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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肝脾论治复发性外阴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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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外 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是成年妇女常 见的 感 染性疾病之
一

，

指 出情志 、 风邪 、 不 良生活 习惯是本病反复发作的 主要原

因
，
认 为肝郁血虚 、

脾虚湿盛是本病的 重要病机 ，
故辨 治重在审证求 因

，
强调疏肝 、 健脾除湿配合升阳 、 治风及治 心调 畅情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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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路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文章编号

：

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以往称 为念珠菌性 阴道炎 是成年 环境中 所处的地位进行分析探讨。

妇女常见的 感染性疾病之
一

，

一年发作 次或 次 以 上者称 情志因素与 。 众所周 知 ，
情志因素对人体脏腑功能

复发性外阴 阴道假丝酵母菌病 ，
发生率约

。
。 严重 的影 响 已成 为 多种疾病 的 重要原 因 之

一

。 喜 、 怒 、 忧 、 思 、

影响妇女身心健康 ，
家庭稳定 。 近年来 ， 作者通过深入 了解患 悲、 恐 、 惊 七情

”

变化对五脏产生不同的 影响 。 女性 多愁善

者 的生活状况 ， 反复思考本病 的发病原因及机理 ， 并查阅诸 多 感 ， 多疑多 虑 ， 各种外来 因素 易使其产生紧张 、
压抑 、 焦虑 、

资料 ， 吸取他人经验 ， 验之临床 ，
遣 方用 药 ，

疗效较为满意 ，
自我暗示等情绪波动 ，

从而导致肝气不疏 ， 肝气郁结 ，
久郁化

整理如下 。 火 ， 耗伤 阴血 。 现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 了变化 ，

一

方面经历

病因病机 女性必有的经 、 孕 、 产 、 ？ 过程 ， 数伤于血 ， 机体处于血常不

病 因 本病在 中 医古籍中 属 阴 痒 、 带下范 围 。 其病 因病 足 ， 气常有余的状态 ；

另
一

方面还要承担诸多的社会角 色 ， 过

机具有代表性的 如 《诸病 源候论 》
：

妇人 阴痒 ， 是 虫食所 度操劳 ，
各方面 的压力 巨大 ，

肝气郁而不达 ，
气机升降失常 ，

为 、 明确提出 虫蚀是阴痒的 重要原 因
，
对后世医家影响很大 。 肝郁血虚 ； 又厥 阴肝经绕阴器 ， 肝经不畅 ， 气血运行受阻

，

血

《校注妇人 良方》 认 为
“

妇人
⋯⋯

阴 中闷痒 ，
小便赤涩

，
此郁 不荣经 ，

致虚之处
， 便是容邪之所 。 临床问诊亦证明 ， 家庭关

怒伤脾肝所致
⋯⋯ 妇人阴 内痛痒 ， 不时出水 ， 食少体倦 ， 此肝 系紧张 、 夫妻不和 、 精神过敏 、 性格内 向 、 多疑的女性易 出 现

脾气虚 ， 湿热下注
⋯ ⋯妇人阴 内痛痒 ，

内热倦怠 ，
饮食少思 ， 阴痒 、 带下等症状 ，

且容易发展成 。 其原 因在于长期情

此肝脾郁怒 ， 元气亏损 ，
湿热所致 。 傅青主提出

“

带 下俱是 绪急躁 、
心情抑郁 、 焦虑等不良情绪剌激下 ， 人体免疫 系统受

湿症 。 由 此可见 阴痒 、 带下均 与湿 、 热有关 。 湿为 阴 邪 ，
重 到影响 ， 防御功能 降低 ，

因而 易致外邪入侵 。

浊
，
點腻

，
容易阻遏气机 ，

阻碍阳气之升发 。 如湿与寒合形成 不能忽视 的风邪病 因 。 风、 寒 、 暑 、 湿 、 燥 、 火 热 六淫

寒湿 ， 湿与热并或湿郁 日 久 ， 发为湿热 ； 湿邪浸淫 日 久 ， 若再 之邪 ，
皆能导致妇科疾病 ，

尤其湿 、 热之邪与本病关系 密切 ，

感毒邪 ，
则成湿毒 。 湿性趋下 ，

湿热、 湿毒之邪下注胞宫 ，
浸 然而历代医 家 忽略了 风邪 的危害 。 《金匿要略》 夫人禀五

淫冲任 ， 排 出臭秽脓水 、 浊液 ， 浸淫肌肤 ， 发 为瘙痒 。 然而 ， 常 ，
因风气而生长 ，

风气虽能生万物 ， 亦能害万物 。

”

风 ， 为

古医籍中 类似 症状 、 病 因 、 病机 、 治 则的记载
，
就现 百病之长

，
六淫之首 ， 无所不在 ， 人身表里 、

上下 、 经络 、 脏

代医学而言 ， 接近于阴道炎 、 盆腔炎等疾病 的论述 ， 但又不能 腑之间 无所不到 。 风性善行而数变 ，
可夹湿 、 夹热 ，

风郁于肌

等同 。 因此 ，
笔者 对 的 发病原 因及机理 的研究 ，

在借 表
， 风甚则痒 ，

且时发时止 。 《说文》 风动虫生 。

”

虫蚀阴

鉴古人相关理论 的同 时 ， 需要结合现代社会及女性 自 身在这
一

中 ， 故痒与风有关。 渭南名 医孙曼之老先生认为风性疏泄 ，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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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则动 ，

疏泄过度
， 则 分泌增多 ， 在妇女可表现为 水湿下注 ， 审

”

证 、 通过改变 自 身环境 ，
使病菌失去生存 的空 间

， 不用

带下增加 。 在治疗带下病的方剂中 加入风药后事半功倍 。 杀虫药而虫 自 灭 。

不 良生活 习惯与 。 从现代 中 医临床来看 ， 六 淫之邪 用药经验

除 了风 、 寒 、 暑 、 湿 、 燥、 火 热 之外 ， 随着现代环境及生活 疏肝 药的 选择 疏肝养血 以黑逍遥散 为 主 ， 即 逍遥散加

方式的改变而变得更为广泛 。 人类对自 然环境的破坏 、 高科技 生地黄组成 。 柴胡疏散风邪郁热 ， 当 归 、 白芍 、 生地黄养血和

对生活的 改变 ， 使得非时之邪或过度透支对人体 的影响更为深 营柔肝 ， 顺应肝体阴 用 阳 的生理特性 ；

白术 、 茯苓 、 甘草健脾

亥 。 如创 伤 、 过度医疗等 多 个方面都 可能成 为 人体的致病 因 和 中 ， 脾土健旺 ，

一

则可加强除湿之功 ， 另 外又 防肝木乘脾 ，

素 ， 使人体 的免疫功能下降 ， 诱发 、 促进疾病的 发生发 展。 人 体现 见肝之病 ， 当 先实脾
”

的 法则 ； 木郁达之
”

及
“

肝欲

类文 明 的进步 ， 新的 致病 因 素越来越 不可忽视 。 如 网络的普 散 ， 急食辛 以散之 ， 用辛补之
’ ’

。 用薄荷疏肝以顺肝条达之性 ；

及 ， 全球
一

体化的形成 ， 工作性质的改变 ，
人们生活习惯发生 另 加荆 芥 、 防风疏散郁结 之气 ， 取 风者散也

”

之 意 。 《内

了重 大的 变化 ，
熬夜 、 上 网 、 加班等等无不透支着有 限的 气 经》 云 风气通于肝 ， 风药入肝经而助疏泄 ， 取木气升发之

血 ， 久视 伤血 ， 久坐伤 肉 ， 熬夜伤精 ， 精血亏于下 ， 下元空 象 ， 畅达肝气以顺其性 ， 肝气流通 ， 气顺血活 ， 顺其性为补 ，

虚
，
外来之邪更易乘虚而入 。 另 外由于商业 广告 的过度宣传 ，

间接达到补肝血之 目 的 。 不用香附 、 青皮 、 川棟子等疏肝行气

误导女性进食大量生冷之品 、 水果 ， 主食反而吃得少 ， 寒凉之 之品 ， 因此类药物行气走窜之 力 强 ， 久用 或过用耗气伤阴 ， 以

品伤人于无形 ， 消耗人体阳气的 同 时导致体 内寒湿过重 ， 同气 免加重阴血损伤 。

相求 ， 风、 寒 、 湿邪乘机入侵寒凉之体 。 贪凉怕热 ， 过度使用 健脾除湿配合升 阳 常表现 为 带下量 多 ， 脾主升

空调 ， 使人体 的 自 我防预 系统用进废退。 正气存 内 ， 邪不可 清 ，
运化水湿 ， 脾虚运化失职 ， 内湿即 生 ， 湿性下趋 ， 湿则生

干 。 邪之所凑 ，
其气必虚 。 因此 内在 环境发生变化 ，

已成为 虫 。 用完带汤加芡实 、 薏苡仁 ， 重用培土治水之 白术
，

白术有

发生的重要因 素。 补脾补土圣药
”

之称 ， 配合苍术 、 山 药健脾益气除湿 ， 强化

病机 现代医家 多认为 本病与肝 、 脾 、 肾有关 ， 任脉不 用土治 水之意 。 另 白术 、 山 药 、 芡 实 、 薏 苡仁 ， 味淡 色 白
，

固 ， 带脉失 约 ， 水 湿下注 ， 或外感湿热之邪 ， 循经下注阴 中 ，
淡味渗泄为 阳

”

， 与党参 同用 ， 补气升阳 ， 清阳升腾 ， 浊阴 自

或脾虚健运失司 ， 湿浊 内生 ， 肝郁脾虚 ， 郁久化热 。 总的病机 降 ， 各 归其道 ， 体现 升 阳 除湿
’

’

法 。 阳升 阴 降 ， 符合 《内

以肝经湿 热 、 肝 肾 阴 虚 、 脾虚 、 湿虫滋生 为 主 。 笔者认为
，

经》

“

清气 出上窍 ， 浊阴走下窍
”

的 治疗原则 。 荆芥 、 柴胡与

表现以湿为主 ，
病变与肝脾功 能异常密切相关 。 健脾药相配 ， 恢复脾脏生发清阳 的同 时 ，

宣畅郁遏之气 ，
达到

肝郁血虚 是 的重要病理根源 。 女子 以肝为 先天 ，
浊阴化而带下止。

以血为用 ， 肝藏血 ， 主疏泄 ， 性喜条达 ， 恶抑郁 ， 体阴 而用 治风是核心 风者善行而数变 ， 风胜则动则痒 。 《内经》

阳 。 《灵枢 五音 五味》
曰 妇人之生

，

有余于气 ， 不足于 云
‘ ‘

风胜湿
”

风胜 则 干
”

， 如 地上淖泽 ， 风之 即 干
”

血 ， 以其数脱血也 。

’ ’

大多 妇科病往往直接或间接与肝密切相
‘ ‘

燥胜风
’

风淫于内 ， 治 以辛凉 ，
佐以苦甘 ， 以甘缓 之 ， 以

关 。 诸郁气始 ， 郁久及血
”

，
又厥 阴肝经环 阴器 ， 抵少腹 ， 辛散之

”

。 风药味多辛 ， 故在相应方剂基础上加入荆芥 、
防风、

肝经不畅 ， 气血运行 受阻
，
血不 荣经

，
血虚生风

， 风邪内扰 ，
升麻 、 独活等风药

，

有透表 、 升发 、 疏散、 祛风 、 止痒之性 ，

循经而作 ， 阴痒即 生 。 饮食不节 ， 劳倦过度 ， 或脾 胃薄弱 之 有助于调动人体升发之 阳气 ， 行气发散 ，
宣散湿浊 ， 如离照 当

体 ， 稍有七情不遂 ，
或外来刺激 ，

克犯脾土 ，
均可损伤脾气

，
空

， 阴 霾自 散。 防风味甘辛 ， 性温 ， 虽属辛温之品 ，
但温而不

导致脾虚运化失职 ， 反聚为湿 ， 湿性下趋 ， 聚于阴 中 ， 湿盛生 燥 ，
配入 方 中 ， 使疏风止痒之效更佳 。 《神农本草经》 称防风

虫
，
虫蚀阴 中 。 肝为风木之脏 ，

应春
， 具有升发之象 ， 脾为湿 主诸般风

⋯ ⋯

搜肝泻肺 ， 散风胜湿
”

。 《医方集解》
云 ： 防

土之脏 ， 主升清 ， 若肝木失于疏泄而郁结 ， 脾土失于升清而气 风辛能散肝 ，
香能舒脾 ， 风能胜湿 ，

为理脾引 经要药 。

’

荆芥

陷 ， 则肝脾升发之气机郁滞 ， 升降失常 ，
又 以肝郁为根本 ， 脾 归肺 、 肝经 ， 辛香温散 ， 善走表 ， 祛皮里膜外之风邪 。 独活 ，

虚次之 。 由于病程长 、 反复发作 ，
随着时间 的推移 ，

可能出现 辛苦温
，
能疗诸贼风 ，

色黑
，

入足 少 阴 肾经 ，
善清下焦风湿 。

肝郁化火 、 阴虚火旺或者短暂的湿热相兼等复杂情况 。 风 、 湿之邪尽去 ， 邪去则身安 。 风药大多 入肝脾二经 ， 辛香温

辨治重在审证求因 燥
，
疏肝开郁 、 升发阳气 、 健运脾气 ，

从而达到肝郁疏 ， 脾土

西医治疗 本病强调眼见为 实 ， 治疗以攻 杀菌 为主 ， 将身 利 ， 湿浊 除 ，
瘙痒止之 目 的 。 风药祛风 、 除湿 、 宣郁俱备 ， 对

体 当作战场 ，
然而即 使规范化的 治疗 ，

仍 有不少患者反复发 于肝郁脾虚之 契合病机
， 确有特效 。

作 ， 缠绵不愈 。 按 中医证候论治 ， 忽视疾病所产生 的客观条 治 痒须 治心 心为君主之官
，
主明则下安 ，

“

诸痛痒疮 ，

件 ， 往往疗效参半 。 分析此病的 发生 、 发展必定与个体 的生活 皆属于心
’ ’

。 作为 医者首先需 了解患者的 性格 、 家 庭关系 ，

一

状态 、 生活方式 、
心理因素 、 生存环境等多种不 良因素密切相 般来讲 ， 病程较长 ，

经过 多 次反复 的 治疗 ， 身 心俱疲 ，

关。 因此 ， 治疗需结合个体实际情况 ， 先求内外 的
“

因 、 再 抱怨等不良情绪较多 ， 更要耐心倾听患者述诉 ， 鼓励患者说出



新中 医 年 月 第 卷第 期

心中 的委屈与不快 ， 排解其疑虑与苦闷 ， 使倾诉成为
一

种透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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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充满阳 光 ， 即 制阳光 、 消 人 民军医出版社 ，

阴 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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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 的 精神垃圾 。 心理治疗对于 非常重要 ， 其作 用甚 菌病的 中 医病 因病机探讨 亚太传统医药 ，

至超过药物治疗 。 另 外需重视病程 中 的 因果转化 ， 扶正 固本 ，

远离寒凉 ，

勿过度强调卫生的重要 ，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 使
（责任编辑 ： 路欢欢 ）

机体处于
一

种和谐有序的状态 。

以肾为本心肝脾同调治疗卵巢早衰

吕 秀花 ， 基香莲

兰州市妇幼保健院妇一科 ， 甘肃 兰州

摘要 中 医学认为 ， 卵 巢早衰 的本 质是精血虚 衰 ， 导致脏腑 气血失调
，
而 肾在其中 又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中 医论治 卵 巢早

衰治 疗 应 以滋养 肾水 ， 养护 肾精 ，
同 时 兼顾健脾 、 疏肝 、 养心为 法 ，

以促进 卵巢功 能的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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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卵巢早衰 严重影响妇女 中任何
一

环节发生功能失调都可导致血海不 能满盈 ， 渐至经

生殖、 身心健康 ， 临床多表现 为 岁前即 出 现闭经 ， 其特点 停 ， 由此可见 ， 在月 经产 生的 过程 中 ， 肾起着主导作用 ， 与

是原发 或继发闭经伴随血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和雌激素水平降 心
、 肝 、 脾关 系尤为密切 。 本病发生的病机以肾虚为 本 ，

其次

低 ，
并伴有不同程度 的潮热多汗 、 面部潮红 、 性欲低下等 ， 较 心

、 肝 、 脾脏器功能 失调 ， 肾 天癸 冲任 胞宫轴 紊乱 ，

正常人群更易 出现抑郁 、 焦虑 、 敌对、 恐怖 、 人际交往困难等 最终导致 卵巢早衰 的发生 。

情绪和社交方面 的心理卫生问题 ，
且易患骨质疏松症 、

心血管 肾虚为本

疾病 、 老年性痴呆等 。 近来卵巢早衰发病率逐年上升 。 肾 为 天癸之源 ，
冲任之本 ，

气血之根 ，
肾中 精气的盛衰 ，

中 医学认为 卵巢早衰属血枯 、 闭经等范畴 。 本病的发生涉 直接关 系到肾 天癸 冲任 胞宫生殖轴 的功 能状态 ，
经

及多 个经络脏腑系统 ， 造成肾 天癸 冲任 胞宫生殖轴 的 水 出诸 肾
” “

经本于肾
”

， 肾 之精气化生精血 ， 使天癸充盈 ，

功能紊乱 ， 导致 卵 巢早衰 。 《傅青主 女科 调经 年未老经水 血海满溢
，
经水才能如期盈泄 。 中 医学认 为 ，

腎的精气充足与

断）
曰

：

“

经云女子七七而天癸绝
，
有年未至七七而经水先断 否与女性 卵巢内分泌功能密切相关 ， 肾对卵巢生理功能的实现

者 ， 人以为血枯经 闭也 。 谁知是心肝脾 之气郁乎 。 傅青主认 起着决定性作用 。 《医学正传》 云 ： 月经全借肾水施化 ，
肾

为
，
其病 因病机是心肝脾气之郁 ，

导致肾气郁而不宣 ， 不能盈 水既乏
，
则经血 曰 以干涸 。

“

卵巢早衰的临床特点就是年未老

满而溢泄 。 代表方如益经汤 。 从月 经产生的机理看 ， 女子发育 经水断 。 肾气、 天癸 、 冲任是密切联 系并彼此协调 的 一个轴 ，

成熟后 ， 脏腑 、 天癸、 气血协调作用于胞宫 ，
使经期如 期而 肾气是这个轴 的核心。 肾气不足 ，

肾精无以温化 ，
胞宫失却温

至。 肾气旺盛 ， 天癸泌至 ， 水火 既济 ， 任通 冲盛 ， 肝血充足 ， 养 ，
无 以化生天癸 、 通达冲任 ， 则 肾 天癸 冲任 胞官轴

气机调达 ， 血气调畅 ， 脾胃健旺 ， 血海充盈 ， 则血循常道 。 其 的功能低下 ， 月 水枯竭 。 肾精不足 ， 精亏血少 ，
冲脉经血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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