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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感悟

少腹逐瘀汤
□黄 骞

少腹逐瘀汤由清代医学
家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首
次提出，被誉为“调经种子第
一方”。王清任以其活血化瘀
的理论和临床实践著称，通过
对临床病例的观察和总结，创
立了少腹逐瘀汤。少腹逐瘀
汤具有活血化瘀、温经散寒、
理气止痛的功效，是治疗寒凝
血瘀型痛经的经典方剂。时
至今日，少腹逐瘀汤的疗效不
断被印证，并有了新的进展，
在临床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学研究发现，少

腹逐瘀汤具有活血化瘀、镇痛
抗炎作用。少腹逐瘀汤对寒凝
血瘀证大鼠胸主动脉血管内皮
损伤有保护作用；可以有效抑
制异位宫腔组织中相关炎症
因子的含量，以及疼痛介质的
含量，从而减轻子宫内膜异位
症患者炎症疼痛；加味少腹逐
瘀汤通过拮抗信号通路异常
激活，抑制子宫内膜异位症血
管生成，从而阻止子宫内膜异
位症的发生、发展。这些作用

机制使其在治疗寒凝血瘀型疾
病时效果显著，亦为未来相关
疾病的治疗提供新思路。

妇科疾病
少腹逐瘀汤在现代妇科

领域应用广泛，尤其在治疗寒
凝 血 瘀 型 痛 经 方 面 效 果 显
著。此外，少腹逐瘀汤还广泛
用于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以
及通过直肠灌注治疗子宫腺
肌病等，取得令人满意的疗
效。少腹逐瘀汤治疗先兆流
产疗效良好。同时，对于不孕
症、包块也有一定的临床疗
效，能降低高切全血黏度、低
切全血黏度等，改善微循环状
态 ；并 且 能 降 低 患 者 血 清
Ca125（糖类抗原 125）水平。

在产后恢复中，少腹逐瘀颗粒
可以减少产妇阴道出血时间
和出血量，降低宫缩乏力、胎
膜残留、产褥期感染的发生
率，临床应用价值高。

联合治疗
少腹逐瘀汤还可与其他

治疗方法联合使用，如艾灸、
熨烫、针灸、西药等，进一步提
高治疗效果。例如，少腹逐瘀
汤联合艾灸和熨烫治疗原发
性痛经，效果显著优于单纯使
用西药；国医大师郭诚杰充分
剖析少腹逐瘀汤的方义精髓，
结合针刺疗法，充分运用于寒
凝血瘀型痛经的临床治疗中，
疗效极佳；少腹逐瘀胶囊联合
逍遥丸治疗青春期多囊卵巢

综合征，疗效明显；少腹逐瘀
汤加减联合地诺孕酮治疗卵
巢子宫内膜异位症腹腔镜术
后疼痛，具有良好的临床疗
效，能够明显减轻患者痛经、
性交痛、慢性盆腔痛等临床症
状，调节激素水平并提高卵巢
储备功能，适宜临床应用。

其他疾病
除了妇科疾病，少腹逐瘀

汤在男性疾病（如勃起功能障
碍）和其他寒凝血瘀型疾病的
治疗中也有应用。例如，少腹
逐瘀汤联合小剂量他达那非
治疗腹膜透析患者的勃起功
能障碍，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
果；少腹逐瘀汤以其暖精宫、
散凝结之功治疗男性精液不

液化，效果满意；用于因气血
运行不畅经脉阻塞，结滞不散
的血栓外痔，疗效颇佳。

现代研究进展
现代研究人员利用代谢

组学等技术手段，揭示了少腹
逐瘀汤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
制。例如，研究人员发现，其
主要成分（如阿魏酸、芍药苷
等）具有良好的经皮吸收效
果，为开发新剂型提供了科学
依据。

综上所述，少腹逐瘀汤作
为经典方剂，在现代医学中不
仅得到广泛应用，还通过现代
科技手段进一步验证和拓展
了其临床应用范围。中医药
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承载着古
人的智慧与自然的奥秘，在现
代医学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医
药并未被时代浪潮所淹没，反
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为
患者提供更多元化的治疗选
择，为全球健康事业贡献着中
国力量。

（作者供职于郑州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

传统中药方剂的现代应用解析之九

不孕症是妇科难治病之一。
肝郁血虚

肝郁血虚，多年不孕，经期先
后不定，经前或经期时乳房、小腹
胀痛，月经量或多或少，行而不
畅，精神抑郁或烦躁易怒，胸胁胀
满或胀痛，善太息而色青黄，或面
色无华，夜寐多梦，食欲减退，舌
红、苔薄，脉弦细或弦细数。经前
宜疏肝解郁、养血调经，方用逍遥
散（加减），药选柴胡、枳壳、赤芍、
甘草、当归、香附、白术、云苓、川
芎、青皮；经后宜疏肝、理脾、养
血，上方减疏肝之品，酌加黄精、
阿胶、生地等养血之品；血热者，
去掉白术、云苓、川芎，选加丹皮、
栀子、地骨皮等；乳胀痛者，加川
楝子、王不留；夜寐多梦者，加炒
枣仁、夜交藤。

肝郁血瘀
肝郁血瘀，婚久不孕，月经量

少有瘀块，经前或小腹刺痛，或痛
经进行性加重，闭经、伴见胸胁，
小腿痛或刺痛，面色青紫，舌色紫
黯或有瘀点、瘀斑，脉弦。治宜经
前疏肝理气、活血调经，方用血府
逐瘀汤（加减），药选赤芍、甘草、
桃仁、红花、当归、香附、川芎、黑
大黄、焦山楂等；经期，酌加三棱、
文术、山甲珠、乳香、没药、五灵
脂、蒲黄等活血化瘀之品；经后，
调经养血，方用四物汤合四逆散
（加减），药选柴胡、枳壳、白芍、甘
草、当归、生地、川芎、玄胡、香附
等。

讨论与体会
肝藏血，主疏泄，喜条达，恶抑

郁，司理周身血液的调节及情绪
活动，只有肝疏泄作用与藏血功
能相互协调，才能使气血调和，血
脉流畅，经行如常。《女科正宗》
云：“男精壮而女经调，有子之道
也。”《校注妇人良方》曰：“气血
者，人之神也，然妇人以血为基
本，当能谨于调护则血气宜行，其
神自清，月小如潮，血凝成孕。”可
见妇人以血为用、以血为因，种子
之道贵在养血必先调经，经调自
易成孕，而调经与肝最为重要。
金代医学家刘完素在《素问病机
气宜保命集》中指出：“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
属少阴，五天癸即行，皆从厥阴论文，无已绝乃属太
阴经也。”情志不遂，气机不舒，气郁则血滞，气血不
和，胞脉阻滞，精卵不能相合自难成孕。《黄帝内经》
中指出“百病生于气”。而女子性隐曲，不能隐曲之
事颇多，郁怒伤肝致肝失条达之症常见。在临证
中，医者要针对肝郁诸症的情况，辨而治之，使气血
调和，月经按时而下，胞脉通畅自能成孕。

虚证不孕多责之于肾，而肝肾同源，精血互生
肝血足，势必耗损肾精，血旺自可化精，血旺才能摄
精成孕，肝木易克脾土，且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
故在临证用药中，医者要注意选用山药、白术、云
苓、陈皮、麦芽、山楂等调理脾胃之品。不孕症患者
求子心切，心理压力较大，在虚证治疗中，要选用香
附、柴胡、川芎、川楝子等疏肝解郁之品。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唐河县城关镇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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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每年虽然有大量的
中医药辨证治疗类风湿关节
炎的报道，但是其证型分类
存在较大的差异。较有代表
性的，如汪明忠等人将其证
型分为风热型、湿热型、血瘀
型、虚寒型；王德辉等人将其
证型分为脾胃虚弱、气血不
足、脉络瘀阻型，肝肾阴虚、
脉络瘀阻型，肝肾阳虚、脉络
瘀阻型；刘孟渊等人将其证
型分为风湿热型、风湿寒型、
痰 瘀 阻 络 型 ；羿 婷 等 人 认
为，寒湿阻络、湿热阻络、寒
热错杂、肝肾亏损兼痰瘀互
结是类风湿关节炎的四大常
见证候类型。

上述辨证分型，娄多峰
在临证中亦有应用，但是他
认为临床较常见的仍是虚热
型。笔者随机抽取其诊治的
类风湿关节炎病案 120 份进
行统计，结果显示虚热型占
55%，其他证型共占 45%，可
见虚热型在类风湿关节炎中
的重要性。

虚热型类风湿关节炎患
者多有关节疼痛、肿胀、僵硬、
活动不利，以及关节局部发
热，或伴咽干咽痛、口鼻干燥、
口苦等症状。部分患者可见

低热、自觉身热、五心烦热、头
面烘热，还包括乏力、气短、自
汗、面色少华、唇淡、消瘦、肌
弱、手足汗出、纳呆、头晕、耳
鸣、盗汗、不寐、肢体痿软或关
节畸形，舌质红或舌尖红，苔
少或无苔，或见薄黄苔；脉细
数。

基本方药以忍冬藤、伸筋
草、黄芪、丹参、三七、制马钱
子等为主。气虚甚者，加人
参；血虚甚者，加当归；脾胃虚
甚者，加党参、茯苓、白术；肝
肾阴虚甚者，重用生地，并加
枸杞子、白芍；热象显著者，加
大剂量生地、忍冬藤，或酌加
白花蛇舌草、败酱草、地龙；关
节肿痛甚者，加全蝎、蜈蚣。
每日 1 剂，连服 1 个月~2 个
月。症状缓解后，调整方药并
制成水丸，每次8克~10克，每
日2次，连服6个月。

早在 1983 年，娄多峰就
提 出 了 痹 病 的 病 因 病 机 为

“虚、邪、瘀”的观点。“虚”即
正气虚，包括气血津液等物质
不足及人体调节功能低下，涉
及的脏腑主要是肝、脾、肾三
脏虚弱。“邪”即外邪，具体指

“风、寒、湿、热”之邪。“瘀”即
瘀血、痰浊。临床所见痹证，

正虚、外邪、瘀血三者紧密联
系，相互影响，不可分割。就
病因而言，“邪”是致痹的外
因，“虚、瘀”是致痹的内因，
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致病。就
病机而言，“邪、瘀”日久可致

“虚”，“虚”甚则“邪、瘀”难
却，“邪、瘀”互阻。故临床需
要整体对待，不可“执一概
余”。痹病患者可能有以下不
同的情况：或表现为正虚为
主，而“邪、瘀”较轻；或以正
虚、邪实为主，而瘀血较轻；或
表现为邪实为主，正虚、瘀血
较轻；或以邪实、瘀血为主，而
正虚较轻；或表现为瘀血为
主，而正虚、邪实较轻；或以瘀
血、正虚为主，而邪实较轻；或
表现为正虚、邪实、瘀血都较
明显。“为主”者，是主要矛
盾，而非全部；“较轻”者，为
次要矛盾，而非不存在。“虚、
邪、瘀”三个方面，某患者若以
两个“为主”者，这个“为主”，
两者也有分量不同；若是两个

“较轻”者，也有分量不同。在
临证时，医者只有分清孰重孰
轻，才能把握治疗大法。

医者还要对“虚、邪、瘀”
进一步分析，如正虚为主者，
要进一步分清是以气血虚为

主，或以肝肾虚为主，或以脾
胃虚为主等；以邪实为主者，
要分清“风、湿、寒、热”，其偏
盛或以某二者、三者合邪均较
明显等；以瘀血为主者，要分
清是瘀为主或痰为主或痰瘀
互结。只有这样才能从全局
把握方向，从细处选药处方，
保证疗效。

虚热型类风湿关节炎，以
“热、虚”为主，瘀血较轻。这
里的“热”指热邪，“虚”指以
气血（阴）虚为主、兼顾脾胃肝
肾虚。娄多峰认为，虚热型类
风湿关节炎之所以顽固难愈，
是因为本病热邪较明显，又因

“虚”而使机体无力鼓邪外出，
则热难却。治疗此证，应在大
量应用清热之品直折热势的
同时扶正。当热邪约衰其半
之时，机体可因正气恢复、抗
病能力增强而鼓余邪外出，热
邪自消。此时由于机体“正气
存内”不易再复感外邪，防止
病情复发，疗效巩固。

关于扶正，娄多峰早就
提出“滋补肝肾、益气健脾、
育阴养血”是治疗类风湿关
节炎正虚的基本法则。虚热
型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尽管是
以气血虚为主，但是决不能只

补气血，要以补气血为主，精
补肝肾、脾胃。试想，对这一
慢性难治之证，若只以补气血
为主，则肝、肾、脾三脏之虚
纠正较难，病程势必长久，为
外邪侵袭提供机会。凡是痹
病，经脉气血闭阻一定存在，
更何况久病必瘀。因此，类风
湿关节炎患者必有瘀血存在，
只是在虚热型中瘀血不是主
要矛盾，但是在治疗中切不可
忽视活血化瘀。

另外，在遣方用药时，娄
多峰特别强调“扶正勿碍祛
邪，祛邪勿伤正气”。比如，
基本方中清热之品并不选择
大苦大寒者（因为此品尽管清
热效著，但是伤正气），而是
选择既清热通络又不伤正气
的忍冬藤。再如，基本方中的
黄芪，既益气又通络；丹参，
既活血又养血；生地，既养阴
又清热；制马钱子，既通络止
痛又散血热而不伤正。不难
看出，虚热型类风湿关节炎的
辨证论治，是娄多峰“虚、邪、
瘀”理论在类风湿关节炎治疗
中的具体应用。

（作者为河南娄氏风湿病
学术流派代表性传承人，供职
于河南风湿病医院）

虚热型类风湿关节炎的探析
□娄玉钤

本版图片由徐琳琳制作

全国首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娄多峰对疑难风湿病特别是类风湿关节炎研究尤
深。他总结数十年的临床经验，将风湿病的病因归纳为“虚、邪、瘀”。类风湿关节炎的中医证型，医学界认
识不一，目前尚难统一。

笔者长期跟随娄多峰学习。娄多峰擅长辨证论治类风湿关节炎（特别是虚热型类风湿关节炎），疗效显
著，副作用小。

易变质中药材的保存要点易变质中药材的保存要点
□许盼杰

中药材是中医临床治疗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许多中药材因其天然的
成分、结构或环境因素，容易
在储存过程中发生霉变、虫
蛀、腐败等问题，导致药材质
量下降，影响疗效，甚至在某
些情况下产生有害物质。

在诸多中药材中，有些药
材更容易因储存不当而变质，
这通常与其高水分含量、油脂
含量以及化学成分的敏感性
密切相关。例如，含水量高的
中 药 材（如 枸 杞 子 、罗 汉 果
等），其湿润的性质使得药材
极易受潮、发霉，尤其在潮湿
的季节或环境中，更容易滋生
霉菌，严重影响药材质量。含
有丰富油脂的中药材（如核
桃、杏仁等），在储存过程中易
发生氧化，产生酸败的异味，
破坏药效。除此之外，动物类

中药材，（如海马、蝉蜕等)，由
于其富含蛋白质和脂肪，在高
温、潮湿的环境中易被昆虫侵
害、腐败，产生不良气味和毒
性。而植物根茎类中药材（如
人参、黄芪等），虽然经过了干
燥处理，但是其内部组织结构
复杂，容易在不适宜的储存环
境中发生霉变。

中药材变质，主要受储存环
境的温度、湿度、光线和空气等
因素影响。湿度过高是中药材
发霉、变质的主要原因之一，尤
其是在高温、多雨的南方地区，
空气潮湿的环境为霉菌繁殖提
供了有利条件。其次，温度的变
化对中药材的质量也有重要影
响，高温会加速油脂类药材的氧
化过程，产生酸败气味，同时也
会促进昆虫的孵化和繁殖，使药
材更易虫蛀。光线对药材的保
存有较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含

挥发油的中药材（如薄荷、茴香
等），光照会加速挥发油的分解，
使药效减弱。空气中的氧气也
会导致一些药材氧化，例如含油
脂的中药材在与空气接触后会
逐渐氧化变质，导致酸败，丧失
药用价值。

为有效防止中药材变质，
我们需要根据中药材的不同特
性，采取科学的保存方法。对
于容易吸湿的中药材（如鹿茸、
人参、党参等），适合放置在密
封容器中，并加入干燥剂，以控
制容器内部的湿度，保持中药
材干燥。对于一些水分含量较
高或较易吸湿的中药材（如枸
杞子、红枣等），可以在干燥天
气下定期晾晒，清除多余的水
分，保持药材干燥和清洁。在
湿气较重的季节或环境中，将
药材放置在密封袋或密闭的容
器中以防潮湿的空气侵入也是

一种有效方法。控制温度是防
止中药材变质的另一重要措
施，对于易受温度影响的油脂
类中药材（如核桃、杏仁等），可
以将其存放在冰箱的冷藏室
内，以低温减缓油脂的氧化过
程，延长其保质期。不过，需要
注意的是，冰箱储存温度不宜
过低，避免药材结冰而影响其
药用成分。对于一些植物根茎
类的中药材（如人参、黄芪等），
阴凉、通风的环境更为适合，这
种条件既能防止虫蛀，也能避
免温度过高带来的不利影响。

光线的控制对储存某些
中药材十分重要，特别是对含
有挥发油的中药材而言（如薄
荷、丁香等），这些中药材在阳
光照射下成分容易挥发，因此
需要避免阳光直射。最好的
方式是将这类药材放置在深
色的玻璃瓶中，或阴凉的避光

处，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挥发
油的流失。此外，合理防虫处
理也必不可少。对于容易生
虫的中药材（如莲子等），可以
在存储容器内放置一些天然
的驱虫物质（如花椒、小茴香
等），利用其香味驱虫，避免虫
蛀。同时，定期检查中药材的
状态尤为重要 ，特别是在高
温、潮湿的季节，及时发现并
处理可能的虫蛀现象，能够有
效保护药材的质量。如果发
现虫蛀情况，可将药材晾晒，
清除虫卵 ，或者采取冷冻处
理，以彻底杀灭虫卵后再行储
存。对于一些性质特殊的中
药材，还需采取更为专业的保
存方法。鲜品药材（如蒲公
英、仙鹤草等），在采集后要尽
快使用，如需储存可以采用冷
藏法，将其清洗晾干后放入冰
箱冷藏，以保持新鲜。矿物类

药材稳定性相对较好（如朱
砂、雄黄等），但是受潮后可能
会出现风化或氧化现象。这
类中药材在储存时应密封并
防潮，以确保其稳定性，避免
接触酸性物质。动物类药材
（如海马、蝉蜕等），因富含蛋
白质和脂肪 ，容易腐败或虫
蛀，需要置于阴凉干燥环境中
密封存放，必要时可采取冷冻
处理以防虫害。

在日常的保存过程中，还需
注意避免中药材与其他物品混
放，尤其是有异味的物品，以免
中药材吸附异味，影响其药用
价值。许多中药材具有吸附性
和吸湿性，若与有异味的物品
一起存放，可能会导致其气味
或药效发生变化。为了确保中
药材的品质，即便采取了科学
的保存方法，也需要定期检查药
材状态，以及时发现是否有霉

变、虫蛀或其他变质情况。此
外，合理规划中药材的储存周期
和更新频率，对于确保其药效
和安全性同样非常重要。

通过合理的保存措施，能
够有效延长中药材的保质期，
保持其稳定的药用价值。在储
存过程中，根据不同中药材的
特性采取适当方法，如控制湿
度、温度、光线和空气接触，以
应对环境因素的影响，能够有
效避免中药材的霉变、虫蛀和
氧化问题。科学的保存方法，
不仅保障了中药材的安全性，
还进一步提升了临床应用效
果。掌握这些方法，能够让中
药材更好地服务于患者的健康
需求，使中医药这一传统瑰宝
在疾病治疗中得到更安全、合
理使用。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区总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