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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肾调经汤治疗月经失调 40 例临床观察

杨建平

(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 湖南 长沙 产 10 0 0 6 )

【摘要 ] 目的
:

观察补肾调经汤治 万 月经失调的临床万效
。

方 法
:

将 0 8例 月经 失调患者随机分为治 万组和对照组各 0 4

例
。

对照组采用 中成药乌鸡白凤软胶 囊治 万
,

治 万组采用补 肾调 经 汤治 万
。

结 果
:
总有效率治 万组为 95

.

0 %
,

对照组为

87
.

5 %
,

两组比较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尸 < 0
.

05 )
。

两组中医证候积分治 万前后组内比较及治 万后组间比较
,

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 ( 尸 < 0
.

01
,

尸 < 0
.

05 )
。

结论
:

补肾调经 汤治万 月经 失调万效显著
。

〔关键词」 月经失调 ; 肾虚证 ; 中医药疗法 ; 补肾调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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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失调是妇科常见病
、

多发病
,

中医学称月经

病或月经不调 指月经周期
、

经期和经量发生异常 以

及伴随明显不适症状的疾病
。

笔者在近 5 年妇科门

诊中发现月经后期
、

月经量少的患者 有明显增多趋

势 是闭经的前驱症状 易导致流产
、

不孕 严重影响

身心健康
。

笔者采用 中药补肾调经汤治疗月经不调

肾虚证 40 例 取得 良好疗效 并与采用中成药乌鸡 白

凤软胶囊治疗的 40 例进行对比观察 规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80 例均为我院门诊患者 随机分为

两组
。

治 疗组 40 例 中
,

年龄最 大者 45 岁
,

最 小者

16 岁; 病程最长者 20 年 最短者 9 个月
。

对照组 40 例

中 年龄最大者 44 岁 最小者 17 岁; 病程最长者 21 年
,

最短者 8 个月
。

两组年龄
、

病程
、

病情等资料经统计学

处理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尸 > 0
.

05 ) 具有可比性
。

1
.

2 诊断标准 ( l) 西医诊断标准 : 参照 《中药新药临

床研究指导原则户 〕中有关标准拟定
。

( 2) 中医辨证

标准 :参照 《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
`〕及 《中医

妇科学 》 2[] 中有关标准拟定 属 肾虚证
。

主症 : 月经周

期延后 7 d 以上
、

连续出现 2 个月经周期 以上 月 经量

少
、

经色暗淡
、

经质清稀
、

腰骼酸痛
、

神疲乏力 ;次症 : 头

晕
、

耳鸣或耳聋
、

性欲减退
、

面色晦暗或面部暗斑
、

小腹

冷或夜尿多
、

带下多或清稀
、

足跟痛
。

舌脉 : 舌质暗淡
,

舌苔薄白 脉沉细或沉迟
、

尺脉沉弱
。

1
.

3 排除标准 生殖道肿瘤引起的月经不调者 ;

合并心
、

肝
、

肾
、

内分泌异常
、

血液病
、

精神病及其他

严重疾病 者 ; 过 敏体质 者 ; 妊娠妇 女 ; 未按 规定用

药 无法判断疗效者
。

2 治疗方法

2
.

1 治 疗组 采用补 肾调经汤治疗
。

处方 : 熟地

30 9 紫河车 15 9 乃可胶 巧 g 黄精 15 9 桑堪 15 9 女贞子

巧 g 墨旱莲 15 9 魔丝子 15 9 覆盆子 15 9 拘祀 1摊 杜

仲 巧 g 党参 15 9 演蔑 2摊 肖 归 1摊 川 育 1摊 砂仁
5 9 甘草 5 9

。

水煎 海天 1 剂 分 2 次口服
。

2
.

2 对照组 采用乌鸡 白凤软胶囊治疗
。

乌鸡白

凤软胶囊 (贵州三力制药责任公司生产
,

国药准字 :

2 2 0 0 6 0 3 6 9 规格 : 0
.

6 9 ) 口服 海次 3 粒 海天 3 次
。

两组均于月经周期第 5 天开始用药 连服 3 周
,

连续用药 3 个月经周期后统计疗效
,

停用其他 对本

病有治疗作用的药物
。

3 疗效观察

3
.

1 观察指标 观察 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 临床症

状
、

体征变化 采用病症结合综合计分法 〔`〕
,

观察证

候积分
。

评价月经周期
、

月经量
、

面色
、

神 态
,

伴随

症状的变化及改善情况
。

正常 为 O 分
,

每项指标按

正常
、

轻
、

中
、

重程度不同
,

分别计 O
、

1
、

2
、

3 分
,

统计

前后积分变化
。

3
.

2 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 SS 16
.

0 统计软件 包进

行统计学处理
,

计量资料以 ( 牙士 、 ) 表示
,

采用 t 检

验 ,+t 数资料采用 才 检验
。

尸 < 0
.

05 表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3
.

3 疗效标准 参照 《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 导原

则 》 〔`〕中有关标准拟定
。

痊愈 : 月经周期恢复正常
,

月经量正常 及其他症状
、

体征消失
,

证候积分值减

少 ) 95 % ; 显效 : 月经周期接近正常 月 经量明显增

多 其他症状
、

体征明显减轻 ,7 O% 蕊 证候积分值减

少 < 95 % ; 有效 : 月经周期较前好转
,

月经量稍有增

多 其他症状
、

体征较前减轻 另O% 蕊 证候积分值减

少 < 7 0 % ; 无效 : 月经周期
、

月经量及症状
、

体征均

无改善 征候积分值减少 < 30 %
.

3
.

4 治疗结果 总有效率治疗组为 95
.

0 % 对照组

为 87
.

5 % 两组比较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见表 l)

作者简介 : 杨建平 女 庄任医师 研究方向 : 妇科炎症
、

月经不调
、

更年期综合征的中医诊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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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刮宫后单纯宫颈粘连性闭经 5 2例

施金凤

(江苏省淮安市楚州中医院 江苏 淮安 2 2犯 0 0 )

【摘要 ] 目的
:

观察中西 医结合治 万刮宫后单纯宫颈粘连性闭经 的临床万 效
。

方法
:

对 5 2例 单纯宫颈粘连性闭经 患者

在西 医治 万基础上加 中药治 万
。

结果
:

5 2例 患者中痊愈8 4例
,

有效 3 例
,

无效 1 例
,

总有效率为 98
.

08 %
。

结论
:

采用 中西 医

结合治 万刮宫后单纯宫颈粘连性闭经万效肯定
。

〔关键词 〕 单纯宫颈粘连性闭经 ; 中西医结合疗法 ; 四期疗法

[中图分类号 〕咫 7 1
.

9 15
.

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 0 3 一 7 7 0 5 ( 2 0 14 ) 0 9
一 0 0 6 4 一 0 2

闭经是妇科常见病 之一
,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两

类 〔`〕 剧宫后宫颈粘连性 闭经属继发性
,

即 A s h e r -

m a n
综合征 多因人工流产刮宫过度或产后

、

流产出

血刮宫损伤引起 尤其是吸宫完毕取吸管时有负压

或负压过高易引起本病发生
,

笔者采用 中西医结合

治疗本病疗效满意 规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5 2 例均 为本 院 19 9 4 一 2 0 13 年妇

科门诊患者
,

年龄 28
一

43 岁
,

平均 34
.

5 岁
,

病程最

长 7 个月 最短 3 个月
。

1
.

2 诊断标准 参照 《中医妇科学 》 l[] 中闭经诊断

标准制定
。

( l) 既往月经正常
,

有急慢性盆腔 炎
、

宫

颈炎病史
,

均有刮宫史
。

( 2) 月经停闭超过 3 个月

以上 胖小腹 胀痛逐渐加 重
,

腰 酸等症状
。

( 3 ) 妇

检 : 宫颈有举痛
、

子宫略大
、

有压痛
、

活动欠佳
、

附件

双侧压痛
、

探针探 查不能顺利进入宫腔
。

( 4 ) 辅助

检查 : B 超示宫腔内见无 回声积液 其间偶有絮状强
回声

,

宫颈检查排除宫颈恶性病变 2[]
,

排除早 孕等

可能
。

2 治疗方法

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

西 医治疗 : 患者取 膀肤

截石位 膜准子宫位置 B 超监护下 3[] 用探针伸入宫

颈管慢慢分 离并探入 宫腔
,

见暗红色私稠 经血流

出 甚或喷出 积血流 净后再用 宫颈扩张器扩张至

表 1 两组治疗结果及疗效比较 ( 例 )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2气4巧2 O21l444 OO 8治疗组

对照组

9 5
.

O
a

8 7
.

5

注
:
与对照组比较

, “
尸 < 0

.

05
。

3
.

5 两组治疗前后 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两组中医

证候积分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及治疗后组间比较
,

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

( 见表 2)

表 2 两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 牙士 、
分 )

组别
n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组 4 0 1 5
.

0 8 士 1
.

4 7 b 3
.

2 士 2
.

4 3
“ c

对照组 4 0 1 4
.

9 7 士 2
.

3 5 6
.

7 3 士 4
.

3 1
“

注
:
与本组治 万前比较

, a

尸 < 0
.

01 ; 与对照组比较
, b尸 >

0
.

0 5
, c

P < 0
.

0 5
。

4 讨 论

膊青主女科 》载
`

经水出于 肾
” ,

肾为水脏
,

藏

天生之水一一
`

精
” ,

女性得此水润养
,

精 水化 生气

血 不注胞宫 《素问
·

上古天真论 》载
`

女子肾气

盛 任脉通 太冲脉盛 月 事以时下
”

河见肾精足 汽

血盛 月经方正常 ; 肾精匾乏 北生气血不足 河表现

为经期延后
、

月经量减少 并出现其他伴随症状 放应

补肾益精
、

调经养血
。

补 肾调经汤 中熟地补肾育阴
、

养血调经 紫河车
、

阿胶 为血肉有情之品
,

能补 肾益

精
、

补气滋阴
、

补血调经 洪为君药 ;辅 以滋肾养阴 填

精益髓之桑堪
、

女贞子
、

墨旱莲
、

冤丝子
、

覆盆子 补肝

肾之杜仲
、

构祀 益气补血之党参
、

黄 蔑
、

当归
、

黄精
J

同为臣药 ; 川育为血中之气药 肩活血行气之功 砂仁

健脾行气和胃 肪阴柔之品过于滋腻而有痕滞
、

碍胃

之虑 使补而不腻
,

为佐药 ; 甘草调和药性 为 使药
。

全方合用
,

共奏补肾养 阴
、

补血调经之效 使肾精得

补 朋血得养 经水能按时按量正常来潮 诸症尽失
J

较 口服乌鸡白凤软胶囊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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