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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Sequelue of DID)，曾被称为慢性盆

腔炎，近年来此病名已被教科书及各文献改称为盆腔炎性疾病

后遗症，是指盆腔炎性疾病未得到及时、正确的治疗，而出现

的一系列后遗症。根据其临床表现，又分为近期后遗症和远期

后遗症。其中近期后遗症包括：肛周围炎、输卵管炎以及卵巢

囊肿等；远期后遗症包括不育、异位妊娠、慢性盆腔痛及反复

发作的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1]。本病病程长，迁延难愈，反复

发作是其临床特点[2]。由于本病细菌培养多为阴性，所以抗生

素治疗效果并不理想[3]。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在中医学古籍文献中并没有相对应的

病名，但可以归属于妇人腹痛、痛经、癥瘕、痛经、不孕等范

畴。本病的常见临床表现为：小腹疼痛，腰骶酸痛，神疲乏

力，带下量多，月经不调，不孕不育，异位妊娠等[4～5]。究其

病因，不外湿、热、瘀、虚。肾气不足，带脉失约为本，湿

热、瘀血、寒湿、痰湿为其标。曹大农[6]则指出，血瘀日久，

肝失疏泄，脾失健运为其主因。笔者将着重从瘀阻探讨本病的

发病机制，以冀为临床治疗研究提供思路。
1 瘀阻

血瘀，在妇科发病中可与各种病邪相辅为病。虚邪日久，

气虚可致运血无力而成瘀；湿热之邪蕴内，可煎灼津液而成

士对于痰饮的成因见解独到：“阳盛阴虚，则水气凝而为痰。
阴盛阳虚，则水气溢而为饮。”其治痰用药不拘泥于温药，痰

火之症不忌寒药，是为对仲景治疗痰饮的补充与发展。具体治

法分为两方面：外饮治脾，即健运中阳，通阳逐饮之意，常用

苓桂术甘汤、茯苓甘草汤、小半夏加茯苓汤、外台茯苓饮等温

药和之；内饮治肾，叶天士有言：“摄肾固真，乃治痰之本。”
具体治法分为摄肾纳气、调补阴阳、滋肾凉肝等[4]。
5 张锡纯：固摄肾气

《素问·水热穴论》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

聚水而从其类也。”张锡纯认为：“痰之标在胃，痰之本在

肾。”肾主闭藏，摄纳气机，协助胃气下行，使胃中水谷之浊

气从便溺而消。若肾气不固，胃中水饮不能速降，停滞而为

痰。又冲脉上连于胃，下连于肾，肾气不固，冲气易于上逆，

胃气亦上逆，胃中水饮不能下行亦停滞为痰。治当收敛肾气，

增强肾的闭藏之力，“肾之气化治”，“痰之本原清矣”，方用

理痰汤等[5]。
综上所述，通过历代医家对痰饮的论述特色可知，随着痰

饮的概念的不断泛化，痰饮致病理论的不断完善，痰饮逐渐成

为中医学病因理论重要的一部分，而历代医家特色的治法则提

示我们，研究理论和临床时，时刻谨记“治病必求于本”，不

能盲目攻逐痰饮，更要注意疏理气机、扶助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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瘀；寒邪客内，可凝滞血液而成瘀；气结于内，可阻滞气机而

成瘀。故单纯的血瘀临床并不常见，但又往往是各种病邪最后

的产物。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中的因虚致瘀，因湿致瘀，因寒

致瘀更是较为多见，现将分述如下：

1.1 气虚血瘀 由于妇人要经历经、孕、产、乳等过程，而

此过程都是以血为基本物质基础，故常使机体处于气血不足的

状态。气血同源，气生血，气又行血，若气虚日久，则运血无

力而致血行不畅，转为瘀邪。在临床中多表现为：小腹隐痛，

喜按喜揉，腰膝酸软，面白无华，头晕眼花，心悸少寐，月经

量少，经期延后，舌淡、苔少，脉细无力[7]。
1.2 气滞血瘀 妇科致病因素中，情志因素往往较多。长期

的情志不畅，可引起气结、气滞，气滞则血滞，冲任失畅，血

行迟滞而发为痛经、闭经、月经不调、癥瘕等。临床中多表现

为：小腹或少腹胀痛，拒按，胸胁乳房胀痛，烦躁易怒，善太

息，舌紫黯或有瘀点，脉弦涩。
1.3 湿热瘀阻 宿有湿热，内蕴流注下焦，阻滞气血，瘀积

冲任；或经期产后余血未尽，感受湿热之邪；或平素喜食肥甘

油腻、辛辣之物，日久伤及脾胃，脾失健运则湿热内生，湿热

与血搏结，瘀阻冲任，胞脉血行不畅，不通则痛，以致腹痛。
临床多见小腹疼痛甚或拒按，或有灼热感，或有积块，伴腰骶

胀痛，低热起伏，带下量多，黄稠，有臭味，小便短黄，舌

红、苔黄腻，脉弦滑而数。
1.4 寒凝血瘀 寒主收引，血遇寒则凝，寒瘀客于冲任，血

行失畅，而出现月经后期、月经过少、痛经、闭经、癥瘕、积

聚等疾病。临床表现为小腹冷痛，痛处不移，得温痛减，带下

量多，色白质稀，形寒肢冷，或小腹包快，坚硬不移，面色晦

暗，甚或青紫，舌淡、苔白腻，脉沉紧而涩。
2 盆腔炎性后遗症的主要症候表现与瘀阻的关系

2.1 腹痛与瘀阻的关系 腹痛是盆腔炎性后遗症最常见的症

状，其疼痛部位多在下腹部或腰骶部酸痛。由于病因不同，临

床表现为刺痛、胀痛、热痛、冷痛等。瘀邪引起的腹痛，多表

现为固定不移的刺痛，或有积块，多伴有口干不欲饮。中医学

有谓：“不荣则痛，不通则痛”。盆腔炎性疾病未经彻底治疗，

余邪未清，入侵胞宫，盘踞下焦致使气血不畅，气血失和，瘀

血内阻，不通则痛，不荣则痛。
2.2 腰痛与瘀阻的关系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腰痛或绵痛

隐隐，或腰骶酸痛，或痛如针刺。瘀血引起的腰痛特点是痛如

针刺，固定不移，常伴有舌质紫黯，或有瘀斑，脉涩。腰为肾

之府，腰痛，无论虚实，都是以肾虚为基础。明·王肯堂《证

治准绳·腰痛》云：“有风、有湿、有寒、有热、有挫闪、有

瘀血、有滞气、有积痰，皆标也，肾虚其本也。”而血瘀常是

这一病机基础上的病邪。当瘀血阻滞经脉，气血不能通畅，留

于腰府，即出现腰部刺痛，痛有定处，按之痛甚。《素问·奇

病论》曰：“胞络者系于肾”，盆腔炎性疾病初期损伤胞宫，

日久必累及肾，而肾中精气的充盛有赖于血液的滋润濡养作

用。如气血凝滞瘀阻，失去了正常血液的滋润濡养作用，化精

乏源，久者成肾虚而腰痛。
2.3 带下与瘀阻的关系 白带增多是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

症状之一，常因湿邪为患，但湿邪的产生也与瘀血有着重要的

关系。仲景在 《金匮要略·水气病》 中提出：“血不利则为

水”。血液瘀滞，血行不畅，血中津液亦壅滞，渗出脉外而成

水湿，或瘀血阻滞气机，气机不畅，使津液无法气化，聚而成

湿。反之水湿亦引起瘀血，日久水瘀互结，使病情更加缠绵。
2.4 月经不调与瘀阻的关系 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表现在月

经方面疾病主要为月经量少及经期延长。妇人体质多阳虚，或

感受寒邪，或过饮生冷，寒困冲任，以致血为寒滞，运行不

畅，血海匮乏，而出现月经量少；或经产过后，情志抑郁，导

致气滞血瘀；或感受邪气，邪与血结，瘀阻与冲任二脉，气血

运行失畅，血海满溢者不多，而致月经量少；或平素性情抑

郁，易怒烦躁伤肝，而致肝气郁结，最终气滞血瘀；或经期交

合，外邪客于胞宫，邪与血交结成瘀，阻于冲任，使经血妄行

而出现经期延长。《证治准绳》曰：“经水涩少，为虚为涩，

虚则补之，涩则濡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瘀血是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中多

见的病理产物，在治疗上重视“审证求因，审因论治”，重视

瘀血与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更好

的发挥中医药治疗该疾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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