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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郑纯教授运用风药治疗妇科疾病的临床经验。郑教授认为妇人多郁，风药可宣以去郁; 风药升阳，可治疗

血证; 风药胜湿，可治疗水湿病; 风药入络，可治疗妇科痛证; 风药可作为引经药引经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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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药是一类具有类似风作用特性的药物，现代

多指临床用于祛风或治疗风病的药物［1］。李东垣开

风药升阳之先河，创风药治疗脾胃内伤杂病。郑纯教

授师从全国名老中医刘炳凡，是全国第五批师承带徒

指导老师，从事妇科临床工作 30 余年。郑师认为风

药作用广泛，在妇科疾病中，风药运用得当，疗效独

特。笔者( 指“第一作者”) 有幸在国家名中医传承

室———郑纯妇科工作室随师临诊，受益匪浅。现将

郑纯教授用风药治疗妇科疾病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1 妇人多郁，风药宣以去郁

《灵枢·五音五味》载: “妇人之生，有余于气，

不足于血”，即妇女的生理特点为气有余而血不足。
肝气常有余，肝血常不足，疏泄无度，脾失健运，冲

任不调，气血失和，经、带、胎、产、杂病等众多证候

由生，因郁而致病［2］。《丹溪心法》载: “气血冲和，

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身诸病多生于

郁。”妇人多郁不仅可致情志病，气机不畅常可导致

多种病理产物，如痰饮、血瘀、食积、水湿等。风药

是有风木属性的一类药物，具有生长、升发、条达、
舒畅等特性，犹如春之升发，风之轻扬，其禀轻灵之

气，显木之升发，通畅肝气，开通肝窍，引药入肝，振

奋气机［3］。风药可解肝郁、升清阳、调气机、散郁

火［4］。郑师常用逍遥散、柴胡疏肝散、四逆散等疏

肝之剂配伍少量防风、桑叶、秦艽、苏叶等宣畅气

机，升发肝气，加强疏肝解郁之功效。
2 风药升阳，治疗血证

张仲景《伤寒论》、《金匮要略》奠定了风药治疗

血证的临床学基础，如《金匮要略》中用小建中汤治

“虚劳里急，悸、衄，以桂技、生姜辛散温中、振脾益

气，乃《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气虚宜掣引之”;“唾

脓血，以升麻散火解毒，鳖甲散瘀止血”。妇科血

证，以崩漏、月经过多、月经先期、经间期出血、经期

延长最为常见。血证从脾胃调治有重要意义，益气

血生化皆有赖于脾胃，古人调治气血，往往以归脾

汤补脾阴以生血，补中益气汤补脾阳以生气。李东

垣谓:“参术补脾，非防风、白芷以引导之，则补药之

力不能到”，风药能振脾益气而能摄血。郑师常在

健脾益气的基础上加白芷、荆芥、防风、桑叶、升麻、
蔓荆子振脾升阳，治疗中气下陷导致的各种妇科血

证。如用固本止崩汤加白芷、荆芥治疗阳气不升，

下陷阴中，迫血而下的崩漏; 用归脾汤加桑叶、防风

治疗脾气亏虚，脾不统血之月经量多。
3 风药胜湿，治疗水湿病

“风胜湿”首论于《内经》，在后世医家的发挥

下，风药用来治疗水湿痰饮。《脾胃论》载:“湿寒之

胜，助风以平之”，李东垣用升阳除湿汤治疗脾虚湿

盛，不思饮食，泄泻诸症，方中用防风、羌活、独活、
藁本等与升麻、柴胡配伍，升发清阳，助运水湿。风

药味辛性轻灵升发阳气，振奋气机，气机畅则水湿

行，且风药性温燥，主升阳，善行走，畅达气机，善于

燥湿化痰，畅气胜湿，淡渗药与风药合用，则水易

行，湿易化，即是“风能胜湿”之用［5］。完带汤中用

荆芥穗治疗脾虚带下，郑师常在完带汤的基础上加

防风、羌活等祛风之品治疗寒湿带下; 健脾益肾的

基础上加用荆芥、桑叶等风药治疗湿阻胞宫之不

孕，祛湿助孕; 在健脾化痰的基础上加葛根、防风、
柴胡治疗痰湿型多囊卵巢综合征; 对妇科水肿病也

常加用麻黄、防己等祛风利水之品。
4 风药入络，治疗妇科痛证

风药味辛入络，具发散邪气、破散结滞、宣通气

机、行气活血、疏通脉络之功。久病久痛久瘀入络

者，如顽固性经行头痛、妇科术后软组织粘连痛、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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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恶性肿瘤疼痛，郑师依《临证指南医案》所载“其

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

降，血无凝著，气可宣通”，常用僵蚕、地龙、蜈蚣、全
蝎等虫类风药，取其性善走窜，剔邪搜络之性，用治

草木攻逐之品不效之顽固性疼痛。对寒凝血瘀之

痛经、产后身痛、绝经后骨质疏松疼痛，常用桂枝、
细辛、羌活、防风、生姜诸疏风药，既宣散透邪，又通

阳畅气，以止疼痛。对热郁血瘀之痛经、妇科炎性

疼痛，常用柴胡、薄荷、蝉蜕、葛根、防风之类具有轻

扬之性或含芳香之气的风药，以开发郁结，宣畅气

机，使血脉通调，通则不痛。
5 风药引经，引经报使

风药辛窜善行，走而不守，最宜做引经之用，以

引药直达病所。张元素《洁古老人珍珠囊》中所列

引经药，风药占其大半，几乎涵盖了手足三阴三阳。
东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在诸多方剂中广泛应

用风药引经以直达病所［6］。郑师在治疗热入血室

之寒热往来、月经异常时，常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

加川芎、荆芥引药入胞宫。
6 小 结

郑师对风药治疗妇科病有独特见解，重用风药

加强中药治疗经、带、胎、产疾病的疗效，对用风药

治疗妇科病做了很多临床总结。妇人多郁，郑师常

用风药宣以去郁，在妇科血证、痛证、水湿证的治疗

上，善用风药。同时对寒证、热证所选用的风药也

进行了分类，寒证常选用桂枝、细辛、羌活、防风、生
姜等，热证常选用柴胡、薄荷、蝉蜕、葛根、防风之

类。风药易耗气伤阴，所以，风药运用时常应配伍

益气养阴扶正之品，剂量也不宜过，宜轻。
7 典型病案

张某，女，32 岁，2014 年 3 月 27 日初诊。主诉: 经行头

痛 3 个月。现病史: 患者自诉从 2013 年 12 月开始无明显诱

因出现月经来潮时头痛，双侧太阳穴附近疼痛为甚，呈跳

痛，受风寒感冒后加 重，月 经 干 净 后 疼 痛 消 失，平 时 月 经

5 /30d，量不多，色鲜红，无腹痛，孕 2 产 1 人流 1，平时精神

一般，纳食、夜寐尚佳，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细。西医诊

断: 血管神经性头痛。中医诊断: 经行头痛; 证型: 风痰上

扰，阻滞经络。治法: 化痰祛风，通络止痛。方药: 半夏白术

天麻汤加减。药物: 天麻 12g，党参 10g，茯苓 10g，白术 10g，

法半夏 10g，陈皮 10g，白芍 10g，白芷 10g，蔓荆子 10g，刺蒺

藜 10g，僵 蚕 5g，炙 甘 草 5g，全 蝎 6g，川 芎 10g，藁 本 10g。
7 剂，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2 次服。4 月 3 日二诊: 患者月经

快要来潮，双乳轻微胀，纳寐可，大小便调，舌质暗红，苔薄

白，脉弦细。上方加桃仁 10g，红花 10g，苍术 10g，益母草

30g。7 剂，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2 次服。4 月 24 日三诊: 经

后期，患者 4 月 17 日月经来潮，服药后经行头痛较前明显减

轻，偶有头痛，无其他特殊不适，月经量较前增多，色红，无

腹痛及腹胀。纳寐可，大小便调，舌质暗红，苔薄白，脉弦

细。虑其肾虚痰瘀阻络，治宜补肾养血活血通络; 用滋肾养

阴汤加减。药物: 熟地 10g，牡丹皮 10g，山茱萸 10g，山药

10g，白芍 3g，桑椹子 10g，紫河车 5g，阿胶 5g，女贞子 10g，墨

旱莲 10g，菟丝子 10g，当归 10g，补骨脂 10g，天麻 10g，白术

10g。7 剂，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2 次服。5 月 9 日四诊: 患

者月经快要来潮，无明显特殊不适，纳寐可，大小便调，舌质

暗红，苔薄白，脉弦细。续以化痰祛风、通络活血止痛之半

夏白术天麻汤加减。药物: 天麻 10g，党参 10g，茯苓 10g，法

半夏 10g，白术 10g，陈皮 10g，白芍 10g，白芷 10g，蔓荆子

10g，刺蒺藜 10g，僵蚕 5g，全蝎 6g，川芎 10g，当归 10g，桃仁

10g，红花 10g，益母草 30g。7 剂，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2 次

服。5 月 29 日五诊: 经后期，患者 5 月 17 日月经来潮，服药

后经行头痛较前明显减轻，只头痛 1 次，另无其他特殊不适，

月经量较前增多，色红，无腹痛及腹胀。纳寐可，大小便调，

舌质暗红，苔薄白，脉弦细。继续予上方巩固治疗。10 剂，

水煎服，每天 1 剂，分 2 次服。

按: 经行头痛在临床上较为常见，与月经周期

关系密切，经期发作，经后消失。此案辨证治疗予

以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治疗，全方以化痰祛风止痛

为主，方中半夏、陈皮化痰降逆; 天麻熄风祛痰，止

头晕痛; 党参、白术、茯苓健脾除湿，以截生痰之源。
因日久成瘀，故予以活血通络之品如桃仁、红花、益
母草、当归、川芎、僵蚕、全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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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提示
为了严肃学风，尽力杜绝学术界剽窃、伪造、

篡改及一稿多投、一个学术成果多篇发表等学术

不端现象，以期进一步提高本刊学术水平，营造良

好学术氛围，本刊已采用 CNKI 科研诚信管理研究

中心提 供 的“科 技 期 刊 学 术 不 端 文 献 检 测 系 统

( AMLC)”对每一篇来稿进行检测，对抄袭率超过

30%或“治疗方法”与已发表的相关文献基本相同

的论文一律不进入初审流程。请各位作者投稿前

自行把好准入第一关，避免一切学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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