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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 (以下简称《内经》)被公认为

中医学的奠基之作，第一次系统地讲述人的生理、病理、疾

病、治疗的原则和方法，其中蕴涵了丰富的“治未病”思想，

堪称中国第一养生宝典。治未病理论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一

直指导着其临床实践。张景岳在继承这一学术思想的基础上提

出“祸始于微，危因于易，能预此者，谓之治未病，不能预此

者，谓之治已病。知命者，其谨于微而已矣”。其主要代表作

《景岳全书》，共 64 卷，其中之《妇人规》专列胎孕类篇，从

七个方面详细论述自然流产的病因病机、治则、方药、预防、
妊娠禁忌，并进一步提出“预培其损”防治滑胎的原则。从预

培其损可体现出其对《内经》治未病思想的继承，笔者就此作

论述如下。
1 治未病思想

1.1 治未病之立论依据 预防一词最早出于 《周易》。 《周

易·象辞下传》既济卦：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预防

也。意指君子在灾祸未发生时想着灾祸，注意防患于未然。
《周易》的形成为《黄帝内经》奠定了理论基础。治未病思想

最早见于《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

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

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这句话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阐明了其重要性。天体一体观、
五脏一体观和人与天体相应的整体恒动观是治未病理论的思想

基础。《内经》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运用阴阳平衡的五行

学说解释生理、病理现象，把对立统一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普遍

规律。《内经》“治未病”体现了中医预防为主，防重于治的

思想。
1.2 治未病的内容 治未病的内容包括：①未病养身，防病

于先；②见微知著，治病萌芽；③已病早治，防其传变；④瘥

后防复。《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提出顺应气候变化的动态养

生以未病先防是治未病的主导思想。

2 预培其损的思想

2.1 预培其损之源 《景岳全书·妇人规·数堕胎》曰：“故

凡畏堕胎者，必当察此养胎之源，而预培其损。保胎之法无出

于此，若待临期恐无及也。”明确提出了保胎需预培其损。所

谓知“其损”方能“培之”，这就要求必需明确滑胎患者的病

因病机。
2.2 预培其损所针对的病因病机 《景岳全书·妇人规》曰：

“凡妊娠数堕胎者，必以气脉亏损而然，而亏损之由，有秉质

之素弱者；有年力之衰残者；有忧怒劳苦而困其经历者；有色

欲不慎而盗损其生气者。此外如跌仆、饮食之类皆能伤其气

脉，气脉有伤而胎可无恙者，非先天之最完固者不能，而常人

则未之有也。”指出滑胎者总离不开气血亏损，而亏损之由有

实有虚，并进而指出“妊娠胎气不安，必有所因，或虚或实，

或寒或热，皆为胎气之病”。同时提出“屡见小产堕胎者，多

在三个月及五月七月之间，而下次之堕必如期复燃”的特点，

指出了应期而下的滑胎现象，这就为预培其损的提出奠定了理

论依据。
2.3 预培其损的应用 滑胎多由堕胎、小产发展而致，其特

点为屡孕屡堕，多为应期而下。张景岳认为“保胎若待临期，

恐无及也”，强调“预培其损”以防止滑胎。预培其损即以预

防为主，在妊娠前或妊娠早期即着手治疗，防重于治，防治结

合，遵循孕前调理、孕后安胎的原则。一旦受孕，立即行保胎

治疗，时间一般应超出既往堕胎的 2 周以上。其继承了《内

经》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治未病理念。
2.3.1 孕前调理 未病先防

2.3.1.1 调理气血，补先后天 月经的产生，是脏腑、天癸、
气血、经络协调作用于胞宫的生理现象[1]。《素问·上古天真

论》曰：“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癸至，任

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固有子。”肾藏精，主生殖。
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肝藏血，喜条达，勿抑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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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非先天之气不能化，肾非后天之气不能生。五脏之间相生相

克，任何一脏的盛衰都可能引起月经异常，故五脏各司其职又

相互为用，协调作用于胞宫，使子宫血气满盈，应时而下。
张景岳指出：“月经一有不调，则失其常度而诸病见矣。”

《产实方序论》曰：“妇人以血为基本，苟能谨于调护，则血

气宣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孕。”滑胎病名始于清

代，叶天士《女科证治》首次将屡孕屡堕命名为滑胎[2]。《医

宗金鉴》云：“孕妇气血充足，形体壮实，则胎气安固，若冲

任二经虚损，则胎不成实，……数数堕胎，则谓之滑胎。”在

孕前调补脏腑，培补脾肾，固护正气，使气血充足，增加抵抗

力，不但容易受孕，也能防止外邪侵入，使胎元稳固。《素问

遗篇·刺法论》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气所凑，其气

必虚。”其主导思想在于培养真气，扶正祛邪。胎赖血以养，

赖气以载，脾肾健，气血和，月经调，则易受孕，胎健固。反

之肾虚根怯，脾虚本薄，冲任虚衰，气血匮乏，致胎易堕，张

景岳强调“治妇人病，当以经血为先”；“善保胎者，必当专

固血虚……”。《妇人规·经不调》曰：“调经之法，但欲得其

平和，在详察其脉证耳……故调经之要，贵在补脾胃以资血之

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者，则尽善矣。”此即未病之

前，所当深察而调之，蕴含未病先防的道理。故调经是体现预

培其损思想最重要的方面之一。
2.3.1.2 审因论治，攻补兼施 《妇人规·数堕胎》 指出：

“正以先次伤此一经，而再值此经，则遇阙不能过矣。故凡畏

堕胎者，必当察此所伤之由，而切为戒慎。”强调辨证审因，

治疗先前滑胎之病因，下次必当谨慎。再如“脾气虚而血热者

之源，宜四圣散”，以健脾益气、凉血清热；肾虚者，补肾安

胎；“肝肾虚而血热者，宜固胎煎”，滋肾疏肝稍佐以清热之

品。举“凡有他证而胎不安者，当于安胎条中酌而治之”。
2.3.2 孕后安胎 既病防变

2.3.2.1 既孕防病，已病早治 妊娠病的治疗原则：以胎元的

正常与否为前提。胎元正常者，宜治病与安胎并举。如因母病

而致胎不安者，重在治病，病去则胎自安；若因胎不安而致

母病者，重在安胎，胎安则病自愈。若胎元不正，胎堕难

留，或胎死不下，或孕妇有病不宜继续妊娠者，则宜从速下

胎以益母。
早在《灵枢·病传》中就有“病先发于肝，日而之脾”之

说，《难经·七十七难》提出“中工者，见肝之病，不晓相传，

但一心治肝，故曰治已病也。”张仲景《金匮要略》曰：“见

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木乘土，若肝病失治、误

治不久会出现食少、腹胀、便溏等脾病症候，故应在治肝时兼

顾健脾，防止传变于脾，即“既病防变”思想，充实和完善了

治未病的内涵和临床价值。《妇人规·胎动欲堕》指出：“若

因母病而胎动，但治其母；若因胎动而母病，但安其胎。”体

现了治病与安胎并举的治疗原则，同时强调孕后安胎需注意辨

证论治。胎气不安者，证本非一，治亦不同。盖胎气不安，必

有所因，有虚实寒热之别，“去其所病，便是安胎之法，安胎

之方不可执，当随证随经，因其病而药之，乃为至善”(《妇人

规·安胎》)。同时指出：“若胎已死，当速去其胎以救其母”，
防止传变母病，引发危险。《内经》有“上工救其萌芽”，即

在疾病的初始阶段，尽可能早期诊治，防微杜渐，避免由轻至

重发展，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即早期诊断，早期治疗，防

止疾病的传变。
2.3.2.2 注重调摄，防伤胎元 《内经》提出“法于阴阳，和

于术数”的养生原则，就是按照自然界的变化规律而起居生

活，根据正确的养生保健方法进行调养锻炼，如心理平衡、生

活规律、合理饮食、限酒、劳逸结合等，从而达到身心健康。
再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

成。”强调要适应外在环境的变化，以保持人体相对平衡和协

调，达到治未病的境界。张景岳指出孕期需注意调摄，“妊娠

宜寡欲”，行房事，纵情色欲而耗肾精，散真气，肾气损伤，

虚火内生，并进一步分析认为“子女由元亏而夭，而阴分之病

亦无不由此而百出矣”。饮食则主张“似不必过为拘执，惟酒

多者为不宜”。酒为辛辣之品，易生湿热，热扰冲任、胞宫，

致胎元不固，且酒多可活血，妊娠期应慎饮。
情志调畅亦需贯穿孕前至整个孕期。早在《内经》中就有

对情志的描述。《素问·生气通天论》载：“大怒则形气绝，

而血苑于上，使人薄厥。”又《素问·举痛论》说：“怒则气

逆，甚则呕血及飱泄。郁怒伤肝，使肝气升发太过，则肝气逆

而上冲，气逼血升故致呕血，肝气乘脾故见飱泄。”张景岳曰：

“情志之伤，虽五脏各有所属，然求其所由，则无不从心而

发”；“妊娠胎气伤动者，凡跌仆、怒气……皆能致之。”肝藏

血，喜条达勿抑郁，主疏泄，精血互化，保证了妇女以血为根

本的物质基础，尤其妊娠后阴血下聚以养胎，若阴血不足，虚

火内动，扰动胎元可致堕胎。若肝郁气滞，疏泄失常，致气血

失和，经气不利，则阻碍胎元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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