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让公众了解人类没有解决的健康问题很多, 公众

只能在现实状态下选择康复方式。个别不尽人意

的地方多数是因为人类现有解决问题能力的局限,

而不是健康工作者失去了救死扶伤的道德准则,只

有这样,中医心理学以及其他健康理论才有可能较

好地发展。

3 科学主义

中医、西医及中西医结合为当今我国医学发展

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任何一个学科的发展不可

能因为某种因素的加入而能得到真正的提高, 而是

靠自身的努力、自身的不断创新和完善才能达到,

正因如此,中医理论工作者为了中医心理学能更好

地发展,必须做好如下几项工作。

3. 1 对科学主义的批判  伽利略用天文望远镜证

实天体运行,是最经典的现代科学范式。这种科学

范式, 实际上是用可观测的真实现象来纠正以往对

客观事物的理解。伽利略的逻辑也可以表述成:一

个真实的现象, 可以否定原有的认识; 但决不能用

原有的认识来否定真实的现象。

科学主义者的荒唐逻辑则是: 中医有效不等于

科学。如果中医在很多方面的有效性尚不能被所

谓的科学取代,那么科学在科学主义者的手中就成

了阻止人类健康的工具;如果中医的效果不能完全

被现代医学所理解, 那么科学在科学主义者的手中

就变成了可以否定客观现象的神明。

3. 2 展示自身理论的价值  能够用中医理论有效

解释各种健康现象, 这首先是解释现代医学的临床

现象, 然后是解释自身的临床现象。当然, 中医学

对这些现象也存在着特殊的解释方式。但这种解

释方式也势必存在着一些让人们不甚满意的地方。

解释现象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被指导者能够

理解。而在这一点上, 现代西方医学心理学比中医

心理学做得更完善一些。而中医心理学在人们用

习惯的表达方式来描述自己的思想方面尚有不足

之处, 这势必会影响中医心理学在人们中的被理解

程度。

用古文来作出说明, 掩盖了不同中医流派对古

文理解和应用上的分歧。试图建立统一临床标准,

然后通过强制手段推行, 对消除分歧是有益的, 但

却不符合科学进步所需要的学术氛围。中医学解

释问题的能力, 如果没有被现代语言准确地描述,

这势必会影响中医心理学的学术地位。对现代医

学概念和手段的吸收程度,对中医心理学的发展可

能也会有所影响。这些都为科学主义者的反对之

声提供了荒唐的理由。中医的学科问题, 对中医心

理学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如何面对现代医

学心理学研究成果? 如何表达中医心理学思想?

如何理解已经习惯的现代医学心理学概念? 等等。

现实生活中, 如何更有信心地面对未知世界,

则体现在我们工作中的方方面面, 更需要中医心理

学工作者的不断努力, 在努力继承的基础上, 还需

要注意到这不只是挖掘中医心理学的古典概念所

能,而需要建立起更广泛的中医心理学文化。或者

说,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如何容纳现代

医学心理学的内容, 应该包括民族文化心理学内容

以及医学伦理学的内容, 只有这样, 才可能冲破环

境的束缚而形成一个有影响的学科。

(收稿日期: 2007- 07- 28)

中医药防治卵巢早衰的思路与方法

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 410006)  郑  纯

关键词  卵巢早衰;中医药疗法; 预防和控制

  卵巢早衰 ( Prema ture ouarilure Fa ilure, POF)是

指妇女在 40岁以前过早绝经,常伴有卵巢分泌雌

激素水平减少或血清中垂体促性腺激素水平增加。

一般血清中促卵泡激素 ( Fsh) > 40Iu /L, 黄体生成

素 ( LH ) > 30 Iu /L, 雌激素 ( E z) < 25pg /m ,l并伴有

更年期综合征的有关症状:潮热多汗、阴道干涩、头

晕、情绪波动、失眠及性欲减退等卵巢功能低落的

临床表现。超声检查卵巢则无器质性病变。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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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卵巢早衰的发病率有升高趋势, 在妇女中约

占 1% ~ 3%。中医虽无卵巢早衰的病名,但从其发

病特点在中医古籍中早有记载,属 /血枯0、/血隔0、

/不孕0、/经水早断 0等范畴。导致本病的病因复

杂,病证深重,严重影响妇女的身心健康, 是妇科疑

难病证。近年来, 随着中医中药研究的不断深入,

以中药代替雌激素治疗 POF已为世人瞩目
[ 1]

, 引起

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现笔者就中医药防治卵巢

早衰的思路与方法介绍如下。

1 对卵巢早衰的认识

西医对卵巢早衰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 认为卵

巢早衰的特点是卵巢对正常的促性腺激素不能做

出正常反应, 使体内呈现高促性腺激素水平, 低雌

激素水平状态。此类患者雌激素水平低下, 可引起

脂质代谢紊乱,导致心脑血管病变、骨质疏松, 且较

正常人群易出现抑郁、焦虑、敌对、社交方面的心理

卫生问题
[ 2]
。近年来, 许多学者对其病因有以下一

些认识
[ 3]

: 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 常见的自身免疫

性甲状腺炎可引起卵巢早衰; 研究发现 A tm /c- k it

基因突变及基因产物可引起始基卵泡凋亡和数量

减少; 半乳糖血症与粘多糖疾病均与卵巢早衰有

关;促性腺激素及其受体因素、物理因素、化学因

素、病毒等。另外, 中医对卵巢早衰病因病机的认

识如下。 ( 1)肾冲任与卵巢早衰。 5素问 #上古天

真论6云: /女子七岁, 肾气盛, 齿更发长; 二七天癸

至,任脉通, 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 故有子; ,,七

七任脉虚, 太冲脉衰少, 天癸竭, 地道不通, 故形坏

而无子也。0肾藏精, 主生殖, 女子到 14岁左右, 肾

气盛, 则先天之精化生天癸, 在后天水谷之精的充

养下最后成熟,在天癸的作用下, 促进月经的出现,

所以月经的产生中肾气盛是起主导和决定性作用

的。5医学正传 6曰: /月水全赖肾水施化, 肾水既

乏,则经水日以干涸。0肾气盛, 脏腑协调, 天癸按期

成熟而至,血海满盈,父精母卵, 故能成孕。因肾气

的盛衰直接关系到肾 -天癸 - 冲任 -胞宫生殖轴

的功能状态, 成为主宰孕育之本, 因此认为本病的

发生与肾、冲任衰少密切相关。 ( 2)肾虚是卵巢早

衰的主要病机。 5傅青主女科 6云: /经水出诸肾0,

/经水早断, 似乎肾水衰涸 0, /肾气本虚, 又何能盈

满,而能化精血外泄耶 0。月水的产生, 必赖肾气

盛,天癸至,任通冲盈后至。七七则肾脉虚, 太冲脉

衰少, 天癸竭而绝经。卵巢早衰的临床特点就是未

至绝经年龄而过早绝经, 与经典中描述的 /七七0变

化颇为相似, 因此笔者认为肾虚是本病的主要病

机,肾阳不足,不能温煦肾精以生天癸,冲任气血不

通,胞宫失于温养,月经难至; 肾阴不足, 精亏血少,

天癸不足, 冲任血虚, 胞宫失于濡养, 经水渐断; 肾

精不足,天癸、冲任失畅,胞宫失养, 月水之源亏乏。

可见本病发生与肾中阴阳盛衰密切相关。 ( 3)肝郁

气滞血瘀与卵巢早衰。现代女性工作节奏高, 生活

压力大,常引起精神紧张及情绪焦虑、抑郁等情绪

激动, 长期的强烈的情志变化,干扰 /肾 -天癸 - 冲

任 -胞宫0 (下丘脑 -垂体 -卵巢 )轴的功能。 5万

氏妇人科6曰: /忧愁思虑, 恼怒怨恨, 气郁血滞, 而

经不行。0情志不畅, 肝失疏泄, 气机抑郁, 郁久成

瘀,血脉瘀阻,运行不畅,郁久化火, 暗耗气血, 气血

不足, 肾失血荣, 冲任气血不足, 血海空虚, 胞宫失

养,无血可下,亦致本病。综上所述,卵巢早衰的主

要病机是肾虚, 与肝郁血瘀密切相关。肾虚包括肾

阴虚、肾阳虚, /肾藏精,主生殖, 为先天之本。0肾精

是天癸的物质基础, 肾阳是其生长与排出的动力,

肾精充足, 任通冲盛, 才能月事以时而下。肝肾同

源,肝藏血,主疏泄, 喜调达, 恶抑郁。脏腑功能之

协调, 气机之升降,七情之变化, 经血不藏泻, 冲任

之通盛,与肝密切相关。肝气郁结, 不得宣达, 疏泄

失调, 以血行不畅, 经血不得下, 亦致本病。肾虚肝

旺,水不涵木, 不能上济于心, 心火亢盛, 出现心肾

不交之症; 肾阳虚不能温煦脾阳,脾虚肝木乘脾, 致

肝脾不调, 生化之源不足, 使肝藏血不足, 故经水早

断,由此可见卵巢早衰与心脾亦有一定关系。

2 卵巢早衰的中医治疗

2. 1 中医辨证  根据临床表现,本病可分为: 肾阴

虚、肾阳虚、肾虚肝郁血瘀、肾虚肝旺、心肾不交、脾

虚痰阻等型。

2. 2 中医治疗  根据肾虚、冲任衰少为卵巢早衰

主要病机, 可以确立补肾是治疗卵巢早衰的基本原

则。补肾重在调补肾阴、肾阳,使之恢复相对平衡,

是治疗用药的关键。根据阴阳虚衰的不同, 或滋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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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阴, 或补肾扶阳,或肾阴阳双补,使其在新的基础

上达到平衡。现代多数医家认为卵巢早衰并不是

不可逆的, 特别对于希望生育的患者, 更应积极治

疗。中药有多系统、多环节的整体调节作用。它本

身不是激素, 但具有明显的调节能力, 特别是能提

高卵巢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性和卵巢中性激素的

含量
[ 4]
。罗元恺教授也认为,补肾药具有提高雌激

素水平,甚至兴奋下丘脑、垂体的作用, ,, 尚有促

进内生殖器血液循环的作用, 通过丰富的血液供

应,提高卵巢、子宫的新陈代谢, 从而促卵巢、子宫

的生长发育。因此以补肾为主治疗本病
[ 5 ]
。

2. 3 兼证治疗  ( 1)肝肾阴虚型选用归肾丸加减:

熟地、山萸、枸杞、淮山、白芍、当归、龟版、鳖甲、紫

河车、桑椹等。 ( 2)肾虚肝郁血瘀型选用左归饮合

逍遥散、桃红四物汤加减: 熟地、丹皮、泽泻、淮山、

当归、白芍、柴胡、郁金、香附、仙灵脾、仙茅、茺蔚

子、紫河车、桃仁、红花、穿山甲等。 ( 3)心肾不交型

选用归肾丸合阿胶黄连汤、二至丸加减: 生地、山

萸、淮山、枸杞、仙灵脾、黄连、阿胶、女贞、旱莲、远

志、枣仁、龙齿、牡蛎等。 ( 4)肾阴阳两虚型选用归

肾丸合二仙丹加减: 熟地、首乌、丹皮、淮山、桑椹、

鹿角霜、紫河车、茺蔚子、仙灵脾、仙茅、巴戟天等。

( 5)脾虚痰阻型选用茯苓、淮山、白术、法夏、广皮、

竹茹、车前仁、桂枝、菟丝子、枸杞子、丹参、牛膝等。

2. 4 针灸治疗  肾对女子天癸、冲任、胞宫的平衡

协调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充实的肾精是排卵的

物质基础,肾虚精少是卵巢早衰的主要原因。督脉

起始于胞中,下出 /会阴0, 沿脊柱上行,至项 /风府 0

穴处络脑,为 /阳脉之海0, 在全身起到统率作用,且

督脉、肾经诸穴, 意在调其脉气, 鼓动肾气功能。现

代医学研究认为, 针灸能激活脑内多巴胺系统, 调

整脑 -垂体 -卵巢的自射功能, 使生殖内分泌恢复

正常生理状态。因此可取大椎、陶道、身柱、灵台、

至阳、涌泉、关元、中极、子宫、肾俞等穴。

2. 5 治疗本病要注意的问题  在药物的选择上,

要注意补肾与养血、补肾与滋阴降火相结合; 用药

时要注意阴中求阳, 阳中求阴, 以平为期。用药温

而不燥, 滋而不腻, 补肾药可适当选用血肉有情之

品,如紫河车、阿胶等。酌情选用疏肝理气活血通

络之品,如郁金、柴胡、香附、水蛭、穿山甲之类, 活

血化瘀通络能使冲任通畅, 经水满盈, 自通而下。

在治疗过程中, 尽量按月经周期用药, 按周期调理,

疗效更佳。注意本病预防重于治疗,本病从月经周

期、经量的改变,如经期延长,量少, 直至闭经, 伴随

有烘热汗出、失眠等卵巢储备功能不足的表现, 要

经历一个较长的阶段, 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卵

巢早衰的发生常有许多前期病变的出现, 要密切观

察这一阶段的变化。有研究证明
[ 6]

, 某些基因突变

与卵巢早衰的发生关系密切。采用补肾养血、活血

疏肝方法治疗的同时, 要配合心理调节, 按摩导引,

注意摄生, 饮食调理, 加强体育锻炼, 乐观向上, 以

此达到预防卵巢早衰的目的。

3 讨   论

卵巢早衰是一种多病因性疾病,有人提出卵巢

功能早衰不是不可逆的, 残存的卵巢功能可能再活

动,卵巢早衰是暂时一过性的
[ 7]
。因本病的主要病

机属肾虚, 故临床上应采用补肾为主的治疗法则。

有研究证明, 补肾中药通过整体调节, 能提高雌激

素水平,其疗效优于雌激素替代疗法
[ 8 ]
。中医药有

多系统、多环节的整体调节作用, 特别能提高卵巢

对促性腺激素反应性和卵巢中性激素的含量, 促使

卵巢功能恢复和改善, 提高卵巢对性激素的敏感

性。因此开展中医药对卵巢早衰影响的研究, 是一

项非常重要的课题, 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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