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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内容提要

本书分上、下两篇，分别阐述了中医妇科急症的辨证治

疗与理法方药。上篇包括中医学治疗妇科急症概况、妇女

生理特点与病理特点、妇科常见症状的鉴别诊断及常见证

型的辨证分型、中医妇科急症的急救法及针灸在妇产科急

症的应用等；下篇包括月经病急症、炎症性疾病、产前急症、

产后急症及手术后并发症的处理，介绍近３０种妇科急症的

中医治疗方法，每种病证均列有病证介绍、病因病机、急救

方法、辨证论治、文献摘要、医案选录等项。本书内容丰富，

语言精练，理法兼备，实用性强，适合于中医临床工作者、中

医药院校师生及中医爱好者阅读参考。



再版后记

《中医妇科急症备要》是家父亢海荣先生写于上个世纪

八十年代的一本专著。我个人是这本书的受益者，如果说

我走上中医之路归功于我父亲言传身教，那么我在中医妇

科这个领域取得一些微薄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是得益于

这本书的指引，因此能在本书再版过程中参与一些工作，我
深感荣幸。

我从事中医妇科有几十年的时间，我能感受到中医妇

科发展、起落和尴尬，我现在是主任中医师，并担任陕西省

渭南市中医医院妇产科主任，这种感受就比以前作为一个

普通的中医更加深切，但我在这里想对读者说的不是我的

感慨，而是想说，作为一个医生，左右不了中医的命运，但我

们往往能够影响我们经手治疗的患者对中医的态度，这一

方面需要我们的仁心，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的妙手，中医妇

科尤其如此。妇科疾病往往是来之很易去之很难，妇科疾

患给患者的痛苦又往往精神甚于身体，因此我特别热爱中

医妇科。
妇科急症，很多都可能去找西医解决，这个是她们或者

家属的自由，但我们一定要尽力不让找来的患者失望而归，
所以，我也诚挚推荐《中医妇科急症备要》这本小册子，这本

书是我父亲总结传承了历代前贤的智慧，也凝聚了他自己

的经验的呕心之作，我个人感觉不可多得。
患者之急就是我们医生之急，期望《中医妇科急症备

要》能帮助广大中医妇科医生转急为缓甚至化险为夷。

亢丽　于渭南市中医医院妇产科

２０１１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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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版序

亢海荣同志编著的这本《中医妇科急症备要》，列举了

一些妇科的危急重症和一般急症的诊断治疗。妇科中突出

这一点，非常重要。中医妇科界过去往往注重经、带、胎、产

的各种妇科病，而从未把妇科中各种急症专门编写成册。

《中医妇科急症备要》的出版，对研究妇科各种急症的诊断

和辨证治疗有重要意义。数十年来，中医妇科对急症的研

究和治疗不够重视，当然也由于客观条件受限制，使妇科急

症的防治停滞不前，没有发展，而且还有所下降。这是中医

妇科学的重大损失，必须引起重视。

中医妇科学有经、带、胎、产理论体系的特点，对许多妇

科疾病，中医有独到的功效，就是妇科急症也不例外。中医

妇科现在处于严重的后继乏人，尤其是后继乏术的状况，不

能再熟视无睹了。

亢海荣同志编著的这本急症备要的出版，希望能起到

抛砖引玉的作用，使妇科急症的整理研究，在实践中取得更

好的功效。总结其规律，促使中医妇科学全面的向前发展，

这是大家的愿望。

吕炳奎

一九八四年五·一前夕于北京



再版前言

现在一提到妇科急症，可能更多的人马上想到大医院及其

先进的医疗设备，对此无可厚非。但是，中医在治疗妇科急症

方面也有很实在、很显著的效果。作为患者，可以自由选择中

医、西医，但作为中医工作者，则应该对妇科急症有更多了解。

也许现代的中医一辈子碰不上一个妇科急症患者找你治疗，但

一旦碰上了，我们决不可束手无策。

在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医治疗妇科急症的情况还是很

普遍的。１９８７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我编写的小册子

《中医妇科急症备要》，首印１００００册，很快就销售一空，此后的

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内，还有读者千方百计联系我寻觅这本书，

只是我爱莫能助，这本书后来没有再版。我想，这可能是“市

场”决定的。时隔２０多年，人民军医出版社决定再版该书，我

感觉惊喜和欣慰。我国中医泰斗，时任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老

先生在我这本小册子初版时所做的序言中写道：“中医妇科现

在处于严重的后继乏人，尤其是后继乏术的状况，不能再熟视

无睹了。”我觉得，２０多年来，吕老说的“后继乏人”“后继乏术”

的状况还是很严重的。所以，本书再版，体现了人民军医出版

社的一片苦心和着眼未来的高瞻远瞩。

借再版之机，我对原书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修订，但整体未

作改动。该书在出版２０多年来，经受了时间的考验，但我仍然

希望得到读者的指教。

亢海荣

２０１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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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治疗妇科急症概况

中医学在急症妇科学的发展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历代医学家在

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如在《黄帝内经》一书

中就提到月经过多为“血崩”。《素问·阴阳别论》说：“阴虚阳搏谓

之崩。”《百病始生篇》说：“阳络伤则血外溢，阴络伤则血内溢。故凡

阳搏，必属阴虚，络伤必致血溢。”《黄帝内经》中还提到一些急症的

急救方法，如“风痉身反折，先取足太阳及血中，及血络出血”等。这

些知识，虽散在于《黄帝内经》的一些篇章中，但为妇科急症的治疗

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２１９年，汉·张仲景著《金匮要略》，不仅把妇产科的一些

疾病与内外科疾病分别开来，而且记载了很多妇科急症的辨证论

治。如“陷经漏下”“妊娠呕吐”“产后抽风”“产后血晕”“产后发热”

“产后恶露不尽”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也同样有妇科急症的条

文，如“寸口脉微而缓……三焦绝经，名曰血崩”，对中医治疗妇科急

症的理论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公元６１０年，隋·巢元方著的《诸病源候论》中所论妇科急症较

《金匮要略》内容又有增加，如“堕胎”“妊娠痉”“胞衣不出”“产难”

“横产”“逆产”等。其中有些病状的描述颇为生动。如“妊娠痉候”

中说“……发则口噤背强，名之为痉，妊娠而发者，闷冒不识人，须臾

醒，醒复发……亦名子 ，亦名子冒”，酷似西医的晚期妊娠中毒症之

子 。而且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妊娠欲去胎候》中，已提到“去

胎”的指征，可见当时已有了为治疗本病而促使堕胎的方法。

公元６５２年，唐·孙思邈著的《备急千金要方》在治疗妇科急症

２



　　上篇　总论　　

方药上填补《诸病源候论》的不足，明确指出“妇人之别有云者，以其

胎妊产生崩伤之异故也”。在“产难”中指出，产妇“将痛之时及未产

已产，并不得令死丧污秽家人来视……”“凡欲产时，特忌多人瞻视，

唯得二三人在旁……若众人看视，无不难产”“凡产妇第一不得匆匆

忙怕，旁人极须稳审，皆不得预缓预急，忧悒则难产”。这些观点都

是难能可贵的。并且告诫“妇人产后百日以来，极须殷勤忧畏。勿

纵心犯触，及即便行房。若有所犯，必身反强直，犹如角弓反张，名

曰蓐风”，颇似产道感染引起破伤风病的严重病况。其次，他还介绍

了很多治疗妇科急症的有效方剂。如治疗“下血”一症，主生地黄、

干地黄，少则四两，多则取三十一斤，加阿胶、鹿角屑以养血止血。

再如“水肿毒肿”则本着“有故无殒”之旨，治以赤小豆、商陆、泽漆、

芜青根，攻逐水邪，消肿解毒。此外，还有很多好的预防方法，如预

防“胎口冲心”“口噤唇寒”的危证，用“猪肾汤”。这些预防措施对于

控制妊娠并发症是很有实际意义的。

公元８５３年，唐·昝殷《产宝》问世，对血晕的急救方法，颇合实际

而简易可行。到了宋·杨子建著的《十产论》，更进一步丰富了中医妇

科的急症内容。《十产论》还着重叙述了“横产”（肩产式）、“倒产”（足

产式）、“坐产”（臀产式）以及“偏产”、“碍产”等助产手法。例如：“横

产，儿先露手或先露臂……当令产母安然仰卧，后令看生之人，先推其

手，令人直上，头顺产门，渐渐逼身，以中指摩其肩，不令脐羁板，推上

而正之，或以指攀其耳正之。须是产母仰卧，然后推儿上。徐徐正

之。”诚然，今天看来，这些助产手术是非常落后而且不一定成功，但在

当时对处理难产是有一定促进的。

１２３７年，宋·陈自明著《妇人良方》，分别叙述了妇科一些急症的

病因、症状、方药，并附有经验。明代以后的妇科专著数量颇多，现有

者百余种，都就妇科急症治疗方面补充了不少好的经验。如清·傅山

３



的《傅青主女科》对于血崩、不产、难产等急症治疗，仍为现今临床所

采用。近代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亦记载了治“血崩”的固

冲汤，治赤白带下的“清带汤”，治“倒经”的加味麦门冬汤，治“恶阻”

的安胃饮，治“产后抽搐”的和血息风汤，治“急性乳腺炎”的消乳汤

等，都是十分有效的方剂。

到目前，由于党的中医政策不断深入贯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不

断发展，中医对妇科急症的认识、诊断和治疗不断深入，许多单位都介

绍了不少的防治经验。因此，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辨证治疗妇科

急症，愈来愈为广大医务人员所重视，这就为中医治疗妇科急症，开辟

了良好的前景。

４



　　上篇　总论　　

妇女生理特点

中医学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是以脏腑、经络、气血的活动

为基础的。中医学对女性生理、病理的认识，则是从子宫、月经、胎

孕、产育、哺乳等与脏腑、经络、气血的关系来研究的。

一、胞　　宫

胞宫，亦称女子胞（子宫），它的作用是行月经、孕育胎儿。其产

生月经及孕育胎儿的作用必须在肾气盛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

盛的生理活动支配下，以及脏腑、气血正常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此

外，附属于胞宫的经络名叫胞脉，胞宫通过胞脉与心、肾二脏的气血

相沟通。心主血，肾藏精，心肾相通，肾精施化，则血脉流畅，通过胞

脉而入于胞宫，成为月经产生和孕育胎儿的基础。

二、冲、任、督、带

冲、任、督、带脉是奇经八脉的一部分，与妇女的生理功能有着

密切相关的作用。

１．冲脉　冲脉为十二经血汇聚之处，并调节十二经气血。故

《黄帝内经》称冲脉为十二经之海，又名“血海”。它起于胞中，上行

至头，下行到足，前行于腹，后行于背，与任脉会于咽喉而络于唇口。

妇女血海盈满，则月事以时下。血海衰少，则月经闭止或断绝。在

哺乳期，血海之血不下行，由此向上成为乳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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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任脉　任脉为营养胞胎的主要经脉，主一身之阴，凡精、血、

津液等阴液，都由任脉总司，为人体营养之本。任脉行人体胸腹之

前，其脉起于中极穴之下，当脐中而上行，循腹部正中线上行。由于

任脉有输注人体阴液的作用，又与胞宫相连接，所以任脉的精气充

盛和流通，为孕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３．督脉　督脉亦起于胞中，与冲脉、任脉一源三歧，其别络循

阴器分行前后。督脉行人身脊之后，与任脉相对。以背为阳、腹为

阴来说，任脉主一身之阴，督脉主一身之阳，二者维持脉气阴阳的平

衡、气血的调摄，从而保持了月经的正常来潮，以促进受孕。

４．带脉　带脉位于腰部，起于季胁，围腰一周，如带束腰，故称

带脉。它的作用是约束冲、任、督三脉，加强经脉间的互相联系和气

血流通的关系。

综上所述，冲、任、督、带四脉内系胞宫，外连十二经脉，内外贯

通，它把妇女的生殖系统与整个机体紧密地联系起来。由于胞宫与

冲、任、督、带四脉的彼此关联，相互影响，这样就构成了四脉与妇女

生理功能有直接关系的一个经络系统。

三、天　　癸

天癸是促使生长发育的物质之一，它来源于先天肾气，又称为

先天之精气，包括肾阳之气与肾阴之精。

天癸至，也就是天癸的发生，显示了肾中精气的充盛。天癸的

发生，在妇女生理的发育阶段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中医学认

为，女子在１４岁左右月经来潮，开始具有生育功能；到４９岁左右，天

癸即将竭止，表现为肾中精气衰退，天癸这一物质由旺盛时期转变

为衰退时期，因此出现妇女月经紊乱以至绝止。总之，天癸对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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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育的整个生理过程起一定的作用。

四、月　　经

月经一月一次，按期来潮，它除与冲、任、督、带，天癸、胞宫的功能有

关系以外，与脏腑的关系也甚为密切。气血来源于脏腑，脏腑各司其职，

肾藏精，精化血，肝藏血，脾统血，心主血，肺主气，它们分别担负着气血

的生化、储藏、统摄、调节等作用。薛己（立斋）说：“血者水谷精气也，和

调于五脏，洒陈于六府，妇人则上为乳汁，下为月水。”可见，脏腑在产生

月经的功能上都有它的重要作用，其中尤以肾、肝、心、脾的作用为主。

血是构成月经的一种物质基础。血的生成、统摄、运行有赖于

气的调节。同时，气又要依靠血供养。所谓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

帅。血在妇女的生理作用是上为乳汁，下为月经，故气血协调，血脉

通畅，血海按时满盈，月经才能如期来潮。

五、妊娠与分娩

女子在发育成熟后，就有了孕育的功能，从怀孕到分娩这个阶

段，称为妊娠。

受孕以后，月经停止来潮，脏腑、气血着重下注冲任以养胎元。

妊娠期，由于生理上的改变，体征也有一定改变，先月经停止，白带

增多，乳房逐渐膨大，乳头，乳晕的颜色加深，由于血聚于下，冲脉气

盛，肝胃之气受冲脉的影响可出现偏嗜、恶心呕吐、晨起头晕等现

象。妊娠期一般为１０个月（２８０天左右）便自然分娩。产后数日，小

腹常有轻度阵痛，按之有包块，同时阴道不断有余血浊液流出，称为

恶露，一般２周内即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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