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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卵性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

（以下简称 “功血”）多发生于育龄
期妇女�其特点为月经周期规律失
调�主要临床表现为月经周期缩
短、经量异常增多、经期延长、经间
期出血等。在妇科门诊属多发病和
常见病。此病属中医学月经先期、
经期延长、经间期出血范畴�属疑
难杂证之一。现将2000年来对此病
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相关文献综

述如下。

1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中医根据黄体功能不足的临

床表现将其归属于 “月经过多”、
“月经先期”。邓玲等[1]认为“瘀”为
功血的本质；以黄体期出现的症状
为辨证主要内容�分瘀阻脉络、阴
虚内热和瘀阻脉络、气阴两虚两
型。分别予养阴清热、祛瘀止血和
益气养阴、祛瘀止血�中西医结合
治疗260例�疗效达90．8％�并与
同期激素治疗病例的结果比较�提
示中西医结合疗效高�复发少。对
子宫内膜不规则脱落�据其症状特
点可归于中医 “经期延长”、“月经
过多” 范畴。在排卵期若雌激素下
降速度过快�则会引起内膜脱落导
致出血�可归于中医 “经间期出
血”。李雯等[2]将120例功血患者辨
证分型为肾阴虚型（兼脾气虚型）、
肾阳虚型（兼肾气虚型）。用中药颗
粒剂辨证组方�治疗120例�治愈
64例�好转33例�无效23例�总有
效率81％。于红娟[3]认为临床上育
龄期妇女功血以阴虚型多见�按脏
腑辨证为肝肾两脏阴分不足�阳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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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旺�以功血饮治疗31例�痊愈21
例�显效5例�有效3例�无效2例�
愈显率83．1％。刘昭阳等[4]认为排
卵前期、后期机体处于由阴转阳�
阳气渐旺的重要阶段�若气虚精
亏�则不能化生阳气�一则化生无
力（气虚）�二则化生乏源（精亏）�
阴精不足�阳气不及�阴阳平衡失
调（黄体不能正常发育）。王辉白乐

[5]

认为肾虚肝郁是发生经漏的主要

原因�对于育龄期妇女表现为漏下
而属于功血范畴者的中医治疗从

肝、肾着手�以补肾、疏肝为要�或
补肾疏肝并举�以期恢复其正常的
封藏、疏泄功能�达到漏下治本之
目的。补肾以地黄丸为基本方�偏
阳虚者选桂附地黄丸�偏阴虚者选
六味地黄丸或知柏地黄丸�疏肝宜
用柴胡疏肝散或逍遥丸�或补肾疏
肝共用�以体现漏下治本之法。李
秀霞[6]根据子宫内膜厚度的不同�
把中医的辨证理论和西医的辨病

有机结合起来�将子宫内膜厚度这
一量化指标�运用到中医辨证治疗
过程中。对子宫内膜厚度小于
0．7cm看作血海空虚�血液外溢�以
肾虚、气虚为主�治以补益肾气、益
气养血；大于0．7cm看作血海充
盈�瘀血阻滞�以血热、血瘀为主�
治以清热凉血、化瘀生新。治疗51
例�与参照 《上海市中医病证诊疗
常规》治疗的48例比较�止血时间

显著缩短（P<0．01）�治疗总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提
示根据测量子宫内膜厚度的不同

辨证分组治疗功血�临床疗效的确
有很大的提高。

2 据功血发病机理之不同而辨证

施治

功血的主要发病原因在于黄

体功能异常：黄体功能不足�子宫
内膜不规则脱落�因此治疗主要在
于调整黄体功能。这也是众多中医
医家治疗此病的着眼点之一。
2．1 补肝脾肾清虚热促黄体成熟

刘昭阳等[4]用益气填精汤（炙黄
芪、炙龟板、党参、熟地黄、何首乌、
续断、旱莲草等）以益气填精、滋阴
养血�注重调整恢复脾肾、冲任、气
精功能�促进黄体发育；治疗30
例�测定其中12例患者孕激素治
疗前、后的含量�结果治疗后有显
著升高（P<0．01）。张晓金等[7]认
为 “肾中水火太旺” 或 “火旺阴亏”
是导致月经先期的主要原因�确立
了月经先期之血热内蕴、肾阴不
足、冲任不固的病机观�以“清热凉
血�滋肾养阴�调经止血” 为大法�
研制出治疗属于排卵性功能失调

性子宫出血的月经先期虚热型的

清经胶囊（牡丹皮、黄柏、地骨皮、
生地黄、白芍、女贞子、旱莲草）；治
疗组32例口服清经胶囊每次4

粒�每日3次；对照组口服固经丸
每次6g�每日2次。结果两组的近
期及远期疗效有显著性差异

（P<0．01）�提示清经胶囊可显著
改善月经周期�延长黄体天数�显
著改善虚热症状。潘小利[8]以中西
医结合治疗排卵性月经失调：①自
下次月经前8－10天开始�每日肌
肉注射黄体酮20mg或口服安宫黄
体酮10－12mg�共5天。②于基础
体温上升开始隔日肌肉注射绒毛

膜促性腺激素2000－3000U�共5
次。③服用中成药八珍颗粒�连续
治疗3个周期。结果治疗组86例中
治愈35例 （40．7％）�见效38例
（44．2％）�复发者16例（30．8％）；
西药治疗的对照组52例中治愈16
例（30．8％）�见效20例（38．3％）�
复发者13例（15．1％）。治疗组有效
率明显高于对照组（P<0．01）。王
建华等[9]将76例功血辨证分为阴
虚血热及脾肾两虚型�服用具有补
虚清热、化瘀之功的功血平口服液
（黄芪、当归、牡丹皮、红鸡冠花、益
母草、旱莲草、地榆炭、川续断、牡
蛎、菟丝子、仙鹤草、花蕊石、三七、
阿胶）�同时合用西药乙烯雌酚、黄
体酮补充黄体不足�增强调整周期
的作用。分别在用药前、后月经前
4－5天黄体期采血各1次�用放射
免疫法测定血中5项激素水平表
明�治疗后雌激素水平较治疗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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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下降（P<0．01）�孕激素水平上
升（P<0．01）�提示中西医结合治
疗效果显著。张华[10]以自拟脾肾固
冲汤加减（熟地黄、川续断、白芍各
12g�炒荆芥穗、侧柏炭、益母草各
6g�柴胡4．5g�黄芩、牡丹皮各9g�
煅牡蛎24g�阿胶15g）�配合西药孕
激素、绒毛膜促性腺激素治疗�中
西医结合组2100例中治愈1806
例�有效179例�总有效率94．5％；
西医组890例中治愈361例�有效
127例�总有效率为55．9％�两者有
显著性差异（P<0．01）。
2．2 疏肝化瘀促黄体萎缩 徐

萍[11]以鲜益母草胶囊治疗功血经
期延长、中医辨证属血瘀型者30
例�每次2粒�每日3次口服；月经
来潮后第3天后开始�连服10天。
连续2个月经周期�治愈3例�显效
5例�有效15例�无效7例�总有效
率76．67％。李国珍[12]以丹栀逍遥
散加减[牡丹皮、栀子、白术、当归、
黄芩炭、白芍各10g�生甘草、柴胡、
川楝子各6g�茯苓12g�薄荷3g（后
下）]治疗气郁化火型功血86例�
治愈55例�好转27例�无效6例�
总有效率95．3％。王秋菊[13]认为生
育期妇女多因肝郁血热�肝失所
藏�郁热扰动血海�迫血下行。治以
疏肝解郁�凉血止血�方选丹栀解
郁清经汤（生地黄、黄芩、炒栀子、
牡丹皮、白茅根、白芍、地榆、柴胡、
夏枯草、旱莲草）�结合补充孕激
素�采用西药迅速止血�然后中药
调治�治疗40例�痊愈率90％�总
有效率97．5％。刘丽霞等[14]应用具
有活血化瘀、破瘀散结之功效的桂
枝茯苓胶囊治疗子宫内膜不规则

剥脱出血200例�痊愈62例�显效
130例�无效8例�总有效率为
96％。

3 按功血表现不同分期治疗

黄体期因黄体功能不足孕激

素分泌减少或黄体过早衰退�使子

宫内膜分泌反应不良�表现为月经
频发、经量过多或排卵期出血；有
时因卵泡期延长�黄体期缩短导致
不孕或流产；或黄体发育良好但萎
缩过程延长�导致子宫内膜不规则
脱落而表现为经期延长达10日以
上�经量多。历代中医专家多根据
发病的缓急和出血的新久�本着
“急者治其标�缓者治其本” 的原
则�拟订“塞流、澄源、复旧”三法。
现多在临证中灵活运用�三法互为
前提�相互为用�各有侧重�具体论
治则当分清出血期和止血后的不

同辨证。出血期以止血为主�血止
后则按卵泡期、排卵期、黄体期、行
经期不同而补肝脾肾、促排卵、促
黄体发育调月经。

沈嵘等[15]分两期治疗功血�西
药（止血三联、性激素）结合中药补
肾止血汤（黄芪、炒白术、熟地黄、
枸杞子、川续断各15g�补骨脂、炒
蒲黄各10g�血余炭、墨旱莲各15g�
煅龙牡各20g）�血止后改服益黄调
周汤（熟地黄、川续断、杜仲、炒白
术、菟丝子、巴戟天、枸杞子、肉苁
蓉、陈皮各10g�当归6g）�每日1
剂�连服至下次月经来潮以调整月
经周期�促进排卵。结果治愈率
92．2％�显效率5．2％�有效率
2．6％�总有效率为100％。霍乃芬
等[16]采用后半周期疗法治疗功血
以补充黄体功能不足�同时出血时
用中药收涩止血�祛瘀生新�以生
龙骨、生牡蛎、山茱萸各30g�三七
粉6g（兑服）治疗。气血虚加阿胶
15g�黄芪、旱莲草各30g；阴虚加熟
地黄、枸杞子各30g；血瘀加牡丹皮
10g�栀子12g�益母草15g；脾胃气
虚加党参30g�白术20g。血止后补
肝肾�益气血�恢复元气�用党参
30g�黄芪40g�女贞子、旱莲草各
20g�阿胶15g（烊化）�桑椹20g�何
首乌30g�水煎服�2日1剂�服至月
经来潮停服。中西药治疗组总有效
率为94．1％�与对照组的80．6％相

比�有显著性差异（P<0．01）。随访
观察结果�中西药组复发率
10．4％�明显低于西药组36．0％�
可见中西药组治疗效果较稳定。姚
岚[17]以中西医结合治疗功血58
例�西药予6－氨基乙酸、止血环
酸、安络血口服或肌肉注射；出血
多、时间长、贫血严重者予输液�适
当运用抗生素和少量多次输血。中
药补肾为主�兼健脾养肝止血�出
血期用肉苁蓉、熟地黄、旱莲草、当
归、白芍、白术、川芎、茯苓、地榆、
益母草、山药、桑寄生、五味子。每
日1剂�5－7天为1个疗程�连用3
个周期。血止后用六味地黄丸6g�
每日2次�或乌鸡白凤丸1丸�每日
2次�至月经来潮止。结果58例中
治愈39例�有效16例�无效3例�
总有效率94．83％。

4 中医治疗功血机制的实验研究

许秀兰等[18]通过对大鼠的凝
血机制、性激素水平、子宫收缩影
响等实验研究�认为固崩汤（黄芪、
党参、柴胡、杜仲炭、黑木耳炭、阿
胶、海螵蛸、三七、熟地黄、炒白芍
等）能明显缩短凝血酶原时间和部
分凝血活酶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5）；能缩短大
鼠阴道出血时间�与对照组比较有
显著性差异（P<0．05）。王玲等[19]

用放射免疫法检测功血宁 （女贞
子、旱莲草、生地黄、山茱萸、菟丝
子、当归、太子参、牡丹皮等）大、小
剂量组、阳性对照组和空白对照组
大鼠血清 FSH�LH�E2�P水平和各
组大鼠卵巢、子宫称重�进行组织
形态学观察及卵泡成熟总数测定

并作比较�结果功血宁大剂量组血
清 FSH�LH�E2和 P水平显著增高
（P<0．01）�卵巢和子宫重量明显
增重（P<0．01）�卵泡成熟总数增
加（P<0．01）�组织形态学观察有
明显改变�提示功血宁能提高大鼠
生殖激素水平�改善卵巢功能�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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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排卵�对下丘脑－垂体－卵巢轴
功能有整体调节作用。杜惠兰等[20]

通过实验表明补肾固冲口服液（补
骨脂、菟丝子、党参、炒蒲黄、升麻
等）能缩短小鼠出、凝血时间�显著
提高大鼠不同时间的离体子宫平

滑肌静息张力（P<0．01）�具有较
强的收缩子宫作用�同时也能轻度
抑制子宫平滑肌自主收缩的幅度�
提示该药临床良好的止血效果主

要是通过加强子宫平滑肌收缩来

实现的�并具有抗感染作用。王普
京等[21]探讨功血证治与子宫内膜
（EM）厚度的相关性�将经过 B超
检查 EM的功血患者 A组与未经
EM检查的功血患者 B 组的中医
辨证治疗效果相比较�A 组中
EM<0．5cm者认为脾胃不足�血海
不充�冲任不固�且出血日久�多有
瘀滞�以益肾健脾、祛瘀固冲为法；
EM>0．5cm者�看作血海充盈�瘀
血阻滞�以活血祛瘀、通经止血为
法。结果：A组的止血时间显著短
于 B组（P<0．01）�A组的愈显率
96．65％显著高于 B 组的68．09％
（P<0．01）；由此得出结论�功血证
治与 EM厚度密切相关�如将 EM
这一量化客观指标纳入功血的中

医辨证治疗中�会使疗效大大提
高。

5 小 结

近几年文献显示�排卵性功能
失调性子宫出血的治疗�已经重视
中医辨证施治和西医辨病分期治

疗相结合�且已经取得显著疗效。
通过把中医传统治法塞流、澄源、
复旧并举和西医止血调整月经周

期综合治疗贯穿到治疗过程中去�
作到既能止血不留瘀滞�又能调整
内分泌功能�同时也重视体质因素
和调经的关系。但大多数中药治疗
功血的机理研究不够�多停留在临
床疗效观察水平�尚未形成统一的
理论�在实验研究方面尚缺乏严谨

的科研设计。今后须完善临床观察
指标�进行大量的病例研究；并开
展中药药理研究�进一步证实中药
止血、调经的作用与性腺轴、凝血
机制的关系�使中医辨证和西医辨
病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西医
结合治疗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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