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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娟运用“三分法”治疗经期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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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经期延长是妇科常见病和多发病，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活质量。罗志娟根据其正气的盛衰将经期延长病程的发展过程

分为“早期、中期、晚期”3 个阶段，结合女性行经期、经后期、经间期及经前期 4 个时期气血阴阳的变化规律，辨证施治，并总结为

“三分法”即分阶段、分周期、分证型三者相结合治疗经期延长，认为临床证候多变常兼证为病，同时强调中西结合诊治思想，现将

其按照“阶、期、证”进行系统总结，以传承其治疗经期延长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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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Zhi-juan Treats Prolonged Menstrual Bleeding with Ｒule of Three Stage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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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longed menstrual period is a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ease and frequently-occurring disease，serious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life of women． Professor LUO divides the process of prolonged menstruation into three stages which
is early stage，medium stage and later stage according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Healthy Qi． LUO＇s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disease was according the process of prolonged menstru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Qi and Blood，Yin and Yang in the four
periods of menstrual period，menstrual intermenstrual period and premenstrual period． And he summarized this method as "
three-point method" which is stages，different periods and syndromes． The clinical syndrome is changeable，several
syndromes might appear at the same time，meanwhile he emphasizes the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inking of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In order to inherit Professor LUO ＇ s thought of prolonged menstrual period，it is summarized
systematically according to the " stage、period and syndr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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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期延长又称为“经事延长”“月经不断”，指月
经周期基本正常，但是行经时间超过 7 d 甚至半月
方净。其临床常见，可见于黄体萎缩不全引起的子
宫内膜不规则脱落、子宫内膜息肉、子宫瘢痕憩室
等［1］。早在《诸病源候论·妇人杂病诸候》即有记
载:“妇人月水不断者，由损伤经血，冲脉、任脉虚损
故也。［2］”罗志娟教授为广西名中医，从事中西医结
合妇科的临床、科研、教学工作 35 年，擅长运用中
医、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月经病、多囊卵巢综合征、
复发性及先兆流产、围绝经期综合征、不孕症中夫妻
的同治同调等。笔者有幸跟随其学习受益匪浅，现
将其治疗经期延长的经验介绍如下。

经期延长者虽不像崩漏量多暴下不止或淋漓不
尽，但病情日久必伤正气，甚或严重者五脏六腑之气
皆可伤。月经有周期性，中医治病辨证为关键，罗志
娟根据女性月经的特点、疾病发展规律以及中医诊
治疾病的特点，总结出“三分法”即“分阶段、分周
期、分证型”相结合论治经期延长。

1 分阶段-病证结合，审病求因，缓急施药
罗志娟根据正气盛衰将经期延长分为“早、中、

晚”三个阶段，早期邪气入内，正气未衰; 中期正气
始衰; 晚期正气衰其大半。

治疗需首辨疾病发展的阶段，病证结合，确定正
气盛衰、病情的严重程度，确立标与本、主与次之关
系。《素问·至真要大论篇》曰:“病有盛衰，治有缓
急”，何病急治，何病缓治，何方先施，何药后用，故
施治前三思而后行，否则前后不循缓急之法动手便
错。罗志娟认为此时中西医病证结合，不拘泥于中
医四诊合参，借助于西医现代诊疗技术，如血常规、
B 超、性激素检查等，了解有无器质性病变导致的经
期延长，有无贫血、凝血功能障碍等。如子宫内膜息
肉引起经期延长患者属于中医癥瘕范畴，有瘀血于
内之本，病情日久正气已衰其大半，出现明显气血两
虚症状，如气短懒言、神疲乏力，血常规提示贫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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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两虚虽为标却为主，先给予补中益气汤加减再改
人参为党参，重用党参 30 g，乃党参性平入脾，对于
寒或热体质皆宜。再者脾乃气血生化之源，《本草
纲目》记载“为中药中之大补珍品”。待气血恢复后
方可活血消癥，可给予血府逐瘀汤随证加减，气虚者
加党参，血热者加淡竹叶、荷叶，罗志娟喜爱用质轻
之品清热，药力缓不伤正，若偏阴虚加百合、石斛、玉
竹等。

2 分周期-期证结合，随期用药
月经周期根据气血之盈亏及阴阳之长消的关系

可分为行经期、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3］。罗志娟
根据其不同时期的特点，自拟调经 1 号方、2 号方、3
号方、4 号方治疗经期延长。

2. 1 行经期
可表现为雌孕激素撤退、基础体温高温相下

降［4］。此时经血流出，重阳转阴，阳随血泄。罗志
娟认为，经期延长者月经期大体表现分两种，一是经
期点滴出血几天后经血如常; 二是初月经如常后点
滴数天［5］。并将经期延长者行经期分为前半周期
与后半周期。月经前半周期以促进经血排出为主，

可给予调经 4 号方( 桃仁、红花、川芎、泽兰等) 或血
府逐瘀汤，后半周期以补虚止血调经为主，但不忘活
血祛瘀，因为此期乃血室开放，瘀随血流，可给予桂
罗氏参补汤( 党参、白术、补骨脂、山药、三七、益母
草、蒲黄等) ，或选择加用既有止血又有活血功效的
止血药，如蒲黄炭、茜草。

2. 2 经后期
月经结束、排卵之前属于卵泡期，是整个月经周

期的奠基［6］，表现为基础体温持续低相，此时阴血
渐长，子宫藏而不泻，给予调经 1 号方( 菟丝子、枸
杞子、白芍、熟地等) 滋养阴血，养精长卵，促进卵泡
生长及黄体功能的发育，预培其损，以防止下一周期
经期延长的发生。肝肾乃女子“先天之本”，故给予
枸杞子滋补肝肾，白芍、熟地养阴血，擅补阴者，当阳
中求阴，张景岳曰“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给予菟
丝子补肾阳、益阴精，阴阳双补，《神农本草经》列此
为上品。

2. 3 经间期
处于 2 次月经中间属于排卵期，表现为白带呈

拉丝状，基础体温开始升高，此时重阴至极，阴阳处
于极度不平衡状态，通过下泄即排卵达到阴阳转化。
阴消阳长之期，若阴继续增长，不受抑制，阴不转化
为阳，影响阳的生长。继而影响月经期阴阳之转化，

可见经水不断。此阶段气血运动旺盛，可给予调经
2 号方( 菟丝子、川芎、当归、覆盆子等) ，当归、川芎
活血之品，协助其气血运行，促进其阴向阳转化，并
给予菟丝子、覆盆子补肾固冲之品，约束其气血运行
太过，以防经血非期而下。

2. 4 经前期

为排卵之后月经来临之前，表现为基础体温处
于高温相，孕激素分泌增加，可见胸闷烦躁、乳胀、面
部痤疮等不适，阴液渐消，阳气渐长，补阳为重点，补
阳中加入理气调经之药，疏肝理气，疏导阳气之升
发，助阳气的生长若阳气生长不足，未至重阳，无以
转阴，阻碍月经期阴阳之转化; 升发不足，阳气郁内
则可见气滞、血热，血室受扰而致经期延长。罗志娟
认为“上工治未病”，此时给予调经 3 号方( 菟丝子、
续断、桑寄生、仙茅等) 温肾阳，疏肝气，顺应阴阳气
血之变化，可避免气血郁于体内，血室受扰而发经期
延长。

3 分证型-“阶、期、证”结合，随法易药
罗志娟认为治病讲究四诊合参，辨证论治，衷中

参西，借助西医的技术审慎病因［7］。经期延长结合
疾病发展阶段、月经周期辨证论治，“阶、期、证”结
合。气虚重者以举元煎加减，经期加少量益母草、泽
兰、路路通活血化瘀之品促进经血排出; 经后期滋养
阴血，加熟地、白芍、当归、阿胶、鹿角胶、菟丝子等，

阿胶、鹿角胶血肉有情之品“能栽培身肉之精血”，

菟丝子阳中求阴，佐助滋阴; 随着月经期推移，逐渐
加入杜仲、巴戟天、淫羊藿等温补肾阳。气虚不甚
者，可随期以调经 4 号方、调经 1 号方、调经 2 号方、
调经 3 号方为主，加入党参、黄芪等益气扶正。血热
甚者可给予清经散，结合周期加减，偏阴虚者加石
斛、太子参清热滋阴，偏湿热者重用茯苓，加薏苡仁、
黄柏; 血热不甚者，可随期给予调经方随证加减。罗
志娟认为血热者经后期复阴尤为重要［6］，因为此期
为月经周期的奠基，阴血生长之时顺势而行，更好地
促进阴血恢复，防止下一周期经期延长发生。血瘀
甚者可给予调经 4 号方或桃红四物汤合失笑散或血
府逐瘀汤加减活血化瘀。认为血瘀者需重视月经
期，因为月经期子宫泻而不藏，顺应气血走行，促进
经血排出，使瘀血有所走。《证治准绳》曰:“污秽之
血为瘀血”［8］，防止瘀血留内影响气血运行。罗志
娟认为虽有血瘀之本，但在经后期切勿过量用活血
化瘀之品，避免破血，因为经后期子宫藏而不泻，宜
静。临床上证候多变，兼证为病常见，如血瘀者可挟
气虚血热，二者甚或三者兼夹为病，辨证论治、随证
加减尤为重要。

4 典型病案
龙某，33 岁，2018 年 5 月 12 日初诊: 月经 10 余

天干净已 3 个月，前 7 d 量如正常月经，后 7 d 点滴
状，量中、色暗红有血块。既往经期为 7 d，末次月经
2018 年 5 月 1 日，今月经第 12 天点滴状，面色暗，

舌质暗，脉细弦。怀孕 3 次，顺产 2 次，人工流产 1
次，月经周期 30 ～ 33 d，经期 10 ～ 14 d。阴超提示:

子宫内膜 15 mm，子宫内膜稍增厚，余未见异常。中
( 下转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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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诊断经期延长，西医诊断异常子宫出血，给予血府

逐瘀汤合四君子汤加减，7 剂水煎服。2018 年 5 月

20 日二诊: 诉服上药 2 d 后 月 经 干 净，末 次 月 经

2018 年 5 月 1 日，经期 14 d，现觉乳房胀痛，稍烦

躁，难以入睡，给予逍遥散加减，7 剂水煎服。2018
年 6 月 2 日三诊: 末次月经 2018 年 6 月 1 日，今月

经第 2 天量开始增多，色暗有血块，伴下腹部疼痛。
先给予调经 4 号方 3 剂，后给予桂罗氏参补汤 4 剂。
2018 年 6 月 10 日四诊: 末次月经 2018 年 6 月 1 日，

服药后月经 7 d 结束，量中色暗有血块，诉服药 1 d
后血块排出顺畅，腹痛缓解，舌稍暗，脉细弦，给予调

经 1 号方，7 剂水煎服。
按语: 经期延长时间已有 3 个月，前 7 d 如正

常月经，后点滴不净，本有瘀血于内不去，新血难

安，血不归经，故见月经点滴不净，血块乃瘀血的

直观表现 ; 血 瘀 于 内 脉 道 不 通，新 血 难 以 上 达 濡

养面部则 见 面 色 暗 ; 通 则 不 痛 不 通 则 痛，故 可 见

血瘀排出 后 腹 痛 减 轻。虽 瘀 血 阻 内 但 不 应 过 度

祛瘀，要结合月经周期及体质。本例患者经期延

长已有 3 个月，正气已伤属于疾病中期，辨证属

气虚血瘀，正 处 于 月 经 期 后 半 周 期，祛 瘀 同 时 需

固护正气，选 择 祛 瘀 兼 止 血 之 品，并 合 四 君 子 汤

扶正，防止破血太过造成经血不止; “经水出于肾

水”，肾乃根本，调经不忘肾，调经之时可加入 菟

丝子等补 肾 之 品，再 者 人 之 一 身 不 外 乎 阴 阳、气

血，调经顺 其 阴 阳 与 气 血 的 生 长 及 运 动 规 律，因

势利导必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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