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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目的

]

探析黄元御妇科学领域遣方用药特点，总结其治疗妇科经带胎产诸病的学术特色。

[

方法

]

结合《四圣心源·妇人解》及《黄元御药解》，整理

其所载方剂及药物，统计频数并进行分析。分别从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分析黄氏遣方特点，进而归纳总结其临证用药特点，并结合临床验案

进一步阐述其遣方用药思路。

[

结果

]

黄氏治疗妇科经带胎产诸病多从肝脾论治，病机多与“土虚木陷”相关。 《四圣心源·妇人解》共

11

篇，方剂

20

首，

用药频数最高者分别为甘草、桂枝、茯苓、芍药、丹皮等，体现了黄氏注重培土疏木、兼以行血化瘀、善用温阳之品的用药特点。 其方药应用于临床中疗

效显著，如以桂枝姜苓汤补中暖脾、疏肝调经治疗脾虚肝郁之月经先期者，以豆蔻苓砂汤开郁降浊、和胃止呕治疗脾虚湿盛之妊娠恶阻者。

[

结论

]

黄氏

在遣方用药上重视中气，贵阳贱阴，治疗妇科经带胎产诸病重视肝脾、扶阳为先，疗效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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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using herbs and prescriptions in gynecology of HUANG Yuanyu and summarize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 of his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Methods] The prescriptions and herbs in Sisheng Xinyuan

·

Furenjie and HUANG Yuanyu Yaojie

were sorted out

，

and their frequencies were calculated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HUANG's using prescription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menstrual diseases

，

leukorrheal diseases

，

pregnancy diseases and postpartum diseases. His clinical medication feature was summarized

，

and his thinking

of using herbs and prescriptions was set forth based on clinical cases. [Results] HUANG's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diseases was mainly based on the

liver and spleen

，

and the pathogenesis was mainly related to

“

soil deficiency and wood depression

”

. There were 11 articles and 20 prescriptions in

Sisheng Xinyuan

·

Furenjie

，

and the herbs with highest frequencies were Radix Glycyrrhizae

，

Ramulus Cinnamomi

，

Poria cocos

，

Radix Paeoniae and

Cortex Moutan

，

which reflect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HUANG's using herbs while paying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soil and dredging wood

，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to remove blood stasis at the same time and making good use of warm herbs. His prescriptions were clinically effective. For example

，

Guizhi

Jiangling Decoction was used to treat premature menstruation of spleen deficiency and liver depression by invigorating the middle-Jiao and warming the

spleen

，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Doukou Lingsha Decoction was used to treat pernicious vomiting of spleen deficiency with

dampness retention by relieving depression and regulating stomach to stop vomiting. [Conclusion] HUANG Yuanyu academically paid great attention to Qi

of the middle-Jiao and highly valued Yang rather than Yin. And he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liver and spleen in treating gynecological diseases

，

which

achieved curative effect.

Key words: gynecology; menstruation

，

leucorrhea

，

pregnancy and delivery subjects; using herbs and prescriptions; strengthening Yang; Qi of the

middle-Jiao; modern clinical application; Sisheng Xinyuan; HUANG Yu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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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医黄元御，名玉路，一字坤载，号研农，别

号玉揪子。 黄氏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本

着厚古崇经的思想，被后世称为“医门大宗”。 《四圣

心源》是黄氏晚年的著作，被后世医家誉为“诸书之

会极”，是黄氏将自己一生对四圣（黄帝、岐伯、扁鹊、

张仲景）及其著作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理解，

进行高度系统化的一部精华之作。 《四圣心源》中对

妇人经带胎产诸病的阐发，其“调经养血，扶阳为先；

妇科杂病，调之肝脾；胎妊产后，首在补土”的思想及

对遣方用药的见解独到，十分值得探究。 本文通过分

析黄氏遣方用药的特点， 总结其治疗妇科病的学术

特色，以期为妇科病的中医治疗提供借鉴。

1

辨证遣方特点

1郾1

月经病 黄氏认为经水之原，化于己土，脾阳左

旋，温升而生营血，所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

谓血也。 有云：“血者，木中之津液也，木性喜达，木气

条达，故经脉流行，不至结涩，木气郁陷，发生不遂，则

经血凝滞，闭结生焉。 ”

[1]163

闭经的病机缘于肝木之郁，

而其肝木之陷，咎在于脾，脾土湿陷，抑遏肝木发达之

气，因此以桂枝丹皮桃仁汤，即桂枝茯苓丸加丹参、甘

草治疗。 方中茯苓配伍甘草培土泻湿为主药，茯苓泻

水燥土、冲和淡荡，甘草培植中州、养育四旁；桂枝配

伍芍药疏木清风，桂枝达肝气之郁，芍药清风木之燥

也；佐以丹皮、桃仁、丹参行血破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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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漏则责之于肝木之陷，肝木主生，木气条达，则

经血温升，不至下泄。木气不达，经血陷流，则病崩漏。

而导致木陷的原因，亦是由于土湿，水旺土湿，脾阳陷

败，不能升发木气，升举经血，于是肝气下郁，而病崩

漏。 由于黄氏

[1]162

认为“调经养血之法，首以崇阳为主

也”，故其十分推崇仲景温经之法，如以桂枝姜苓汤

（甘草、茯苓、桂枝、芍药、干姜、丹皮、首乌）治经漏，以

桂枝姜苓牡蛎汤（甘草、茯苓、桂枝、芍药、干姜、丹皮、

首乌、牡蛎）治血崩。 首乌养血荣筋、息风润燥，敛肝

气之疏泄，用之崩漏淋漓俱止。

月经先期与后期，其机制与闭经和崩漏类似。 先

期者，木气之疏泄，崩漏之机也；后期者，木气之遏郁，

闭结之机也，其缘由也总归于脾湿而肝陷，木气郁陷，

不得发扬，则经血凝瘀，不能通畅。 黄氏

[1]165

曰：“其通

多而塞少者，木气泄之，故先期而至。 其塞多而通少

者，木不能泄，则后期而至。 ”故常以桂枝姜苓汤治经

水先期，姜苓阿胶汤（桂枝丹皮桃仁汤去桃仁，加首

乌、阿胶）治经水后期。

对于痛经的病机， 黄氏归于肝气郁塞而刑脾，水

土湿寒，乙木抑遏，血脉凝涩不畅，经水不利，木气壅

迫，疏泄不畅，克伤脾脏，则成经前腹痛；经后血虚，肝

木失荣，枯燥生风，贼伤土气，则成经后腹痛。 以苓桂

丹参汤（丹皮、甘草、干姜、茯苓、桂枝、丹参）温燥水土

治经前腹痛，归地芍药汤（当归、地黄、甘草、桂枝、茯

苓、首乌、芍药）温经养血治经后腹痛。

1郾2

带下病 带下病在《四圣心源·妇人解》中属于

杂病篇 ，“土湿木郁 ，生气不达 ，奇邪淫泆 ，百病丛

生”

[1]168

。相火下衰，肾水澌寒，经血凝瘀，结于少腹，阻

碍阴精上济之路，肾水失藏，故精液淫泆，流而为带，

故云“带下者，阴精之不藏也”

[1]168

。 而造成下寒上热的

原因，则过不在于心肾，而在于脾胃之湿，有云：“土湿

则脾胃不运，阴阳莫交，阳上郁而热生于气，阴下郁而

寒生于血。 血寒，故凝涩而瘀结也。 ”

[1]169

黄氏治疗带下病的主方为温经汤，即仲景温经汤

（人参、甘草、干姜、桂枝、丹皮、当归、阿胶、麦冬、芍

药、川芎、茱萸、半夏）加茯苓，温中去湿、清金荣木、活

血行瘀。 当然，除了治妇人带下外，少腹寒冷，久不受

胎，或崩漏下血，或经来过多，或至期不来也可应用。

1郾3

妊娠病 对于妊娠病， 古往今来医家多从肾论

治，但黄氏

[1]171

认为“胎妊者，土气所长养也。 气统于

肺，血藏于肝，而气血之根，总原于土。 土者，所以滋

生气血，培养胎妊之本也”。 木升火化、金降水生，则

胎气坚完。 生长之气衰，则胎堕于初结，收成之力弱，

则胎殒于将完，其实皆土气之虚也，所以养胎之要，首

在培土，其重视中气的学术思想一以贯之。

妊娠恶阻之证，“胎气一结，虚实易位，大小反常，

缘于中气之壅阻也”

[1]172

，所以胃气上逆，恶心呕吐，食

不能下，治宜培土泻湿、行郁理气，方拟豆蔻苓砂汤

（白蔻、杏仁、甘草、砂仁、芍药、丹皮、茯苓、橘皮）。

“命门阳败，肾水澌寒，侮土灭火，不生肝木，木气

郁陷，而贼脾土，此胎孕堕伤之原也。 ”

[1]174

黄氏对腹痛

之胎动不安者，责之木陷而克土，拟姜桂苓参汤加砂

仁、芍药治疗。 方中茯苓、甘草培土泻湿，人参补中培

土，干姜燥湿温中，桂枝、芍药清风疏木，丹皮行瘀泄

热，砂仁行气安胎。

黄氏认为，胎漏或由于肝脾阳弱，不能行血，瘀血

积聚而阻碍经络，此为离经之血，于是下漏，方用桂枝

茯苓汤，即仲景桂枝茯苓丸加甘草培植中州；或由于

肝脾下陷，肝气贼脾，而致下血伴腹痛，治宜疏木达郁

而润风燥，其漏血腹痛自止，方用桂枝地黄阿胶汤（甘

草、地黄、阿胶、当归、桂枝、芍药、茯苓、丹皮）。

1郾4

产后病 黄氏

[1]175

有云：“产后血虚气惫，诸病丛

生。 ”《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 言：

“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

难。 ”对于产后三病，黄氏

[1]176

认为“胎气生长，盗泄肝

脾，土虚木贼，为诸病之本”。 血弱经虚，表疏汗泄，又

感风寒，则病痉；气损阳亏，凝郁内陷，群阴闭束，则病

冒；津枯肠燥，阴凝气结，关窍闭涩，则便难。 拟桂枝

栝蒌首乌汤（桂枝、芍药、栝蒌根、首乌、生姜、大枣、甘

草）治柔痉，发热汗出者；葛根首乌汤（桂枝、芍药、甘

草、葛根、麻黄、首乌、生姜、大枣）治刚痉，发热无汗

者；桂枝茯苓人参汤（人参、甘草、茯苓、桂枝、生姜、大

枣）治阳虚郁冒；苁蓉杏仁汤（甘草、杏仁、白蜜、肉苁

蓉）治津亏木燥，大便艰难。 总以培土疏木为本，或加

以养血润燥，或加以解表疏风，或加以润肠通便。

2

临证用药特色

2郾1

注重培土疏木 黄氏

[1]52

言：“胃主降浊，脾主升

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则

人之衰老病死， 莫不由此， 以故医家之药， 首在中

气。 ”因此，治疗上黄氏时刻强调执中培土，升脾陷而

降胃逆。 脾胃之升降，亦即调达阴阳之升降，推运肝

心肺肾、气血精神之轮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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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圣心源·妇人解》共

20

方，而

20

方均用甘草，可

见黄氏对甘草的重视，称其为“交媾精神之妙药，调济

气血之灵丹”

[2]9

。 甘草性甘、平，入脾胃心肺经，补益脾

气，调和诸药，“体具五德，辅以血药，则左行己土而入

肝木，佐以气药，则右行戊土而入肺金……脾胃者，精

神气血之中皇，凡调剂气血，交媾精神，非脾胃不能，

非甘草不可也”

[2]11

。 本篇

14

方用到茯苓， 茯苓性甘、

淡、平，入脾心肾经，泻水燥土，冲和淡荡，黄氏

[2]92

称

其为“除汗下之烦躁，止水饮之燥渴，淋癃泄痢之神

品，崩漏遗带之妙药”。

妇人病除了归因于脾土湿困外， 还责之肝木郁

陷， 黄氏喜用桂枝达肝气之郁， 加芍药清风木之燥。

《四圣心源·妇人解》中桂枝配伍芍药共

12

方，单用桂

枝

17

方，单用芍药

14

方。 桂枝入肝家而行血分，走经

络而达营郁，善解风邪，最调木气，得之脏气条达，经

血流畅。 “大抵杂证百出，非缘肺胃之逆，则因肝脾之

陷，桂枝既宜于逆，又宜于陷，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良

功莫悉，殊效难详。 凡润肝养血之药，一得桂枝，化阴

滞而为阳和， 滋培生气， 畅遂荣华， 非群药所能及

也。 ”

[2]62

芍药入肝家而清风，走胆腑而泻热，厥阴以风

木之气，生意不遂，积郁怒发，而生风燥，芍药酸寒入

肝，专清风燥而敛疏泄，故善治厥阴木郁风动之病。

2郾2

兼以行血化瘀 《长沙药解》云：“血者，木之精

液，而魂之体魄也。 风静血调，枝干荣滋，则木达而魂

安。 温气亏乏，根本失养，郁怒而生风燥，精液损耗，

本既摇落，体魄伤毁，魂亦飘扬，此肝病所由来也。 于

是肢寒脉细，腹痛里急，便艰尿涩，经闭血脱……”

[2]44

木性善达，水土寒湿，生气不达，是以血瘀。

《四圣心源·妇人解》中

14

方用丹皮，丹皮辛凉疏

利，善化凝血而破宿癥，泻郁热而清风燥，善治血滞经

闭、痛经等。 此外，丹参行血破瘀、通经止痛，“癥瘕崩

漏兼医，调经安胎，磨坚破滞”

[2]127

。 当归养血滋肝、清

风润木，“调产后而保胎前， 温经最效”

[2]43

，《四圣心

源·妇人解》中

4

方用到当归、丹参。 桃仁通经而行瘀

涩，破血而化癥瘕；阿胶养阴荣木，补血滋肝，止胞胎

之阻疼，收经脉之陷漏，最清厥阴之风燥，善调乙木之

疏泄，亦各有

3

方用到。

2郾3

善用温阳之品 黄氏独创了中气轮转思想，而

使中气轮转的方法，则是“泄水补火，扶阳抑阴”

[1]52

。

其“补火”之“火”和“扶阳”之“阳”皆指脾阳，故“补火

扶阳”之法，指的是温中燥土。 “扶阳抑阴”为黄氏的

另一主要学术观点，太阴以湿土主令，阳明从燥金化

气，从气焉能敌过主令之气，是以太阴常旺，阳明常

衰，故“扶阳抑阴”，为一定之法

[3]

。

温补脾阳以干姜配甘草为主，其配伍源于仲景经

方，理中汤、肾着汤、半夏泻心汤、柴胡桂枝干姜汤诸

方皆以干姜配甘草为扶脾阳的主要药对。 干姜温中

以回脾胃之阳，燥湿温中，行郁降浊，补益火土，暖脾

胃而温手足；甘草培植中州，养育四旁。 去寒湿则以

桂枝配茯苓为主，《四圣心源·妇人解》 篇中有

13

方以

苓桂配伍，其配伍亦源于仲景，仲景治疗痰饮的苓桂

术甘汤用桂枝配茯苓通阳化痰饮，桂枝茯苓丸也以苓

桂配伍，通阳活血为先导。 黄氏认为脾不升清源于脾

阳不升，脾阳虚衰则寒湿中阻，故以茯苓泻湿，桂枝清

风而疏木为主。

3

临床拓展应用

笔者将黄氏理论应用于临床诊疗中，发现从“中

气”论治，使用桂枝姜苓汤治疗崩漏及月经先期疗效

显著， 不论二七少女或是七七妇人经水淋漓不尽、月

事提前而至往往可取得不错的疗效。 笔者曾以豆蔻

苓砂汤治疗妊娠恶阻一例， 投以豆蔻苓砂汤少量频

服，胃纳及精神明显改善。 其余方剂，尚待进一步于

临床实践中验证。

3郾1

病案一 蔡某， 女，

26

岁，

2020

年

4

月

20

日初诊。

主诉：月经先期半年。生育史：

0-0-0-0

。月经史：初潮

13

岁，周期

23～25 d

，近半年来经讯一月两行，末次月

经

2020

年

4

月

10

日，量中，

6 d

净；前次月经

2020

年

3

月

20

日，量少，

8 d

净。刻下：烦躁易怒，夜寐欠安，二便尚

调，舌淡红，苔薄，脉弦细。 观前医曾从血热论治，效

鲜，思及黄氏

[1]165

“其通多而塞少者，木气泄之，故先期

而至”的理论，辨证为脾虚肝郁，改投以桂枝姜苓汤治

之。 处方：丹皮

10 g

，甘草

6 g

，茯苓

10 g

，制首乌

10 g

，干

姜

6 g

，桂枝

10 g

，炒白芍

10 g

，柏子仁

10 g

，绿梅

花

5 g

。 共

7

剂，一日一剂，水煎服。

4

月

29

日二诊。 月经未至，烦躁好转，舌脉同前。

处方：丹皮

10 g

，甘草

6 g

，茯苓

10 g

，制首乌

10 g

，干

姜

6 g

，桂枝

10 g

，炒白芍

10 g

，路路通

10 g

。 共

7

剂，

一日一剂，水煎服。

5

月

7

日三诊。 末次月经

2020

年

5

月

6

日， 量中，色

鲜，夜寐改善。处方：丹皮

10 g

，甘草

6 g

，茯苓

10 g

，制

首乌

10 g

，干姜

10 g

，桂枝

10 g

，炒白芍

10 g

，旱莲草

10 g

。 共

7

剂，一日一剂，水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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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卷第

12

期

如此加减治疗

2

个月，月经周期基本规则。

按语：患者木气郁陷，肝失疏泄，而致经血陷流，

先期而至，烦躁易怒。 究其木陷之由，则因于土湿，土

湿之由，原于水寒。 水土温和，则肝木发荣，木静而风

恬；水土寒湿，不能生长木气，则木郁而风生。 故以桂

枝姜苓汤培土疏木，其中甘草、茯苓培土泻水，干姜燥

湿补火。所谓“肝木左郁而血病”，故以桂枝达木扶阳，

芍药清燥除烦，丹皮泻热化瘀，首乌敛肝养血，绿梅花

疏肝解郁， 柏子仁养心安神。 全方共奏补中暖脾、疏

肝调经之效。 二诊时患者烦躁好转，去柏子仁、绿梅

花，加路路通祛湿通络；三诊时月经已至，去路路通，

投旱莲草加强滋补肝肾、凉血止血之功。经两月调治，

经渐如期。

3郾2

病案二 陈某，女，

31

岁，

2020

年

7

月

8

日初诊。 主

诉：停经

52 d

，恶心呕吐

1

周。 患者近

1

周恶心呕吐明

显，食入即吐，呕吐清涎或胃内容物，伴胃脘不适，倦

怠乏力，小便短少，舌红苔薄腻，脉滑略弦。 辨证为脾

虚湿盛、胃失和降，治以豆蔻苓砂汤加减。 处方：白豆

蔻

3 g

，杏仁

6 g

，甘草

3 g

，砂仁

3 g

，炒白芍

10 g

，茯苓

10 g

，陈皮

5 g

，姜半夏

6 g

。 共

7

剂，少量频服。

患者服上药

3

剂后恶心呕吐明显缓解，胃纳改善，

精神转振，嘱其少食多餐，进食易消化食物。

按语：患者胎孕初结，升降不利，中气郁阻，脾土

湿困，胃土不降，则胃气上逆而恶心呕吐、胃脘不适；

脾虚气血化生不足，则倦怠乏力。 故以豆蔻苓砂汤升

清降浊，其中甘草、茯苓培土渗湿，豆蔻、砂仁化湿行

气，芍药敛阴柔肝，杏仁降气开痹，陈皮、半夏降逆和

胃。 诸药合用，以达开郁降浊、和胃止呕之效。

4

结语

黄元御《四圣心源》一书中自拟方颇多，审其源

流，皆宗四圣之旨，用药简洁，配伍精当。 黄氏盛壮之

年亲遭苦寒之祸，故对滥用寒凉之痹深恶痛绝，临床

多以阳衰土湿、水寒木郁立论，而其基点，无不系于中

气之不调。

“调经养血，扶阳为先”

[1]162

，黄氏认为调血养血当

以崇阳为要， 强调阳气在治疗月经病中的重要地位，

崇土扶阳一直是黄元御核心学术思想之一

[4]

。 “妇人

之病，多在肝脾两经”

[1]168

，黄氏之学，最重脾胃升降，

而妇人之病与肝木关系最近，故又重升达脾阳，认为

脾阳健运则木达血畅

[5]

。 “养胎之要，首在培土”

[1]171

，黄

氏独创中气升降理论，四象之推迁，皆中气之转运也，

土中阳旺、升降有序则胎气畅茂。 综上所述，黄氏独

特的学术思想，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值得进一

步学习，并于临床中深入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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