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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目的 通过收集近 余年有关中医治疗产后恶露不绝的文献�对其中的中医证治规律
及用药进行统计分析�探讨其中医证治及用药规律�为优化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治疗
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 年 月至 年 月医学期刊发表的有关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临床

研究文献。对符合研究标准的文献进行中医辨证、治法、用药进行归纳�并用
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

将收集到的文献进行归类。
将文献中的病例数、中医辨证、治法、基本方的组成药物列成表格。
计算出各中医证型、治法在总病例中所占的百分比�做成图表。
统计出所采用的文献中不同中医治法中每味中药的使用频率�并将使用频率按

高低排列�对前 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列成表格�并对这 味中药的中医治疗机理

和现代药理进行分析。
结果 产后恶露不绝的常见中医证型为 血疲型、气虚血癖、疲热互结证�所占比例
分别为 、 、 。常用治法为 活血化疲 补气活血�化疲止血 活

血化癖�清热解毒。分别占 、 、 、 。各证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
味药物主要有 ①血疲型 当归、益母草、川芍、桃仁、蒲黄、炮姜、红花、黄茂、
五灵脂、赤芍、马齿觅、败酱草 ②气虚血癖型 当归、黄茂、益母草、川芍、党参、
桃仁、炮姜、蒲黄、赤芍、艾叶、仙鹤草、白芍 ③疲热互结型 当归、蒲公英、川
芍、马齿觅、贯众、益母草、蒲黄、败酱草、桃仁、积壳、冬葵子、赤芍。
结论

产后恶露不绝的主要中医证型为 ①血痪型 ②气虚血疲型 ③疲热互结型。
产后恶露不绝的主要中医治法为 ①活血化癖 ②补气活血�化疲止血 ③活

血化癖�清热解毒。
主要证型的常用中药为 ①血癖型 当归、益母草、川芍、桃仁、蒲黄、炮姜、

红花、黄茂、五灵脂、赤芍、马齿觅、败酱草 ②气虚血癖型 当归、黄茂、益母草、
川芍、党参、桃仁、炮姜、蒲黄、赤芍、艾叶、仙鹤草、白芍 ③癖热互结型 当归、
蒲公英、川芍、马齿觅、贯众、益母草、蒲黄、败酱草、桃仁、积壳、冬葵子、赤芍。

关键词 产后恶露不绝 证治方药 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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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证治文献研究

日 省
百刁

产后恶露持续 天以上�仍淋漓不尽者�称 “产后恶露不绝” 。又称 “恶
露不尽” 、 “恶露不止” 。西医学子宫复旧不良、晚期产后出血与本病可互参。
祖国医学认为�本病的发生有情志所伤�起居不慎或六淫为害等不同病因�并与
患者素体及妊娠、分娩、产后的特殊生理环境有关。其病机历代医家多有论述。
《金匿要略 ·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曰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此
恶露不尽” 首开本病之辨证 《诸病源候论》之 “产后崩中恶露不尽候” 提出本
病多由 “虚损” 或 “内有疲血” 而来 《胎产心法》之 “产后恶露不止……由于
产时伤其经血�虚损不足�不能收摄�或恶血不尽�则好血难安�相并而下�日
久不止。” 较为全面的阐述了本病的病因病机。当代医家多以恶露之量、色、质、
臭气辨别寒、热、虚、实�将本病分为气虚、血热、血痪等不同证型。

通过文献研究�探讨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辨证、治法和用药规律。对中医治
疗产后恶露不绝的高频药物进行分析研究和整理�从中组合出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的各种中医证型的基本方药�并对其中医治疗机理和现代药理进行分析�冀能更
好地指导临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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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证治文献研究

上篇 文献研究

产后随子宫内膜脱落�含有血性及坏死蜕膜等组织经阴道排出�称为恶露。
根据其颜色及内容物分为血性恶露、浆液性恶露、白色恶露。产后恶露持续
天以上�仍淋漓不尽者�称 “产后恶露不绝 ” 。又称 “恶露不尽 ” 、“恶露不止 ” 。
西医学子宫复旧不良、晚期产后出血与本病可互参。本病为妇产科临床之常见病、
多发病。近些年�随着剖腹产比例的增多�本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目前�对
该病的发病机理和治疗方法等已有较多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进展�本课题
收集了近 余年有关产后恶露不绝的文献�对其中医证治及用药规律进行统计分
析�拟找出其中医证治及用药规律�从而为优化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治疗提供依
据。
中医研究概况

中医病因病机

祖国医学认为�木病的发生有情志所伤�起居不慎或六淫为害等不同病因�
并与患者素体及妊娠、分娩、产后的特殊生理环境有关。其病机历代医家多有论
述。《金僵要略 ·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曰 “产后七八日�无太阳证�少腹坚痛�
此恶露不尽 ” 首开本病之辨证 《诸病源候论》之 “产后崩中恶露不尽候 ” 提出
本病多由 “虚损” 或 “内有疲血” 而来 《胎产心法》之 “产后恶露不止……由
于产时伤其经血�虚损不足�不能收摄�或恶血不尽�则好血难安�相并而下�
日久不止。” 较为全面的阐述了本病的病因病机。当代医家多以恶露之量、色、
质、臭气辨别寒、热、虚、实�将本病分为气虚、血热、血疲等不同证型。

李京枝教授认为〔〕本病的主要病机是由肝肾虚衰�冲任失固�气血运行失常
所致。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冲为血海�任主胞胎�若气血调和�冲任功
能正常则子宫复旧良好�恶露排出按时而止。若因多产孕育�虚损不足�冲任亏
损 或因血热、邪毒血癖等原因损伤冲任�则可导致子宫修复不良�恶露量多或
淋漓不止。素体气血虚弱�或多产孕育�高龄初产�’肾气不足�复因分娩时耗气
伤血�劳伤肾气脾肾更虚。脾肾气虚均可导致血失统摄冲任不固�产时失血伤津�
营阴愈亏�虚热内生 或情志不畅�肝郁化热�以致热扰冲任胞宫复旧不良 产

后胞脉空虚�寒邪客于冲任�寒凝血癖 或气虚运血无力�败血滞留成癖 或七

情郁结�气滞而血疲 或胞衣残留�癖滞冲任 或宿有疲阻�以致癖血不去�新
血不得归经而影响胞宫之复旧。

中医学认为�本病病理主要是气血运行失常�血癖气滞。吴氏〔认为本病实
为本虚标实之证。本虚即为脾肾虚�标实即为血癖。妇人妊养胞胎�需消耗阴血
分娩时用力、出汗、产伤失血及产后哺乳又加重气血之损耗 气血亏虚�冲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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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此即为妇人产后的特殊生理状态�也是产后病多虚之病因�故世人皆日 “产
后百节空虚” 。若产妇肾气足则精可化气生血�脾健运则气血生化不竭�气血渐
旺�血海渐充�任脉通盛而胞宫自荣�缩宫摄血而恶露可绝。若妇人平素脾胃虚
弱或元气素虚�复伤于妊娠、分娩�气损血耗则脾肾之虚更甚。脾失健运则气血
生化僵乏�统摄无权 肾虚则精亏血少无以化生气血濡养冲任�命门火衰�不能
温煦胞宫 产妇耗伤之气血不能得到及时补养�冲任不固而致恶露不止。故本病
病位虽在冲任、胞宫�变化在气血�但本在于脾肾亏虚。标实即为血疲。本病的
临床特点为产后恶露不断�其过期不止�淋漓而出就说明离经之血内疲胞宫。离
经之血即为疲血�是血疲的病理产物�在癖血形成之后�又可疲阻胞脉而转化为
致病因素。

王氏〔�也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症诊治经验�提出了本病为本
虚标实的辨证思想。本虚即为脾肾虚�标实即为血癖。王教授认为�妇人妊养
胞胎�需消耗阴血 分娩时用力、出汗、产伤失血及产后哺乳又加重气血之损耗
气血亏虚�冲任不固�此既为妇人产后的特殊生理状态�也是产后病多虚之病因�
故世人皆曰 “产后百节空虚” 。若产妇肾气足则精可化气生血�脾健运则气血生
化不竭�气血渐旺�血海渐充�任脉通盛而胞宫自荣�缩宫摄血而恶露可绝。若
妇人平素脾胃虚弱或元气素虚�复伤于妊娠、分娩�气损血耗则脾肾之虚更甚。
脾失健运则气血生化匾乏�统摄无权 ’肾虚则精亏血少无以化生气血濡养冲任�
命门火衰�不能温煦胞宫 产妇耗伤之气血不能得到及时补养�冲任不固而致恶
露不止。故本病病位虽在冲任、胞宫�变化在气血�但本在于脾肾亏虚。标实即
为血癖。本病的临床特点为产后恶露不断�其过期不止�淋漓而出就说明离经之
血内疲胞宫。离经之血即为疲血�是血癖的病理产物�在痪血形成之后�又可疲
阻胞脉而转化为致病因素。本病无论气虚、血热或六淫为害�金刃产伤�证虽各
异而机理均属气血虚衰�统摄无权�血癖胞脉�冲任不固而恶露不断。此即本病
之癖乃因虚所致也。
中医治疗

各家经验

李京枝教授认为〔�」本病的治疗着重补虚和祛疲。补虚以益气固肾为主�因产
后营血虚耗�元气大伤�导致恶露淋漓不止�补气可以摄血�且气能化血�此
“阳生阴长” 之意也 又冲任隶属于肝肾�产后冲任受损�肾气难免虚耗�肾虚
不固�是以恶露久延�补肾可以调养冲任�冲任得固�则恶露自止。本病有轻有
重�轻者预后良好�但亦要及时处理�若治疗不及时�迁延日久�可因失血过多
而伤及阴分�以致血虚阴竭。倘再感染时邪�足以变生他证�应加注意。若来势
凶猛�暴下如崩者�则属产后血崩之类�足以危及生命�应及时抢救。对于淋漓
不断�久治不愈着�在排除其他因素后�应警惕绒毛膜上皮癌的病变�必须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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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检查�如 的测定�诊断性的刮宫病理检查等�以明确诊断。
悔

李教授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之证。虚者以气虚为主�由于产时耗
气伤血�宫缩乏力气不摄血�故绵绵不绝 实者以血疲为要�或兼感邪热�疲血
不去�新血不得归经。选用党参、黄茂、桃仁、益母草、五灵脂、当归、川芍、
三七、炒蒲黄等组成基本方随证加减。将木病辩证分为 型 ·①气虚型 症见产

后恶露过期不止�淋漓不断�色淡红�量多�质稀薄�无臭味�神倦懒言�四肢
无力�小腹空坠�面色晃白�舌淡红苔薄�脉缓弱。治则 益气健脾�摄血固冲。
方药 主方合补中益气汤加减。黄茂、党参、当归、白术、荆芥炭、升麻、柴胡、
陈皮、艾叶炭、益母草、甘草等。兼肝肾亏损、症见恶露日久不止�腰酸膝软、
头晕耳鸣者�加补肝肾、固冲任之品�如冤丝子、金樱子、川断、巴戟天等 恶

露夹血块�块下痛减者�加活血祛癖止血之品�如贯众炭�泽兰、炒蒲黄 若头

晕目眩�心悸怔忡者�加白芍、阿胶 洋化 以补血。②血热型 症见恶露量多

过期不止�淋漓不断�色红�质粘稠�气臭秽�面色潮红�口燥咽干�舌质红少
苔�脉虚细而数。治则 养阴、清热、止血。方药 主方合保阴煎加减。生地、黄
柏、川断、旱莲草、藕节、黄答、白芍、山药、阿胶、乌贼骨等。如感受热毒之
邪�热与癖血相搏�互结胞中�症见恶露量多�色紫暗�或浑浊如败酱�臭秽�
多伴有下腹刺痛。妇科检查子宫底较同期正常产褥期高�质软、压痛。加金银花、
连翘、败酱草、蒲公英、五灵脂、炒蒲黄等�以清热解毒、凉血止血。若肝郁化
热恶露不绝�见恶露量或多或少�色深红�两肋胀痛�心烦易怒�舌边尖红�苔
薄�脉弦细数。酌加柴胡、郁金、丹皮、茜草根等�以疏肝解郁�清热止血 口

舌干燥者�加麦冬、石解、玉竹以滋阴。③血癖型 恶露量多过期不止�淋漓量
时多时少�或夹有或大或小血块�色紫暗�小腹疼痛�甚或连及胸肋亦胀痛不舒�
大便秘结�舌色暗滞、边有癖斑癖点�脉沉弦或沉而有力。治以活血化癖�以促
进癖血或残留胎盘的排出�痪去则血止归经。方药 主方合生化汤加减。当归、
蒲黄、五灵脂、川芍、炮姜、桃仁、益母草、积壳、三七粉等。若小腹冷痛者�
加吴茱英、炒艾叶以温经止血 属于肝郁气滞而血癖�精神抑郁�胸肋胀痛者�
加柴胡、郁金、香附等�以疏肝解郁 兼气虚伴见小腹空坠者�加党参、黄茂等�
以补气摄血 恶露臭秽�身热口渴者�加金银花、败酱草、白花蛇舌草等。如大
量出血或长期反复不止�疑有胎盘、胎膜残留时�应作刮宫术�刮出物送病理检
查�以明确诊断�及时处理。

吴氏〔�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治疗应遵循虚者补之、癖者攻之的原则。
笔者汲取金元四大家之攻下派张子和治月经病与产后病 “贵流不贵滞 ” 的理论�
先用行气活血、祛疲生新、清热解毒 “治病必求其本 ” �再根据本病脾肾亏虚、
气血不足、冲任不固之特点�予补脾肾�益气血�调冲任之法。先予自制 “祛癖
缩宫止血汤” 口服 剂�后予自制 “调冲固本汤 ” 口服 剂�随证加减。 “祛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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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宫止血汤”药物组成 益母草 、积壳 鲍、三七粉 、蒲黄炭 、茜草炭 、
贯众炭 鲍、荆芥炭 、莲房炭 鲍、椿根皮 摊、马鞭草 、泽兰 、陈棕炭
、血余炭 加减。恶露臭秽、紫黯有块�加红藤巧 、败酱草 。肝郁气

滞者加柴胡 、广木香 。“调冲固本汤” 药物组成 川断 鲍、熟地黄 、构
祀子 、杜仲 、西党参巧 、黄茂 、白术 、当归 、白芍 、香附
、龙骨 摊、牡蝠 、炙甘草 。
王氏〔〕认为本病为本虚标实之证�治疗应遵循虚者补之、疲者攻之的原则。

吾师在总结多年经验基础上�结合妇人产后的生理、病理特点�另辟蹊径�提出
了活血祛疲、缩宫止血、固本求源的阶梯治疗大法�以祛除胞宫癖滞�缩宫止血
使旧血得祛、新血得安 补脾肾、益气血�促进胞宫复旧藏泄有度而治愈本病。
①活血祛疲 用自拟 “消疲汤” 加减�常用药物 当归、桃仁、红花、川芍、积
壳。②缩宫止血 自拟 “缩宫止露汤” 加减。常用药物 益母草、三七粉、蒲黄
炭、茜草炭、贯众炭、积壳。③益气养血�固本求源 自拟 “固本汤” 加减应用�
常用药物 川断、熟地黄、构祀子、杜仲、黄茂、白术、当归、白芍、香附、炙
甘草。④还应在辨证明确的基础上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变化�不应拘泥
于祛疲、缩宫、固本的治疗顺序。若本虚甚者�应在祛邪的同时辅以补肾健脾、
益气养血之品。临证时须细心观察�针对病情随证加减。若气虚者�加人参、白
术 血虚�加当归、阿胶 血热者�加牡丹皮、桅子、黄柏 肝郁者�加柴胡、
香附、郁金 血疲明显者�加水蛙、三棱 出血量多者�加升麻、人参、阿胶
寒凝重者�加艾叶、肉桂 阴虚盗汗者�加山茱英、麦冬、五味子 形体肥胖或

兼有痰湿者�加法半夏、白芥子 湿热内蕴�恶露臭秽者�加金银花、败酱草、
龙葵、紫花地丁 纳差者�加陈皮、鸡内金 小腹坠胀者�加柴胡、升麻 夜寐

不安者�加酸枣仁、远志 小便频数者�加益智仁、金樱子 大便干燥者�加肉
从蓉、火麻仁。总之�补虚不能滞邪留内�祛癖不能伤正�疏风解表不宜过汗�
清热解毒不能过用苦寒�温经散寒不能过于温燥。开郁勿过于耗散。消导必兼扶
脾。此乃遵古人 “勿拘于产后�亦勿忘于产后” 之意也。
辩证论治

杨氏〔们自拟养阴清疲汤。基本方组成 女贞子 鲍�旱莲草 鲍�茜草 �炒
白芍 �乌贼骨 �续断 �大生地 �山茱英 摊�蒲黄炭 摊�刘寄奴 摊。
加味法 小腹空坠、神倦懒言�加炙黄茂、太子参 恶露臭秽、紫黯有块�加红
藤、败酱草、益母草。结果 例中�治愈 例�好转 例�未愈 例�总有效率

。
郭氏〔〕用中药补气活血方治疗 黄茂 �白术 �党参 �荆芥炭 �

赤白芍各 �阿胶 �益母草 �生蒲黄 摊。结果有效率达 。
徐氏〔用补中益气汤合益母草加减 党参 �白术、获荃各 鲍�黄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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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麻 �柴胡 �甘草 �当归 �益母草 �小腹坠胀加桑寄生 �杜
仲 量多血虚加阿胶 鲍�仙鹤草 鲍�蒲公英 摊 夜眠不安加酸枣仁 馆�
淮小麦巧 乳汁少加羊乳 �大枣、白芍各 。结果显效 例�占 �有效
例�占 �总有效率 。
李氏〔用固肾止血汤 炒杜仲 �炒川断 �狗脊 摊�黄茂 鲍�山英肉

巧 �白芍巧 �炒黄答 �柴胡 �益母草 �乌贼骨 鲍�茜草 小腹

疼痛�出血有痪块者加醋元胡 �三七粉 冲服 小腹胀痛发凉者加艾叶 鲍。
结果本组经治疗后均获临床治愈。

杨氏工〕用胶艾汤治疗产后恶露不绝�胶艾汤方药组成 阿胶 炸化 �艾
叶 �当归 �川芍 �白芍 �熟地 �甘草 。随症加减 气虚加黄

茂、党参、白术 血癖加炒蒲黄、炒五灵脂、益母草 恶露臭秽加蒲公英、紫花
地丁 流血量多加三七粉�腰痛加杜仲、构祀子。结果 例中�痊愈 例�好转
例�无效 例�总有效率 。

渠氏〔〕予中药奇效四物汤治疗�方药组成 黄茂 摊、熟地 鲍、当归 、
川芍 、炒白芍 、阿胶 、炒艾叶 �‘、炒黄芬 、炮姜炭 、炙甘草
鲍、仙鹤草 摊。如腹痛较重可加炒蒲黄、炒灵脂 如流血量多可加三七粉。结
果总有效率 。

张氏〔‘。〕用以滋阴清热凉血法组成的滋阴清热凉血方治疗。药用 阿胶 �生
地 �牡丹皮 �赤芍 �益母草 �构祀子 �蒲公英 �鱼腥草 。
加减 气虚者加炙黄茂 �党参 鲍 血癖腹痛甚者�加蒲黄 �炒五灵脂 �
玄胡 。结果总有效率达 。

中成药治疗

产后逐疲胶囊〔“〕成都森科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口服� �每日 次� 天为 疗程。总有效率
益母草胶囊〔川 沈阳永大制药有限公司�批准文号 国药准字

口服� �每日 次。 天为 疗程。结果总有效率 。
宫太胶囊〔美得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每粒 �每次 粒。每日 次。连用

天。结果 例患者中。痊愈 例。有效 例�无效 例。
安宫止血颗粒〔 山东东阿阿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袋 次。 次 �

为一个疗程 结果有效率达 。
伊血安颗粒 钊 广西万寿堂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每次 �每天 次�口服。

疗程为 天。
益宫颗粒 陕西健民制药有限公司 �每次益宫颗粒 袋 �每日

次�口服�疗程为 天。总有效率达 。
实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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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母草为唇形科植物益母草的干燥地上部分�性味辛、苦�微寒�归心、肝、
膀胧经�具有活血化痪�调经�收缩子宫�利尿消肿之功效�辛开苦降�入心肝
经�被称为 “妇科经产要药’夕�因有益妇人而得名�尤为产后良药。其有效成分
主要有生物碱类 全草含生物碱�其中益母草碱�水苏碱和益母草陡、益母草宁。
黄酮类包括洋芹素、芫花素及其普、棚皮素、山奈素及其昔、芦丁。二砧类 半

日花烷型双二环二菇类化合物前西班牙夏罗草酮、西班牙夏罗草酮、前益母草乙
素。挥发油类�种子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无素〔闭。

临床及药理研究证明〔‘〕�益母草不同剂量其效用不同�小剂量促进子宫收缩�
祛癖通经�用于子宫出血及促使子宫恢复、减少恶露�以及月经不调、痛经、闭
经等。抗血小板聚集及抗血、栓形成�明显提高冠状动脉和心肌营养性血流量�减
少心肌细胞坏死量�降低血管阻力�改善微循环�减慢心率�减少心输出血�对
血管壁有直接扩张作用等。大剂量则通过利尿作用�用于治疗急、慢性肾炎水肿�
营养不良性等多种水肿�对肾脏具有保护作用�其所含生物碱具有较好抗炎作用
等。研究表明 �妊娠早期子宫内膜间质细胞内 扩浓度增加�促进其蜕膜化
等一系列效应� 扩通过与其受体一钙调素蛋白结合�促进细胞外 扩十内流�降
低宫腔内 扩浓度�有助于维持子宫静息状态�防止着床期子宫收缩�有利于胚
胎着床和发育。 益母草是否对细胞内、外 扩十及其受体钙调素具有调控作用

或通过该途径发挥调节子宫平滑肌张力作用 在临床上�益母草扩张血管�对子
宫痉挛引起的痛经�具有缓解作用�那么益母草对子宫平滑肌的作用及其机制、
以及与剂量之间关系如何�均未明确�这些问题的探明则有助于从另一角度理解
益母草对子宫复旧的药理效应。
药理研究表明〔‘生化汤对抗外源性雌激素�并对子宫具有双向性调节作用�

可使已烯雌酚所致子宫内膜增生程度减轻�细胞数量减少�复层排列渐趋消失�
肌层的单纯性肥大渐趋消失�糖原含量接近正常。对卵巢切除后已烯雌酚所致子
宫重量增加不仅没有对抗作用�而且还可以使子宫增重�并可使雌激素所致去势
小鼠子宫壁炎症反应趋于消失等。生化汤能够加强子宫收缩�抗血栓�抗炎�提
高泌乳量和受胎率等药理作用。中医妇科学认为产后病机主要以虚、癖为主�虚
者�气血虚�疲者�胞宫疲�以及产后心脏外周阻力增加产生的全身性 “癖 ” 性
表现等。而生化汤可能正是通过促进产后子宫残留蜕膜脱落�增加子宫局部胶原
降解�从而促进子宫复旧�并启动子宫内膜修复机制。其抗炎作用及改善微循环
作用等对产后心血管等系统恢复有益。临床运用生化汤及益母草�似具有植物雌
激素样作用�如对卵巢卵泡发育�子宫修复 调经 等过程有作用。但植物雌激
素一般均为异黄酮类�益母草生物碱为主要成分�黄酮类量较少�生化汤当归、
川芍含有阿魏酸、三菇类等成分�这些成分可能与其调节卵巢功能存在联系。但
益母草、生化汤均以 “活血化癖 ” 功能为主�并以此达到调经目的�其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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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节仍需进一步研究。目前有关益母草、生化汤的药理研究结果与其促进产后
子宫复旧 及子宫内膜止血修复过程 的临床应用尚未相称�活血化癖、祛癖生
新的内在机制尚未明确。益母草、生化汤所含各类成分与其功能之间对传统功能
之间关系如何�是否具有对应关系�探明这些问题�以及益母草、生化汤对子宫
蜕膜崩解、排出恶露�调节子宫张力及对内膜修复、止血过程的影响作用�有助
于探明中药 “化疲” 功用确切机制�并有助于解释传统中医 “癖血阻滞�血不归
经”、“疲血不去则新血不生’�、“祛疲则生新” 等理论的科学内涵。
西医研究概况

产后恶露持续 天以上�仍淋漓不尽者�称 “产后恶露不绝” 。西医学子宫
复旧不良、晚期产后出血与本病可互参。

病因研究

产褥期间变化最大的是子宫体�分娩后由于子宫体肌纤维收缩及缩复作用肌
层内的血管管腔狭窄甚至栓塞�使局部血液供应明显减少�子宫肌细胞缺血发生
自溶而逐渐缩小�胞浆减少�因而子宫体积明显缩小�加之子宫内膜的再生使剥
离面得以修复�通常在产后 一 周时恢复到接近非孕时状态�这个过程称为子
宫复旧�当上述复旧功能受到阻碍时�即引起子宫复旧不良。子宫复归不良时宫
体肌纤维不能如期缩复和子宫内膜再生障碍�临床表现主要为血性恶露持续淋漓
不净或反复间歇性血性恶露�在此基础上继发感染。

晚期产后出血指分娩结束 小时后�在产褥期内发生的子宫大量出血。临
床表现为持续或间断阴道出血�有时是突然大量流血�可引起失血性休克。晚期
产后出血多伴有恶寒、低热。主要病因如下〔

胎盘、胎膜残留 最常见的病因�多发生于产后 日左右。粘附在子
宫腔内的小块胎盘组织发生变性、坏死、机化�可形成胎盘息肉。当坏死组织脱
落时�基底部血管开放�引起大量出血。

蜕膜残留 产后一周内正常蜕膜脱落�并随恶露排出�若蜕膜剥离不全
或剥离后长时间残留在宫腔内诱发子宫内膜炎症�影响子宫复旧�可引起晚期产
后出血。

子宫胎盘附着部位复旧不全 胎盘娩出后�子宫胎盘附着部位即刻缩小�
可有血栓形成�随着血栓机化�可出现玻璃样变�血管上皮增厚�管腔变窄、堵
塞�胎盘附着部位边缘有内膜向内生长�内膜逐渐修复。若胎盘附着部位复旧不
全�可使血栓脱落�血窦重新开放�导致大量出血。

感染 以子宫内膜炎为多见�炎症可引起胎盘附着面复旧不全及子宫收
缩不佳�导致子宫大量出血。

剖宫产术后子宫切口裂开 多见于子宫下段剖宫产横切口两端侧�其主
要原因有感染与伤口愈合不良。

肿瘤 产后滋养细胞肿瘤或子宫粘膜下肌瘤等均可引起晚期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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叽氏研究〔‘�显示引起晚期产后出血的主要原因是胎盘、胎膜残留�蜕膜残留�
子宫复旧不良及产褥感染�其中胎盘、胎膜残留居首位。文献报道〔 �胎盘、
胎膜残留而引起的产后出血多发生在产后 天左右�这时残留盘、胎膜组织发
生变化、机化直至形成胎盘息肉�当胎盘息肉坏死脱落时�暴露基底部血管�从
而引起大出血。此外�胎盘、胎膜残留绝大多数与第三产程处理不当有关。

邓琼珍〔钊通过把各相关因素作为研究因素的混杂因素考虑�对各潜在危险因
素与晚期产后出血发生的关系作多元回归分析�发现流产史、前置胎盘、妊高征、
第三产程时间、胎盘娩出方式、胎盘蜕膜残留、子宫切口裂开、子宫复旧不良和
宫腔感染与晚期产后出血发生密切相关 。流产�特别是人工流产�不
同程度地损伤子宫内膜�使患子宫内膜炎机会增加�再次妊娠时易发生前置胎盘、
胎盘粘连、植入等�增加晚期产后出血率〔。研究报道「一洲胎盘蜕膜残留后可发
生变性、坏死、机化�形成息肉�坏死组织脱落暴露基底部血管而引起大量出血
同时胎盘蜕膜残留可影响子宫复旧�尤其影响胎盘剥离面�如血栓脱落、血窦开
放而致大出血。剖宫产术后切口裂开出血�主要原因为子宫切口愈合不良造成�
原因主要为宫腔和切口感染导致组织坏死、脱落及切口愈合处缺陷〔 妊高症是

引起晚期产后出血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产程延长者多因胎盘粘连而需行人工

剥离或牵引娩出�从而造成胎盘残留和宫腔操作机会增多 �增加晚期产后出血
的风险 有研究报道�胎盘、胎膜残留大多是第三产程处理不当所致〔� 〕

西医治疗

晚期产后出血�治疗方案如下〔
少量或中等量阴道出血�应给予足量广谱抗生素及子宫收缩剂。
疑有胎盘、胎膜、蜕膜残留或胎盘附着部位复旧不全者�应行刮宫术。

刮宫前做好备血、建立静脉通道及开腹手术准备�刮出物送病理检查�以明确诊
断。刮宫后继续给予抗生素及子宫收缩剂。

疑有剖宫产后子宫切口裂开�仅少量阴道出血可先住院给予广谱抗生素
及支持疗法�密切观察病情变化 若阴道出血量多�可作剖腹探查。若切口周围
组织坏死范围小�炎症反应轻微�可作清创缝合及骼内动脉、子宫动脉结扎止血
或行骼内动脉栓塞术 若组织坏死范围大�酌情作子宫次全切术或子宫全切术。

若因肿瘤引起的阴道出血�应作相应处理。
吸氏研究认为晚期产后出血的治疗�除必要的抗感染、止血、抗休克治疗外�

有以下几种紧急处理方法 清宫术 对阴道娩有胎盘残留大量出血者�排除
产道损伤后�在抗感染、抗休克的同时行清宫术 对于出血不多者可先抗感染、
止血及宫缩剂应用 天后行清宫术。但对剖宫产术者应慎用。 骼内动脉

结扎术 是一种安全有效的妇产科大出急救止血方法�在无法控制的严重盆腔出
血时能迅速有效地止血。 经皮内动脉造影栓塞术 必须在有条件医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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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安全可靠�损伤小�止血迅速�通过造影可准确了解盆腔出血部位
和出血情况�应用生物海绵或弹簧栓选择性地进行栓塞治疗。 子宫切除术

一般仅应些已采用其他方法治疗无效�或急性大量出血危及生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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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 研究目的、方法及结果

研究目的

通过文献研究�探讨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辨证、治法和用药规律。对中医治
疗产后恶露不绝的高频药物进行分析研究和整理�从中组合出治疗产后恶露不绝
的主要中医证型的基本方药�并对其中医治疗机理和现代药理进行分析。
研究方法

文献来源

期刊全文数据库。
研究对象的选择

年 月至 年 月医学期刊发表的有关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临床研究

文献。
诊断标准

参照 《中医妇科学》十五 国家级规划课程教材 年 制定

主要症状为产后恶露持续 天以上�仍淋漓不尽者。
纳入标准

文献类型 产后恶露不绝的中医临床研究文献 病例数 例�治疗有效率
的一次文献 。
患者类型 明确诊断为产后恶露不绝�排除其它疾病。
干预措施 以中医药辨证治疗为主的患者。
中医辨证、治法、治疗基本方的药物组成明确。
排除标准

不符合诊断标准和纳入标准者。
综述文献。
动物实验及病理等基础研究文献。
采用中成药治疗而无具体药物或无临床病例者。·
以中医针灸治疗为主要治法者。
统计方法

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中医辨证、治法、用药进行归纳�并用 软件进

行数据统计分析。
实验步骤

将文献中的病例数、中医辨证、治法、基本方的组成药物列成表格。
计算出各中医证型、治法在总病例中所占的百分比�制成图表。
统计出所采用的文献中常见中医证型、治法中每味中药的使用频率�并将

使用频率按高低排列�对前 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列成表格�并对这 味中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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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治疗机理和现代药理进行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总结归纳出产后恶露不绝的证治、用药规律。

研究结果

常见中医证型

本研究共收集文献 篇�文献中的病例数共 例�其论及的中医分型�
归类后主要为 血癖型、气虚血癖、癖热互结、肝肾虚衰、阴虚血癖、阴虚血热
型、冲任虚寒。详见表 �其百分比分布图见图 。

表 产后恶露不绝常见中医证型

中医证型 百分比

沟思’血癖

气虚血疲

疲热互结

肝’肾虚衰
阴虚血癖

阴虚血热

冲任虚寒

合计

幽幽矶扫 〕〕圈圈圈圈圈圈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圈圈圈
图 产后恶露不绝辩证分型百分比分布图

常用治法

本研究共收集文献 篇�文献中的病例数共 例�其论及的治法�归类
后主要为 活血化癖 补气活血�化癖止血 活血化癖�清热解毒 补肾疏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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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冲止血 养阴清癖 滋阴清热�凉血止血 调解冲任、固经止血。详见表 �
其百分比分布图见图 。

表 产后恶露不绝常用中医治法

中医证型 百分比

活血化癖

补气活血�
活血化癖�
补’肾疏肝�
养阴清癖

滋阴清热�
调解冲任、

合计

化疲止血

清热解毒

固冲止血

凉血止血

固经止血

姻姻巩黔〕〕圈圈圈圈圈圈口口口口口口图图图圈圈圈
图 产后恶露不绝常用中医治法百分比分布图

常见证型的高频用药

本研究共收集文献 篇�文献中的病例数共 例�处方共 条�共包
括 味药� 个药次。采用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统计出
所采用的文献在 个主要证型 血癖型、气虚血癖、疲热互结 中每味中药的

使用频率�并将使用频率按高低排列�对前 味中药的性味归经列成表格。
治疗血癖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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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归

治疗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归经

序号 经 频 次 百分比

吸吸伙民氏已段肝经

心经

脾经

肺经

大肠经

心包经

胃经

肾经

胆经

膀胧经

合计

橇橇黔
口口口

目目目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圈圈圈

口口口

圈圈圈

图 治疗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归经百分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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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

序号

泪一￡

药物分类

辛卜血药

活血祛疲药

止血药

温里药

辛卜气药

清热凉血药

清热解毒药

合计

百分比

筋婚刀公今已侧

颧颧科渺
画画画

圈圈圈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翻翻翻

图 治疗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百分比

治疗气虚血癖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中药

治疗本证型的文献病例数共 例�共包括 味药� 个药次。对于气
虚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患者�用药的药性以温、平、寒居多�药味以辛、苦、
甘为主�归经以肝、脾、肺经为主。用药以补血药、补气药、止血、活血祛疲
类药物为主。详见表 �图 。药物归经情况详见表 �药物归经百分比分布情
况详见图 。常用药物分类常见表 �药物分类百分比分布情况详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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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气虚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归经

序号 归 经 频 次 百分比

肝

脾

肺

心

心包

‘肾
胃

胆

膀肤

大肠

合计

八

曰口了月卜日只乃才�上口嘎口口园圈图口

图 治疗气虚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归经百分比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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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气虚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

序号 药物分类

补血药

补气药

活血祛癖药

温里药

止血药

清热凉血药

合计

百分比

班了巧了叭刃

巍巍黝
图图图

圈圈圈

口口口

口口口

四四四

图 治疗气虚血疲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百分比

治疗癖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中药

治疗本证型的文献病例数共 例�共包括 味药� 个药次。对于疲
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患者�用药的药性以温、寒居多�药味以苦、辛、甘为
主�归经以肝、大肠、胃经为主。用药以清热解毒、活血祛疲、类药物为主。
详见表 �图 。药物归经情况详见表 �药物归经百分比分布情况详见图 。
常用药物分类常见表 �药物分类百分比分布情况详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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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疲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归经

序号 归 经 频 次 百分比

肝目干

大肠

日习

目

脾

心

肺

心包

膀眺

胆

肾

小肠

仄上乙

寸产月

自乙刁土�土

合计

国国

圈圈

口口

口口

曰曰

圈圈

口口

圈圈

图 治疗痕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药物归经百分比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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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治疗疲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

序号 药物分类 频 次 百分比

活血祛疲药

清热解毒药

止血药

理气药

利水渗湿药

清热凉血药

合计

磷矍
圈圈圈

圈圈圈

口口口

口口口

国国国

图 治疗疲热互结型产后恶露不绝的常用药物分类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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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分析与讨论

主要中医证型及治法的讨论

从表 、图 可看出�产后恶露不绝主要中医证型为血癖型、气虚血癖及癖
热互结型。前 个证型所占比例高达 。

本病证 《金匾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并治》中称之为 “恶露不尽”。隋代 《诸
病源侯论》首列 “产后恶露不尽候”�认为 “新产而取风凉�皆令风冷搏于血�
致使血不宣消�蓄积在内�则有时血露淋沥不尽” 的病机。又列 “产后血崩中恶
露不尽候” 云 “产伤于经血�其后虚损未平复�或劳役损动而血暴崩下……若小
腹急满�为内有疲血�不可断之�断之终不断”�归纳本病可由 “风冷搏于血’�、
“虚损”、“内有癖血”所致�明确了本病的病因病机�尤对血癖提出 “不可断之�
断之终不断” 的观点�颇有临床指导价值。宋代 《妇人大全良方》更有病机及治
法方药的详细记载�如 “夫产后恶露不绝者�由产后伤于经血�虚损不足。或分
解之时�恶血不尽�在于腹中�而脏腑夹于宿冷�致气血不调�故令恶露淋漓不
尽也。” 提出用牡蝎散、独圣汤等方药以治之。明代 《景岳全书 ·妇人规》指出
产后恶露不止有因血热、伤冲任之络、肝脾气虚、气血俱虚、肝火、风热所致�
并出具方药。清代 《胎产心法》又指出 “产后恶露不止……由于产时损其气血�
虚损不足�不能收摄�或恶血不尽�则好血难安�相并而下�日久不止’夕�或 “火
动病热”。即可归纳为气虚、血癖、血热三个方面。对于治疗又指出 “不可轻而
用固涩之剂�造成败血聚内�后患无穷”。《医宗金鉴》记载 “产后恶露乃裹儿污
血�产时当随胎下……若日久不断�时时淋沥者�或因冲任虚损�血不收摄 或

因癖行不尽�停留腹内�随化随行。当审其血之色�或污浊不明�或浅淡不鲜�
或臭�或腥�或秽�辨其为实为虚�而攻补之。虚宜十全大补汤加阿胶、续断�
以补而固之。疲宜佛手散�以补而行之”。
血癖型

中医则认为产后恶露不绝与癖血内阻、血行障碍、气虚摄血无力有关〔刹。《诸
病源候论 ·妇人产后病诸候 ·产后恶露不尽候》 “……或将产时取风凉�皆令
风冷搏于血�致使血不宣消�蓄积于内� 则有时血露淋沥不下尽 ”。产后胞宫空
虚�寒邪乘虚入胞�血为寒凝�癖血内阻�冲任失畅�或胞衣残留�影响冲任�
血不归经�以致恶露淋漓日久不净。《血证论》云 “凡系离经之血�与荣养周身
之血睽绝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 ”。产后胞衣残
留�癖血停积�阻碍新血�影响冲任�血不归经�则恶露淋漓。《血证论》云
“故凡血证�总以祛癖为要 ”。《医学心悟 》云 “先去其癖而后补其新�则血归
经矣”。唐容川 《血证论》 “凡离经之血与荣养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此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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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疲不去�则血不止�旧血不去�新血
不生”。清 ·何梦瑶辑 《医骗》“疲败之血势无复返于经之理�不去则留蓄为患�
故不问人之虚实弱强�必去无疑”。因此�产后必有疲血内停。

气虚血癖型

祖国医学认为�本病发生的机理主要是冲任为病�气血运行失常所致。因冲
为血海�任为胞宫�恶露为血所生�而血源于脏腑�注之于冲任�若脏腑受损�
冲任不固�则导致恶露不绝。由于产后体质虚弱�正气不足�加之产时耗气失血�
正气愈虚�以致冲任不固�不能摄血�或因产后胞脉空虚�寒邪乘虚入胞一�与血
相搏�癖血内阻 或胞衣残留�影响冲任�血不归经。同时气为血之帅�气虚则
血癖�故见恶露淋漓不断�或夹有血块。《诸病源候论》指出恶露不绝由“血疲’�、
“虚损” 所致�《傅青主女科 ·产后篇》基于产后多虚、多癖这一病理特点�强
调补血行癖�立加减生化汤治疗。清代 《胎产心法》又指出 “产后恶露不止……
由于产时损其气血�虚损不足�不能收摄�或恶血不尽�则好血难安�相并而下�
日久不止”。《成方便读》张秉承曰“夫产后气血大虚�固当培补�然有败血不去�
则新血亦无由而生 ……生化汤方中当归养血�甘草补中�川芍理血中之气�桃
仁行血中之癖�炮姜色黑入营�助归草以生新�佐芍桃而化旧” 仁。
疲热互结型

关于产后恶露不绝的病机�中医医学认为�产时伤气耗血�元气大亏�百脉
空虚�外邪乘虚而入�与血相搏�癖血内停�留而不去�胞宫收摄无力�复旧不
良。现今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产后正确调摄方法往往未被人们掌握。来
就诊的患者往往缺少必要的产后康复锻炼�而过食肥甘滋补之品�以致形体肥胖。
产后本就多癖�痰疲交结�久而化热�使恶露日久不止�故本病一般以疲热互结
型多见 〕。过食肥甘�生湿生热 或脏腑功能不调�湿邪内留�蕴久化热�犯
及下焦�盘踞胞中�湿热与血胶结�阻碍气血运行�《寿世保元》云 “一窒碍焉�
则百病由此而生”。血运不畅�疲结胞络�留连冲任�冲任失固�血海不宁�则
恶露不尽。
主要中医证型的常用药物讨论

血疲型

主要药物的药理分析

治疗本证的主要药物有 当归、益母草、川芍、桃仁、蒲黄、炮姜、红花、
黄茂、五灵脂、赤芍、马齿觅、败酱草。

当归 味甘、苦�性温。归肝、心、脾经。功效 补血调经�润燥滑
肠。《本经》“主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疡”。《药性论》 “治下痢腹痛 ”。
《日华子本草》 “破恶血�养新血�及主庙癖�肠胃冷”。《本草纲目》 “治头痛、
心腹诸痛�润肠胃、筋骨、皮肤�治痈疽�排脓止痛�和血补血 ”。《本草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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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燥滑肠”。
现代药理作用 经离体及在体子宫实验证明�当归对子宫的作用具有 “双向

性”�其水溶性非挥发物质能兴奋子宫肌�使收缩加强�其挥发性成分则能抑制
子宫�减少其节律性收缩�使子宫弛缓。

益母草 味辛�苦�性微寒。归心�肝�膀肤经。功效 活血祛癖�
利尿消肿。《本经》 “茎主瘾疹痒�可作汤浴”。《新修本草》 “捣莞蔚茎敷疗肿。
服汁使疗肿毒内消。又下子死腹中�主产后血胀闷。诸杂毒肿�丹游等肿。取汁
如豆滴耳中�主盯耳 中虫蛇毒�敷之良”。《本草纲目》 “活血破血�调经解毒。
治胎漏难产�胎衣不下�血晕�血风�血痛�崩中漏下�尿血�泻血�疮痢痔疾�
打扑内损癖血�大便小便不通 ”。

现代药理作用〔 对心肌具有保护作用�促进微动脉血流恢复作用�降低血
液勃度和抗血液凝固作用。

川芍 味辛�性温。归肝、胆、心包经。功效 活血行气�祛风止痛。
用于月经不调�经闭痛经�庙瘤腹痛 胸胁刺痛�跌扑肿痛�头痛�风湿痹痛。
《本经》“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筋挛缓急�金疮�妇人血闭无子”。《别录》
“除脑中冷动�面上游风去来�目泪出�多滋唾�忽忽如醉�诸寒冷气�心腹坚
痛�中恶�卒急肿痛�胁风痛�温中内寒”。《药性论》 “治腰脚软弱�半身不遂�
主胞衣不出�治腹内冷痛’夕。《本草纲目》 “燥湿�止泻痢�行气开郁。” “芍弯�
血中气药也�肝苦急以辛补之�故血虚者宜之 辛以散之�故气郁者宜之。“

现代药理作用 有镇静、镇痛作用 川芍睬有对抗 引发的急性心肌缺血

缺氧作用〔刘 川芍水提物及生物碱能扩张冠状动脉�增加冠脉流量�改善心肌缺
氧状况【。家免离体妊娠子宫试验证明�川芍浸膏能增强子宫收缩�形成痉挛
大剂量反而使子宫麻痹�收缩停止。川芍煎剂 或 经十二指肠给

药�对兔在体子宫也呈明显收缩作用。妊娠大鼠每日 的川芍浸膏液

�可使胎鼠坏死子宫中�但不坠出�可能是由于子宫挛缩而影响胎鼠营
养所致〔。而丁烯基夫内酷和丁基夫内醋有很强的抑制子宫的收缩作用。阿魏酸
与中性成分也有解痉作用。

桃仁 味苦�性平。归心、肝、肺、大肠经。功效 活血化疲�润肠通
便。用于治疗经闭�痛经�庙瘾痞块�跌扑损伤�肠燥便秘。《本经》 “主癖血�
血闭瘾�邪气�杀小虫’�。《别录》 “止咳逆上气�消心下坚�除卒暴癖血�破庙
瘾�通月水�止痛’�。《珍珠囊》 “治血结血秘血燥�通润大便�破蓄血”。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抗肝纤维的作用�润肠缓泻作用�对肝脏表面微循环有
一定的改善作用�镇咳作用�抑制血球凝固及血栓形成的作用�抗炎、抗过敏作
用�抗肿瘤作用�抗氧化作用。

蒲黄 味甘�性平。归肝、心包经。功效 收涩止血�行血祛癖。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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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胸痛�肮腹疼痛�痛经�经闭�产后血癖疼痛�跌扑损伤�蛇虫咬伤。《本
经》 “主心腹膀肤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癖血’夕。用于治疗吐血�蛆血�咯血�
崩漏�外伤出血�经闭痛经�脱腹利痢�跌扑肿痛�血淋涩痛。《日华子本草》
“妊孕人下血坠胎”。《本草纲目》 “凉血活血�止心腹诸痛。生则能行�熟则能
止。与五灵脂同用�能治一切心腹诸痛”。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降血脂和防治动脉粥样硬化作用�降低血小板聚集及促
纤溶作用�对血管内皮细胞有保护作用�抗炎和加强免疫作用�有促凝作用。体
外实验证明�蒲黄煎剂对人血有促凝作用。

炮姜 味苦、涩�性温。归脾、肝经。功效 温中散寒�温经止血。用
于脾胃虚寒�腹痛吐泻�吐蛆崩漏�阳虚出血。
现代药理作用 有抗溃疡及抑制胃液分泌的作用�止呕作用 姜的辛辣成分

可松弛肠管�减慢蠕动 抗血栓及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 抗缺氧作用。
红花 味辛�性温。归心、肝经。功效 活血祛疲�通经。用于治疗经

闭�痛经�恶露不行�瘤瘾痞块�跌扑损伤�疮疡肿痛。《开宝本草》 “主产后
血晕�口嚓�腹内恶血不尽�绞痛�胎死腹中�并酒煮服 亦主蛊毒下血。……
其苗生捣碎�敷游肿”。《本草衍义补遗》“多用破留血�少用养血”。《本草纲目》
“活血润燥�止痛散肿�通经”。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镇静和镇痛作用�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有轻度兴奋心

脏、降低冠脉阻力、增加冠脉流量和心肌营养性流量的作用�抗血栓作用�降血
脂作用。红花煎剂对小鼠、豚鼠、兔及狗的子宫均有兴奋作用�实验研究表明�
本品有雌激素样作用〔川。

黄茂 味甘�性微温。归脾、肺经。功效 补气升阳�益卫固表�托毒
生肌�利水退肿。用于治疗气虚乏力�食少便塘�中气下陷�久泻脱肛�便血崩
漏�表虚自汗�气虚水肿�痈疽难溃�久溃不敛�血虚萎黄�内热消渴。《本经》
“主痈疽久败疮�排脓止痛�大风癫疾�五痔鼠屡�补虚�小儿百病 ”。《别录》
“补丈夫虚损�五劳赢瘦。止渴�腹痛�泻痢�益气�……”。《日华子本草》
“助气�壮筋骨�长肉�补血�……血崩�带下”。《珍珠囊》 “黄茂甘温纯阳�
其用有五 补诸虚不足�一也 益元气�二也 壮脾胃�三也 去肌热�四也
排脓止痛�活血生血�内托阴疽�为疮家之圣药�五也”。《本草衍义补遗》 “黄
茂大补阳虚自汗。若表虚有邪�发汗不出者�服此又能自汗 ”。

现代药理作用 能延长细胞寿命�增强细胞代谢�推迟老化 增强机体免疫

力�对实验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可减轻心肌损伤�有抗炎作用�抗衰老和抗应
激作用�解毒作用 对白细胞、血小板数、网织红细胞计数和巨核细胞数下降有
明显回升作用。

五灵脂 味苦、酸�性平。归肝、肾经。功效 活血止痛�化癖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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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宝本草》 “心腹冷气�小儿五疮�辟疫�治肠风�通利气脉�女子血闭”。
《本草衍义补遗》 “凡血崩过多者�半炒半生�酒服�能行血止血�治血气刺痛
等证”。《本草纲目》 “止妇人经水过多�赤带不绝�胎前产后血气诸痛�男女一
切心腹、胁肋、少腹诸痛�痛痛�血痢、肠风腹痛�身体血痹刺痛”。
现代药理作用 能提高 造成的细胞免疫功能低下小鼠的免疫功能�具有

抗炎作用�抗溃疡作用�具有抗纤溶作用�能对抗尿激酶引起的纤维蛋白溶解。
赤芍 味苦�甘�咸�性寒。归肺、胃、肾经。功效 清热凉血�祛

癖止痛。用于温毒发斑�吐血哑血�目赤肿痛�肝郁胁痛�经闭痛经�庙瘾腹痛�
跌扑损伤�痈肿疮疡。《本经》 “主邪气腹痛�除血痹�破坚积�寒热病瘾�止
痛�利小便”。《滇南本草》 “泻脾火�降气�行血�破疲�散血块�止腹痛�攻
痈疮”。《药品化义》 “泻肝火”。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镇静催眠作用�镇痛作用�抗惊厥作用�降温作用�抗
肿瘤作用�抗氧化作用�强壮作用�对小鼠及大鼠的学习记忆功能有一定增强作
用�对心脏有保护作用�有抗血栓形成及动脉粥样硬化作用�可缓解内脏平滑肌
痉挛。

马齿觅 味酸�性寒。归大肠、肝经。功效 清热解毒�凉血止血。
《新修本草》 “主诸肿廖疵目�捣揩之 饮汁主反胃、诸淋、金疮血流…… 用

汁洗紧唇、面疮……”。《食疗本草》 “湿癣、白秃�以马齿膏和灰涂效。治疮痢
及一切风 ”。《本草纲目》 “散血消肿�利肠滑胎�解毒通淋�治产后虚汗 ”。

现代药理作用 现代药理作用 有抗菌作用 马齿觅的水煎醇沉淀及其所含

的氯化钾对脉鼠、大鼠及家兔离体和犬的在体子宫都有明显的兴奋作用 马齿觅

水提取物有独特地舒张离体和在体骨骼肌的特性�该提取物局部用于脊髓损伤所
致的骨骸肌强立有效 马齿觅对动物子宫有两种相反的作用�一为兴奋作用�系
马齿觅中分得的氯化钾 一为抑制作用�系马齿瓦中的有机成分【。

败酱草 味辛、苦�性寒。归胃、大肠、肝经。功效 清热解毒�消痈排
脓�祛癖止痛。《本经》 “主暴热火疮�赤气�疥痉疽痔�马鞍热气’�。《别录》 “除
痈肿�浮肿�结热�风痹不足�产后腹痛”。《日华子本草》 “治赤眼�障膜�裔
肉�盯耳�血气心腹痛�破庙结……排脓�补疹�……赤白带下”。

现代药理作用〔 具抗菌�抗炎作用�镇静作用�抗肿瘤作用�败酱草中含
苦菜多糖和苦菜果胶�能够较强地促进小鼠小肠的蠕动。

方解

方中蒲黄、五灵脂组成失笑散。现代药理研究表明〔 蒲黄对动物离体与在

体子宫均有兴奋作用�剂量过大�可致子宫痉挛性收缩�对产后子宫可能增强其
紧张性与收缩力。五灵脂可缓解子宫平滑肌痉挛。故本方可用于治疗产后复旧不
全等妇科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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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虚血疲型

主要药物的药理分析

治疗本证的主要药物有 当归、黄茂、益母草、力芍、党参、桃仁、炮姜、
蒲黄、赤芍、艾叶、仙鹤草、白芍。

党参 味甘、性平。归脾、肺经。功效 补中益气�生津养血。《本草
从新》 “主补中益气�和脾胃�·除烦渴�中气微弱�用以调补�甚为平妥”。用
于治疗脾肺虚弱�气短惊悸�食少便澹�虚喘咳嗽�内热消渴。《本草纲目拾遗》
“治肺虚�能益肺气”。《本草正义》 “力能补脾养胃�润肺生津�健运中气�本
与人参不相甚远�其尤可贵者�则健脾运而不燥�滋胃阴而不润�润肺而不犯寒
凉�养血而不偏滋腻�鼓舞清阳�振动中气�而无刚燥之弊”。 ·

现代药理作用 可改善小鼠学习记忆能力�对小鼠自发活动有抑制作用�有
镇静、抗惊厥作用�镇痛作用�增强机体免疫力�提高机体适应性�有抑菌作用�
抗癌作用。党参能明显降低全血比粘度�减少红细胞压积�明显抑制体内血栓形
成。

艾叶 味苦、辛�性温。归肝、脾、肾经。功效 温经止血�散寒止痛。
用于少腹冷痛�经寒不调�宫冷不孕�吐血�哑血�崩漏�妊娠下血。醋艾碳温
经止血�用于虚寒性出血症。《别录》 “灸百病。可作煎�止下痢吐血�……妇
人漏血”。《药性论》 “止崩血�安胎�止腹痛。苦酒作煎�治癣�止赤白痢’�。
《新修本草》 “主下血�蛆血�脓血痢�水煮及丸散任用”。《木草纲目》“温中�
逐冷�除湿 ”。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抗菌作用�抗真菌作用�平喘作用�抗变态反应作用�
利胆作用�抑制血小板聚集作用。在不同提取物中�以醇提物对血小板聚集的抑
制作用最强。

仙鹤草 味苦、涩�性平。归肺、肝、脾经。功效 收敛止血�止痢�
杀虫。用于治疗咳血�吐血�崩漏下血�疟疾�血痢�脱力劳伤�痈肿疮毒�阴
痒带下。《滇南本草》 “治妇人月经或前或后�赤白带下�赤白血痢 “ 。《本草纲
目拾遗》引葛祖方 ” 消宿食�散中满�下气�疗吐血各病�翻胃噎隔�疟疾�
喉痹�闪挫�肠风下血�崩痢�食积�黄疽�疗肿痈疽�肺痈�痔肿 ”。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杀虫作用�杀精子作用�抗肿瘤作用�抗炎作用�止血
作用。粗制浸膏有促进血液凝固的作用。研究发现小鼠静脉注射仙鹤草素后�出
血时间缩短 。家兔静脉注射后�可明显缩短其凝血时间�并增加血小板数。

白芍 味苦�酸�性微寒。归肝�脾经。·功效 养血敛阴�柔肝止痛�
平抑肝阳。用于治疗头痛眩晕�胁痛�腹痛�四肢疼痛�血虚萎黄�月经不调�
自汗�盗汗。《本草》 “主邪气腹痛�……止痛�利小便�益气’�。《珍珠囊》 “ 白
补赤散�泻肝补脾胃。……其用有六 安脾经�一也 治腹痛�二也 收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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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也 止泻痢�四也 和血脉�五也 固膜理�六也’夕。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镇静、镇痛作用�解痉、解热作用�抗惊厥作用�抗炎

及免疫调节作用�抗菌作用�保护心脏作用。
方解

当归、川芍、桃仁、炮姜、甘草组成生化汤。生化汤为产后要方�有 “产后
用生化” 之说�其方载于 《傅青主女科》。方中当归养血活血�又善止痛 川芍、
桃仁活血化疲 炮姜温经散寒�增强活血化疲之功 甘草补气、调和诸药。现代
医学认为本方可改善微循环�促进子宫平滑肌的收缩�有助于子宫内膜的更新与
炎症的消退�还可以使宫内残留的胎盘、胎膜自动排出�似药物刮宫之效。
癖热互结型

主要药物的药理分析

治疗本证的主要药物有 当归、蒲公英、川芍、马齿觅、贯众、益母草、蒲
黄、败酱草、桃仁、积壳、冬葵子、赤芍。

蒲公英 味苦、甘�性寒。归肝�胃经。功效 清热解毒�利湿。用于
疗疮肿毒�乳痈�凛病�目赤�咽痛�肺痈�湿热黄疽�热淋涩痛。《新修本草》
“主妇人乳痈肿�水煮饮之及封之”。《本草衍义补遗》 “解食毒�散滞气�化热
毒�消恶肿结核疗肿 ”。《本草备要》 “专治乳痈、疗毒�亦为通淋妙品’夕。
现代药理作用 对实验性胃溃疡及胃粘膜损伤有保护作用�抑菌作用�抗肿

瘤作用�抗内毒素作用。
贯众 味苦�性微寒。归肝�脾经。功效 杀虫�清热解毒�止血。用

于治疗预防麻疹、浒性乙型脑炎、浒性感冒、痢疾、子宫出血、钩虫病�蛔虫病。
《别录》 “去寸白�破瘤瘾�除头风�止金疮”。《嘉佑本草》 “为末水服一钱�
止鼻血有效”。《本草正义》“贯众苦寒沉降之质�故主邪热而能止血�并治血痢
下血甚有捷效�皆苦以燥湿�寒以泄热之功也。然气亦浓厚�故能解时邪热结之
母 。

现代药理作用〔 具有驱虫、杀虫作用�抑菌作用�抑癌作用。贯众煎剂稀
释液对蟾蛛离体有明显抵制�使家兔离体子宫收缩增强。

积壳 味苦�辛�性微寒。归脾�胃�大肠经。功效 破气消积�化痰
除痞。《本经》 “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止痢�长肌肉�利五
脏�益气轻身”。《别录》 “除胸胁痰癖�逐停水�破结实�消胀满�心下急痞痛�
逆气�胁风痛�安胃气�止澹泄�明目”

现代药理作用〔 酸橙积壳的水煎液、配剂及流浸膏对已孕、未孕家兔之离
体、在体子宫有兴奋作用�但抑制小鼠离体子宫也抑制小鼠、家兔的离体肠管和
家兔的在体肠管。

冬葵子 味甘�性寒。归大肠、小肠、膀肤经。功效 利水通淋�下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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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肠。《本经》 “主五隆�利小便”。《别录》 “主妇人乳难内闭”。《本草纲目》
“通大便�消水气�滑胎�治痢 ”

方解

凌氏〔州自制缩宫灵�由马齿觅、益母草组方而成。马齿觅取其清热利湿之功�
益母草取其活血调经�祛癖止痛之功�两药配伍�疗效较高。
常用药物分类探讨

从表 、表 、表 可看出�常见药物中活血祛疲类药物的应用比例相对较
高�各证型中分别占 、 、 。

恶露指新产后有余血浊液经阴道从子宫排出�此血为旧血�多余之血�又名
恶血�属离经之血�此疲血不去�则新血妄行�妄行脉外之血�又停而成癖�即
出血成癖�癖血又致产后腹痛产后发热等实证�成为第二个恶性循环。唐容川 血

证论》 “凡离经之血与荣养周身之血�已睽绝而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
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癖不去�则血不止�旧血不去�新血不生”。清何梦瑶
辑 《医骗》“疲败之血势无复返于经之理�不去则留蓄为患�故不问人之虚实弱
强�必去无疑”。因此�产后必有疲血内停。正常情况下�产后胞宫自身不断排
出余血浊液�使得疲血去�出血止而子宫复旧�旧除而新生。此疲血包括了残留
的胎盘胎膜及宫腔内积血。子宫乃排异器官�通过自身的肌肉收缩以增加宫腔内
压力�促进残留物排出�残留物去则内膜修复血止。若产妇素体气虚�或因产耗
气�过劳伤气�气虚无力促疲血排出�致疲血内停�即气虚致癖。疲血不去�新
血妄行�妄行脉外之血�又停而成痪�即出血成疲�故疲血 一出血 一癖血又成为

产后病的第二个恶性循环。因此�血疲是产后病的一个主要因素【周。
魏氏「认为产后恶露不绝终属癖阻胞宫这一标急证。总以祛疲为要�确能事

半功倍。恶露不绝之因有虚有实�何以演成癖阻胞宫
①气阴不足�因虚致疲�遏疲胞宫 产后阴虚津少�血液干涸而疲滞 血精

亏损�精不化气�气随之而虚�“气为血帅 ”�气行则血行�气虚无力运血�血行
缓慢�滞而成痪�遏疲胞宫�损伤冲任�冲任失养�血失统摄�则恶露不净。

②阴虚火炽�炼血成癖�癖蕴胞中 《医林改错》云 “血受烧炼�其血必
凝 ”。产后阴血亏损�阴虚者阳必亢。若加之妄食温厚肥甘�如火上添油 若肝

失条达�积郁化火�更耗阴血 若心火亢盛�复伤阴血�以致火炽�热灼阴液�
血液被火炼熬�则血变粘稠�流动缓慢�蕴癖胞中�扰及冲任�冲任失约�血液
妄行�则恶露不止。

③肝失条达�气机郁滞�疲阻胞脉 《寿世保元》云 “气有一息之不运�
则血有一息之不行 ”。肝司血海�又主疏泄�肝气条达�则血海通畅。若情志拂
郁�气血郁滞�血行不畅�一气滞血癖�疲阻胞脉�客于冲任�冲任失调�血海失
控�则恶露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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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湿热下注�血运不畅�疲结胞络 过食肥甘�生湿生热 或脏腑功能不调�
湿邪内留�蕴久化热�犯及下焦�盘踞胞中�湿热与血胶结�阻碍气血运行�《寿
世保元》云 “一窒碍焉�则百病由此而生”。血运不畅�癖结胞络�留连冲任�
冲任失固�血海不宁�则恶露不尽。

⑤寒邪入侵�与血搏结�寒癖阻胞 王海藏云 “六气能使人失血�不独一
火”�此语大发千古聋馈。血得寒则凝。产后体虚�若遇寒邪�或过食寒凉�寒
与血搏�寒癖阻胞�疲阻冲任�冲任失司�血不循经�则恶露不断。

⑥胞衣残留�血不归经�疲阻宫中 血证论》云 “凡系离经之血�与荣养
周身之血睽绝不合……此血在身�不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产后胞
衣残留�癖血停积�阻碍新血�影响冲任�血不归经�则恶露淋漓。

总之�不论其因为虚为实�均能导致血运失常�阻碍胞脉形成疲阻胞宫这一
标急证。《血证论》云 “故凡血证�总以祛疲为要”。《医学心悟 》云 “先去其
疲而后补其新�则血归经矣”。也提示后医治之当祛疲为要。因此�魏氏认为治
疗产后恶露不绝�首当针对疲阻胞宫这一标急证�急则治其标�勿忘祛癖�结合
病因�标本并治�如此方能如矢中的。
常用药物归经讨论

从表 、表 、表 及图 、图 、图 可看出�常用药物中�归肝经比例
相对较大�在各型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 、 。

产后多虚多癖�“血癖” 为产后恶露不绝的一个重要病理因素。气与血是构
成人体及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在气血相依相随的运动中�气为气血运
行的主导因素�《寿世保元》说 “盖气者血之帅也�气行则血行�气止则血止�
气温则血滑�气寒则血凝�气有一息之不运�则血有一息之不行。” 气的升降出
入运动与肝的关系犹为密切� 《读医随笔》说 “凡脏腑十二经之气化�皆必藉
肝胆之气化以鼓舞之�始能调畅而无病。”说明疲血的形成与肝脏有密切的关系�
也解释了治疗本病常见证型的常用药物大多入肝经的原因。
本研究的不足之处

本研究所收集的文献是由 期刊全文数据库提供的文献资料�没有参考
选择其它国内医药界较为权威的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医药文献数据库�
所以在文献收集上可能有所遗漏。

由于研究时间有限�未有对文献的疗效判定标准、科研方案设计的质量 包

括有关对照、组间均衡性、随机化原则、盲法的运用 进行评价筛选�收集到的
临床文献报道可能存在缺乏规范性的问题。

今后应通过现代药理学研究及大规模的多中心临床验证�从而得到公认的、
疗效确切的临床药物�或对一些疗效确切或公认的经方 验方 进行进一步的验

证以明确其作用机制�这也是目前极待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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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本研究通过对 年 月至 年 月生物医学期刊发表的产后恶露不

绝的中医临床研究文献�按照诊断标准、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进行筛选�运用
统计方法�对符合标准的文献进行统计�初步得出如下结论
产后恶露不绝的主要中医证型为 ①血疲型 ②气虚血癖型 ③疲热互结

型。
产后恶露不绝的主要中医治法为 ①活血化疲 ②补气活血�化癖止血

③活血化癖�清热解毒。
主要证型的常用中药为 ①血疲型 当归、益母草、川芍、桃仁、蒲黄、

炮姜、红花、黄茂、五灵脂、赤芍、马齿觅、败酱草 ②气虚血疲型 当归、黄
茂、益母草、川芍、党参、桃仁、炮姜、蒲黄、赤芍、艾叶、仙鹤草、白芍 ③
癖热互结型 当归、蒲公英、川芍、马齿觅、贯众、益母草、蒲黄、败酱草、桃
仁、积壳、冬葵子、赤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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