血与祛邪并进,待气血充盈、经脉通

利,则外风不入,内风不留,身痛渐愈,此乃“守”法。
2. 4　 辨轻重缓急、因时因人制宜,是为“变”

 

　 “变”
者,即治法视证情转变,用药根据疾病的不同阶段和

症状,灵活应用。 胡师认为在患者治疗初期以疼痛明

显者,急则治标,重用温经通络止痛之品,必要时则可

联合外治法,内外合治,可收奇效,内服中药配合胡氏

自拟身痛外洗方(干姜 10
 

g,淫羊藿 15
 

g,防风 10
 

g,
艾叶 10

 

g,威灵仙 10
 

g,川椒 10
 

g,红花 10
 

g,鸡血藤

18
 

g,络石藤 18
 

g,伸筋草 18
 

g),煎汤外洗四肢;后期

随着疼痛症状改善则逐渐加重补益药用量,固本培

元。 其次,辨患者疼痛部位,选择不同的引经药,则
“能接引众药,直入本经,用力寡而获效捷也”。 如痛

在头颈、上肢者,胡师常选用羌活、葛根、鸡血藤;若腰

间痛剧,则用桑寄生、川续断、杜仲、络石藤;若痛在下

肢者,则用川牛膝、威灵仙;尤以膝关节痛甚者,可用

伸筋草;足跟痛甚者,选用独活;痛剧者,可酌情选用

制川乌、制草乌,用量宜轻,哺乳期忌用;麻木明显者,
宜用鸡血藤、 淫羊藿、 伸筋草、 络石藤。 此 均 乃

“变”法。
3　 验方介绍

　 　 产后身痛方为胡师经验方,其配伍得当精妙,临
证加减,疗效显著。 1)方药组成:生黄芪 30

 

g,当归

12
 

g,桂枝 9
 

g,白术 12
 

g,防风 6
 

g,鸡血藤 18
 

g,伸筋

草 18
 

g,羌活 9
  

g,独活 9
 

g,川乌 3
 

g,草乌 3
 

g,淫羊藿

15
 

g,威灵仙 18
 

g。 2)方义分析:生黄芪、桂枝、当归、
白术、防风,取黄芪桂枝五物汤、当归补血汤玉屏风散

之义,益气固表、和血通痹。 黄芪桂枝五物汤出自

《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血痹阴阳俱

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痹状,
黄芪桂枝五物汤主之”,由黄芪、桂枝、芍药、生姜、大
枣五味药组成,用于治肌肤麻木不仁,脉微涩紧,气虚

血痹证。 《诸病源候论》曰:“血痹者,由体虚邪入于

阴经故也。 血为阴,邪入于血而痹,故为血痹也。”其

中黄芪甘温,补虚益损,《本经疏正》 言:“通营卫二

气”,桂枝性温,味辛甘,能祛风散寒、通血脉、利关

节,走经络而止痹痛,为治痹痛要药,黄芪合桂枝有益

气通阳除痹之功。 当归补血汤确系李杲创制,首见于

《内外伤辨惑论》,有补气生血行血之功,《本草蒙筌》
言:“当归补血汤,纵倍黄耆,黄耆气药也,为性缓,亦
随当归所引,惟以补血标首”,取阳生则阴长之义。
玉屏风散出自《丹溪心法》,为治疗卫表不固、表虚自

汗的常用方剂,卫气虚则腠理不固,风邪可乘虚而入,
其中“防风,治一身尽痛,随所引而至,乃风药中润剂

也”,黄芪得防风,可随防风周行全身,卫外固表,且
可辛散祛风,无关门留寇之虞。 上述五味药合而为

用,则可使卫气得充、营血得复、邪去正安,相得益彰。
后八味药为温经通络止痛之品,胡师认为本病病位在

筋骨之间,非温通之品难达其所,故常据患者临床症

情不同,加减使用,亦不必悉具。 其中鸡血藤、伸筋草

可补血活血通络,取藤类药最擅通络之理。 羌活、独
活,苦辛温,祛风除湿,有“通关逐痹,发表驱风” 之

功,羌活善祛上部及督脉风邪,独活走下,以膝以下为

优。 如《本经逢原》云独活“升中有降,能通达周身,而
散风胜湿” [9] ,羌活“治足太阳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头
痛,肢节痛。 督脉为病,脊强而厥者,非此不能除”。 川

草乌,辛温大热,温经散寒、止痹痛作用强,痛剧加之可

迅速缓解痹痛。 《医学衷中参西录》言:“乌头之热力减

于附子,而宣通之力较优,故《金匮》治历节风有乌头

汤” [10]
 

。 淫羊藿,“甘,平,无毒。 入手、足阳明、三焦、
命门。 强健筋骨,除关节拘挛之急,驱逐风寒,疗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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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木之痹” [11] 。 威灵仙“气温属木。 其性善走,能宣疏

五脏,通行十二经络” [12]
 

。 全方诸药合用,具有益气养

血和营、温阳散寒、除痹止痛之功。
4　 典型病案

　 　 朱某,女,29 岁,2020 年 3 月 25 日初诊。 产后关

节疼痛 5 个月余。 患者 2019 年 7 月产 1 女,恶露五

十余天方净,混合喂养。 患者产后因夏时贪凉受风后

出现全身关节酸痛不适,前额畏风寒,时感乏力胸闷

至今。 刻下已停哺乳 2 个月,月经未复,纳可、便调,
夜寐尚可。 舌偏红、苔薄黄腻,脉沉细弦、尺弱。 辨证

属于血虚风痹,治以益气固表、祛风散寒止痛为法。
处方:生黄芪 30

 

g,炒白术 12
 

g,防风 9
 

g,桂枝 9
 

g,鸡
血藤 18

 

g,络石藤 15
 

g,伸筋草 15
 

g,威灵仙 12
 

g,独
活 9

 

g,白芷 9
 

g,细辛 3
 

g,制川乌 3
 

g,制草乌 3
 

g。
14 剂,水煎,每天 1 剂,分 2 次温服。 4 月 8 日二诊。
服药期间阴道有少量咖啡色流液,2

 

d 净,患者关节仍

有酸痛感,前额畏风,胸闷症状消失。 夜寐欠佳,纳

可、便调。 舌偏红、苔薄黄,脉沉弦无力。 证治同前,
上方减桂枝、威灵仙、细辛,加炒白芍 9

 

g、茜草 18
 

g、
淫羊藿 15

 

g、茯神 18
 

g、茯苓 18
 

g。 14 剂,煎服法同

前。 4 月 22 日三诊。 服药后诸症明显好转,前额、手
指关节、膝关节仍畏风,腰酸疼明显,纳可、大便溏薄,
每天 1 次,夜寐转安。 舌偏红、苔薄黄,脉弦细数、尺

弱。 证治同前,方药如下:生黄芪 30
 

g,当归 12
 

g,桂
枝 9

 

g,防风 6
 

g,淫羊藿 15
 

g,威灵仙 10
 

g,羌活 9
 

g,
独活 9

 

g,细辛 3
 

g,鸡血藤 18
 

g,络石藤 15
 

g,桑寄生

10
 

g,川续断 12
 

g。 21 剂,煎服法同前。 5 月 13 日四

诊。 患者近来前额、手指关节、膝关节畏风明显减轻,
遇冷后症状时有加重,5

 

月 12 日月经来潮,量偏少,
乏力好转,纳可,大便转实,烦闷,夜寐尚可。 舌偏红、
苔薄黄,脉沉细弦。 证治同前,方药如下:生黄芪

30
 

g,党参 12
 

g,当归 12
 

g,炒白术 9
 

g,炒白芍 9
 

g,淫
羊藿 15

 

g,鸡血藤 18
 

g,络石藤 15
 

g,伸筋草 18
 

g,制
川乌 3

 

g,制草乌 3
 

g,白芷 9
 

g,威灵仙 18
 

g,麦芽

30
 

g。 21 剂,煎服法同前。 后守法调理 2 个月,患者

身痛愈,诸症除。
按语:本例患者属于“产后身痛”范畴。 患者产

后气血虚弱,气虚固摄失司,冲任失固,血失统摄,以
致恶露日久不止;气血虚弱无以化乳,则产后乳汁稀

少,需混合喂养;而产后腠理不密之际,正值炎炎夏

日,贪凉当风,空调使用不慎,致风寒湿邪乘虚而入,
滞留关节、经络,引起局部营卫气血运行不畅,经脉关

节处气血凝滞,继而出现全身关节酸痛不适。 胡师认

为治应补寓温通,重在益气养血,兼顾祛除外邪,故首

诊以玉屏风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合祛风散寒、通络止痛

之品。 此外,胡师认为产后身痛病位在筋骨间,故喜

用藤类药。 藤类药性温和,又擅通络祛风,有“凡藤

蔓之属,象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 [9] 之说,如鸡血藤

能活血补血、舒筋活络,络石藤可补肾通络;伸筋草补

气活血、通络止痛。 方中细辛入手足少阴经,白芷入

手足阳明二经,两药均辛温,为治头痛要药;独活辛

温,尤善治下部痹痛;加川乌、草乌,两药性热,祛风除

湿、温经止痛力强,如《普济本事方释义》言:“川乌气

味苦辛大热,入足太阳、少阴,能行走经络,风寒湿三

气之邪,流入经脉隧道,至气血壅滞,麻痹不仁,四肢

不遂……非辛热善行走之药不能直入病所,独用一味

者,欲其力量之大而专也。”二诊加白芍,白芍为止痛

要药,养血荣筋、缓急止痛,合桂枝调和营卫。 三诊患

者腰痛明显,予桑寄生、川续断、络石藤补肾通络,引
诸药入腰府。 又因患者久病,加之疼痛困扰,心情难

免抑郁烦闷,夜寐难安,影响身体气机运行,故二、四
诊酌情加用调神之品,如麦芽、茯苓、茯神等。 后守法

缓缓图之至诸症渐除。
纵观病案,以玉屏风合黄芪桂枝五物汤为主加

减,是“从”治之法;初诊时疼痛症状明显,加重温经

散寒通络之品兼顾祛邪,是为“合”治;治疗中始终治

则不变,缓缓图之,身痛渐愈,是为“守”法;治疗过程

中因症状改变,扶正和驱邪的比例也随之改变,随着

身痛症状的改善,补益药逐渐增加,温经散寒药味药

量逐渐减少,是为“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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