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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特点分析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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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整理和分析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调经相关中成药的功能主治、组方、剂型和用药特点，

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方法：逐一录入 2020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录的调经相关中成药，并对功效、剂型、服用方

法、用药注意事项进行统计、分类和归纳。同时对纳入中成药组成相关中药进行录入，明确调经相关高频中药，并分析其功能

主治、性味归经，以期指导临床用药。结果：共纳入调经中成药 142 种，根据功效共分为 12 类，以调经、理血、补益、活血消癥为

主，代表中成药分别为八珍益母丸、少腹逐瘀丸、驴胶补血颗粒、桂枝茯苓丸，符合“气血宣行”“调肝理脾”的月经病中医药治疗

原则；调经中成药剂型以丸剂和胶囊剂居多，特殊用法有以黄酒或生姜汤送服。注意事项以妊娠禁忌占比最多，其次为经期禁

忌、饮食禁忌；高频药物功效以补虚药、活血化瘀药、清热药为主，频次前 3 位的是当归、白芍、川芎。性味以温性，甘、苦、辛为

主，主归肝、脾经。结论：治疗月经不调用药应以养血活血理气、补肾扶脾、养肝和胃为主，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用相应的剂

型，辨证应用药引和服用方法，注意用药禁忌，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合理选择调经中成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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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enstruation-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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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functions， formulae， dosage forms， and methods of 

administration of the menstruation-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cluded in the 2020 edition of the 

Chinese Pharmacopoeia，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ational clinical use. Method：： The relevant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recorded one by one， and the efficacy， dosage forms， methods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ntraindications were counted， classified， and summarized. Further， we analyzed the Chinese medicines used 

in these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dentified the high-frequency Chinese medicines for menstrual regulation， 

and analyzed their natures， tastes， meridian tropism， and functions， aiming to guide the clinical use. Result：： A 

total of 142 Chinese patient medicines for menstrual disorders were included in this study. They were classified 

into 12 categories according to their efficacy， mainly for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nd blood， tonifying， 

activating blood， and eliminating mass. The representative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were Bazhen Yimu pills， 

Shaofu Zhuyu pills， Lyujiao Buxue granules， and Guizhi Fuling pill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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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ng Qi and blood and regulating liver and spleen. Menstruation-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s medicines are 

mostly in pills and capsules and are mainly taken with yellow wine or ginger decoction. Pregnancy was the 

contraindication with the highest frequency， followed by menstruation and dietary precautions. The high-

frequency Chinese medicines mainly had the functions of tonifying， activating blood， resolving stasis， and 

clearing heat， with the top three being Angelicae Sinensis Radix， Paeoniae Radix Alba， and Chuanxiong 

Rhizoma. These medicines mainly had warm nature， sweet， bitter， and pungent tastes， and tropism to liver and 

spleen meridians.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menstrual disorders should focus on nourishing and activating 

blood， regulating Qi， tonifying kidney， supporting spleen， nourishing liver， and harmonizing stomach. The 

appropriate dosage form should be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patient's specific conditions. The medicinal guide 

and the method of administration should be selected on the basi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with attention to the 

contraindications. In summary， the Chinese patient medicines for menstrual regulation should be chosen based 

on the patient’s syndrome under guidance of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Keywords］］ Chinese Pharmacopoeia； menstrual disorders；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clinical 

application；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s

月经不调是常见的妇科疾病，表现为月经周

期、经期和经量异常及伴随月经周期出现明显不适

症状的疾病［1］，主要包括月经先期、月经后期、月经

先后不定期、经期延长、月经过多、月经过少、痛经

等。随着社会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及受各种身

心应激事件影响，月经不调发生率逐年上升，严重

影响女性生活质量［2］。目前西医多采用雌激素和孕

激素类药物治疗［3］，具有一定的临床效果，但病情复

发率较高，且长期服用不良反应较多，可对患者的

卵巢功能造成无法逆转的伤害，导致患者不孕不

育［4-5］。近年来中医治疗月经不调逐渐显示出其特

色与优势，辨证与辨病论治相结合也使得中成药在

临床治疗月经不调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6］。2020 年

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
（一部）［7］根据中医辨证施治理论，对收载的中成药

标准项下的“功能与主治”进行了科学规范。基于

此，本文拟通过分析 2020 年版《中国药典》所载用于

调经的中成药，对其功能主治、剂型特点、用药禁忌

及用药特点进行分析，以期为治疗女性月经不调中

成药临床合理应用及相关中药新药研发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成

方制剂和单味制剂”部分，“功能主治”项明确记载

可用于调经的中成药。

1.2　数据规范化处理     将每种中成药名称、处方、

剂型、功能主治、用法与用量、注意事项等信息录入

Microsoft Excel 2010 并建立数据库；规范化标准处

理：①对处方中中药名称的标准化信息规范化处

理，参照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全国高等中

医药院校“十三五”规划教材《中药学》［8］，将炮制品

药材一律按照标准名称整理，如“醋香附”规范为

“香附”、“酒萸肉”规范为“山茱萸”；将别称药一律

按照标准名称整理，如“黑顺片”规范为“附子”。

②对处方中中药材性味归经及其功效归属的规范

化处理参照《中药学》，如四气中的“微寒”规范为

“寒”，五味中的“微苦”规范为“苦”等。③规范中成

药处方，将处方中药味相同、剂型不同的中成药归

属于 1 种，如逍遥丸还有片剂、胶囊剂和颗粒不同剂

型，中药处方中只录入逍遥丸；桂枝茯苓丸还有片

剂和胶囊剂不同剂型，中药处方中只录入桂枝茯苓

丸。④对处方功效进行规范化处理，参照 2015 年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中药成方制

剂卷》［9］将成方制剂的功效进行归类。

2 结果

2.1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功效分类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

中药成方制剂卷》将中药成方制剂按科系、病证分

类，共分为内科类、外科类、妇科类、儿科类等 11 个

科系。本文参照此卷将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

部）调经中成药的功效进行归类，共计收载调经中

药制剂 142 种，包括妇科类、内科类、外科类 3 个科

系，调经剂、理血剂、补益剂、活血消癥剂等 12 个类

别，27 种功效，其中用于气血两虚、气滞血瘀证型中

成药最多，见表 1。

2.2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剂型分析     

    2020 年版《中国药典》（一部）中共收载可用于调

经的中成药 142 种。其中丸剂（46 种，32.39%）、胶
囊剂（33 种，23.24%）、片剂（24 种，16.90%）、颗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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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功效及主治分析

Table 1　Analysis of functional indication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menstrual regulation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妇科类

内科类

调经剂

止带剂

    化瘀生

新剂

    活血消

癥剂

    安神除

烦剂

理血剂

理气剂

补益剂

益气养血

养血活血

行气活血

温经活血

活血调经

固崩止血

益肾止带

清热化湿

健脾胜湿

    活血化瘀、温

经止痛

    活血逐瘀、消

癥破积

    软坚散结、化

瘀定痛

    滋阴清热、安

神除烦

止血

行气活血

活血化瘀

化瘀消癥

理气和中

滋阴

助阳

    二十七味定坤丸、八宝坤顺丸、八珍丸、

八珍颗粒、八珍益母丸、八珍益母胶囊、女

金丸、女金胶囊、五加生化胶囊、止痛化癥

片、止痛化癥胶囊、乌鸡白凤丸、乌鸡白凤

片、乌鸡白凤颗粒、当归养血丸、当归调经

颗粒、定坤丹、参茸白凤丸、养血当归胶囊、

养血饮口服液、调经止痛片、调经养血丸

    四物合剂、四物颗粒、四物益母丸、妇宁

康片、妇科养神丸、妇康宁片、复方滇鸡血

藤膏

    七制香附丸、四制香附丸、妇科十味片、

妇科调经片、坤宁口服液、香附丸、复方益

母草胶囊、调经丸、调经活血片、调经活血

胶囊、得生丸、舒尔经颗粒

    天紫红女金胶囊、少腹逐瘀丸、艾附暖

宫丸、调经促孕丸、痛经丸、痛经宝颗粒

    大黄䗪虫丸、妇科通经丸、妇康宝口服

液、益母丸、益母草口服液、益母草片、益

母草胶囊、益母草颗粒、益母草膏、鲜益母

草胶囊

    血美安胶囊、安宫止血颗粒、固经丸、春

血安胶囊、宫宁颗粒、宫血宁胶囊、致康胶

囊、断血流片、断血流胶囊、断血流颗粒

妇宝颗粒

    妇炎净胶囊、花红片、花红胶囊、花红颗

粒、宫炎平片、宫炎平滴丸

千金止带丸、妇良片

加味生化颗粒

    宫瘤清片、宫瘤清胶囊、桂枝茯苓丸、桂

枝茯苓片、桂枝茯苓胶囊

散结镇痛胶囊

    更年安丸、更年安片、更年安胶囊、灵莲

花颗粒、坤宝丸、坤泰胶囊

    三七血伤宁胶囊、云南白药、云南白药

胶囊、荷叶丸

    九气拈痛丸、元胡止痛片、元胡止痛口

服液、元胡止痛软胶囊、元胡止痛胶囊、元

胡止痛颗粒、元胡止痛滴丸、独圣活血片

    十一味能消丸、丹七片、独一味片、独一

味胶囊

化癥回生片、消癥丸

金佛止痛丸

二至丸

全鹿丸、肾宝合剂、肾宝糖浆

    气血两虚、气滞

血瘀

血虚血滞

气滞血瘀兼血虚

    寒凝血瘀、下焦

虚寒

瘀血内停

    瘀热内蕴、血热

妄行

肾虚夹瘀

湿热瘀滞

脾肾两虚

    瘀血不尽，冲任

不固

瘀血内停

痰瘀互结兼气滞

肝肾阴虚

    瘀血阻滞、血不

归经

气滞血瘀

瘀血闭阻

瘀血内阻

气血瘀滞

肝肾阴虚

    肾阳亏虚、精气

不足

    月经提前、月经错后、月经量多、神疲乏

力、经水淋漓不净、行经腹痛

    经水后错、经量少、有血块，腰痠、小腹  

下坠、手足麻木、经期腹痛，面色萎黄、头晕

眼花、心悸气短

    经行错后、经期腹痛或有癥瘕痞块、经血

量少、或有血块，或见经前乳胀、烦躁不安、

崩漏带下

    行经后错、行经小腹冷痛喜暖、经血紫

暗、有血块

经水日久不行、小腹疼痛、拒按、腹部肿块

    恶露不止、小腹疼痛、口燥咽干；人工流

产及产后子宫复位不全见上述证候者

腰痠腿软、小腹胀痛

    经色紫暗、带下量多、色黄质稠、小腹隐

痛、腰骶酸痛、经行腹痛

    月经先后不定期、量多或淋漓不净、色淡

无块，或带下量多、色白清稀、神疲乏力、腰

膝疲软，经后少腹隐痛、头晕目眩、面色无华

恶露不止、色紫暗或有血块、小腹冷痛

    小腹胀痛、经色紫黯有块、经行不爽，产

后恶露不尽

盆腔包块、不孕

    烦热汗出、心烦易怒、少寐健忘、头晕耳

鸣、口渴咽干、四肢酸楚；更年期综合征见

上述证候者

瘀血肿痛

经行腹痛

经行腹痛，崩漏，产后淤血腹痛

月经量少色暗，经行腹痛，小腹疼痛拒按

经行腹痛

眩晕耳鸣，咽干鼻燥，腰膝酸痛，月经量多

    腰腿酸痛、精神不振、夜尿频多、畏寒肢

冷、月经过多、白带清稀

科系 类别 功效 中成药 适用证型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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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类

消导剂

    蠲痹通

络剂

和解剂

益气

养血

气血双补

消食导滞

祛寒通痹

调和肝脾

消核散结

金水宝片、金水宝胶囊

阿胶三宝膏、驴胶补血颗粒

    十全大补丸、山东阿胶膏、归脾丸、归脾

合剂、归脾颗粒、妇科养荣丸、培坤丸

六味安消胶囊、六味安消散

狗皮膏

    加味逍遥丸、加味逍遥口服液、逍遥丸、

逍遥片、逍遥胶囊、逍遥颗粒

    乳宁颗粒、乳核散结片、乳疾灵颗粒、乳

康丸、乳康胶囊、乳康颗粒、乳增宁胶囊

肺肾两虚

气血两虚

    气血不足，心脾

两虚，肝郁不舒

    和胃健脾，消积

导滞，活血止痛

寒湿瘀滞

    肝郁血虚、肝脾

不和

    肝郁气滞、痰瘀

互结

    精气不足，久咳虚喘，神疲乏力，不寐健

忘，腰膝痠软，月经不调

    体虚乏力、面黄肌瘦、头晕目眩、月经过

少、闭经

    气短心悸，月经不调，头晕目眩，肢倦乏

力，血漏血崩，贫血身弱及不孕症

经行腹痛

脘腹冷痛、行经腹痛、寒湿带下、积聚痞块

两胁胀痛、头晕目眩、倦怠食少、脐腹胀痛

    证见乳房肿块或结节、数目不等、大小不

一、质软或中等硬、或乳房胀痛、经前疼痛

加剧、或腰痠乏力、经少色淡

续表  1

科系 类别 功效 中成药 适用证型 症状

（21 种，14.79%）、口服液（9 种，6.34%）、膏剂（5 种，

3.52%）、散剂（3 种，2.11%）、糖浆（1 种，0.70%），以
丸剂和胶囊剂居多。

2.3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特殊用法        

    本次统计 142 种调经中成药中包含 141 种口服制

剂和 1 种外用制剂。其中，口服制剂中丸剂、颗粒

剂、胶囊剂基本都是开水冲服，有部分需要特殊的

送服方式，见表 2。而外用制剂为狗皮膏，用生姜擦

净患处皮肤，将膏药加温软化，贴于患处或穴位可

治疗寒湿瘀滞所致的脘腹冷痛、行经腹痛、寒湿带

下、积聚痞块。

2.4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注意事项        

    据分析，142 种调经中成药中有 72 种标注了使用

注意事项，包含妊娠禁忌、哺乳期禁忌、经期禁忌、

饮食禁忌、过敏禁忌、证候禁忌 6 种情况，见表 3。其

中妊娠禁忌占比最多，其次是经期禁忌。分析原因

可能是，调经中药多含川芎、丹参等活血化瘀类中

药，可导致孕妇流产甚至死胎，遂以妊娠禁忌、经期

禁忌居多［10］。

2.5　调经相关中成药的处方用药分析     

2.5.1　高频药物频数分析     本研究最终纳入 102 个

中成药处方，共有 259 味药物，总用药频数 1 113 次。

其中应用频数≥10 次的药物有当归、白芍、川芎、熟

地黄、甘草、白术、香附、茯苓、益母草、黄芪等共

27 味，累计出现 604 次，占总频数的 54.27%。调经

中成药处方的常用药物使用情况见表 4。

2.5.2　 高 频 药 物 的 性 味 、归 经 频 数 分 布     依 据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分类标准，对使用频数≥10 次

的 27 味药物进行药性、药味、归经统计分析。同一

味中药的不同性、味、归经分别统计入内。结果表

明，药性频数共计 27 次，药味频数共计 44 次，归经

频数共计 76 次。在药性统计中，频数位居前 2 位依

次是温性（12 次，44%）、寒性（9 次，33%）；在药味统

计中，频数位居前 3 位依次是甘味（17 次，39%）、苦
味（13 次，30%）、辛味（13 次，30%）；在归经统计中，

频数位居前 2 位依次是肝经（17 次，22%）、脾经

（15 次，20%）。
2.5.3　高频药物的功效分类     高频药物的功效排

名前 3 位的分别是补虚药、活血化瘀药、清热药，补

虚药主要以补血、补气及补阴为主，气血双补，滋阴

生津；活血化瘀药主要以活血止痛及活血调经为

主，通利血脉，促进血行，消散瘀血；清热药主要以

清热燥湿及清热凉血为主，凉血调经。见表 5。

3 讨论

3.1　合理选择调经中成药     2020 年版《中国药典》

表 2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特殊用法

Table 2　 Special use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for menstrual 

regulation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中成药

少腹逐瘀丸、香附丸、培坤丸

化癥回生片

归脾丸

妇科通经丸

复方滇鸡血藤膏

十一味能消丸

特殊用法

混黄酒或温开水送服

饭前温酒送服

用温开水或生姜汤送服

每早空腹，小米汤或黄酒送服

将膏研碎，用水、酒各半炖化服

研碎后开水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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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经中成药频次分析结果表明，高频药物以补虚

药、活血化瘀药、清热药为主，频数前 5 位的是当归、

白芍、川芎、熟地黄、甘草。高频药物性味归经分析

结果表明，性味以温性，甘、苦、辛味为主，主归肝、

脾经。辛可发散、行气、行血，能助阳气布周身，苦

可清热泄火、燥湿存阴，甘味和缓，可补虚和中、调

和药性、缓急止痛。辛开苦降使脾胃健运，气血自

生。甘、苦、辛共奏补虚活血、调经止痛之功。清代

吴谦《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提到“脾虚不摄中

气陷，暴怒伤肝血妄行”［11］。女子月经受肝脾调节，

肝主疏泄可行气血，亦主藏血；脾主运化可生气血，

亦主统血［12］。肝脾相互配合，可化生及调节气血，

调摄天癸、冲任，促进女子正常月经［13］。调理脏腑，

气血同调为治疗月经不调的主要原则。宋代陈自

表 3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使用禁忌分类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ontraindications to use of menstrual 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使用禁忌

妊娠禁忌（孕妇禁用）

妊娠禁忌（孕妇忌用）

妊娠禁忌（孕妇慎用）

经期禁忌

饮食禁忌

证候禁忌

过敏禁忌

哺乳期禁忌

药物

    九气拈痛丸、三七血伤宁胶囊、大黄䗪虫丸、化癥回生片、血美安胶囊、花红胶囊、金佛止痛丸、乳康颗粒、复方益母草

胶囊、独圣活血片、宫瘤清片、宫瘤清胶囊、致康胶囊、益母丸、益母草口服液、益母草片、益母草胶囊、益母草颗粒、益母

草膏、消癥丸、调经丸、调经止痛片、调经活血片、调经活血胶囊、痛经丸、鲜益母草胶囊

    二十七味定坤丸、十一味能消丸、云南白药、云南白药胶囊、止痛化癥片、止痛化癥胶囊、少腹逐瘀丸、六味安消胶囊、

六味安消散、安宫止血颗粒、妇科通经丸、乳疾灵颗粒、狗皮膏、桂枝茯苓丸、桂枝茯苓片、桂枝茯苓胶囊、得生丸

    女金丸、女金胶囊、丹七片、正天丸、正天胶囊、妇炎净胶囊、妇康宁片、乳宁颗粒、乳核散结片、乳康丸、乳康胶囊、乳

增宁胶囊、参茸白凤丸、复方滇鸡血藤膏、独一味片、独一味胶囊

    女金丸、女金胶囊、妇良片、花红胶囊、金佛止痛丸、乳康丸、乳康胶囊、乳康颗粒、宫瘤清片、宫瘤清胶囊、桂枝茯苓

丸、桂枝茯苓片、桂枝茯苓胶囊、益母丸、消癥丸、调经促孕丸

    三七血伤宁胶囊、女金丸、女金胶囊、云南白药、云南白药胶囊、五加生化胶囊、加味逍遥口服液（合剂）、加味逍遥丸、

妇科通经丸、定坤丹、舒尔经颗粒

    女金丸、女金胶囊、天紫红女金胶囊、血美安胶囊、全鹿丸、坤宁口服液、肾宝合剂、肾宝糖浆、定坤丹、参茸白凤丸、调

经促孕丸、培坤丸

大黄䗪虫丸、女金丸、女金胶囊、致康胶囊

花红胶囊、消癥丸

表 4　 2020 年 版《中 国 药 典》调 经 中 成 药 处 方 单 味 药 频 次 分 析

（≥10 次）
Table 4　 Analysis of  frequency of prescriptions of menstrual 

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10 times）
No.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药名

当归

白芍

川芎

熟地黄

甘草

白术

香附

茯苓

益母草

黄芪

延胡索

黄芩

阿胶

党参

频数/次

64

49

41

38

36

33

32

25

24

23

23

19

17

17

频率/%

62.75

48.04

40.20

37.25

35.29

32.35

31.37

24.51

23.53

22.55

22.55

18.63

16.67

16.67

No.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药名

生地黄

赤芍

艾叶

陈皮

木香

肉桂

续断

柴胡

丹参

牡丹皮

三七

砂仁

麦冬

频数/次

17

15

14

13

13

13

13

11

11

11

11

11

10

频率/%

16.67

14.71

13.73

12.75

12.75

12.75

12.75

10.78

10.78

10.78

10.78

10.78

9.80

表 5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高频药物功效分类

Table 5　 Classification of high-frequency drug efficacy of 

menstrual-regulating Chinese patent medicines in 2020 edition of 

Chinese Pharmacopoeia

功效

补虚药

活血化瘀药

清热药

止血药

理气药

利水渗湿药

解表药

温里药

化湿药

补阳药

类别

补血

补气

补阴

活血止痛

活血调经

清热燥湿

清热凉血

温经止血

化瘀止血

利水消肿

发散风热

中药

当归、白芍、熟地黄、阿胶

甘草、白术、黄芪、党参

麦冬

川芎、延胡索

益母草、丹参

黄芩

生地黄、赤芍、牡丹皮

艾叶

三七

香附、陈皮、木香

茯苓

柴胡

肉桂

砂仁

续断

药味/个

9

4

4

2

3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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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妇人大全良方》提出“女子调其血”，强调“妇人

以血为基本，气血宣行，其神自清”［14-15］，而高频中药

中补血药、活血药、补气药、理气药兼备，与气血同

调的治则相符［16］。

血虚者，治宜补血养血为主，佐以补气。在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中，高频补血药有

当归、白芍、熟地黄、阿胶。当归位于高频药物之

首，高达 64 次。当归具有补血活血、调经止痛的功

效，归属心、肝、脾经，而心主血脉，肝藏血，脾统血，

皆与“血”密切相关，常用方如四物汤；气虚者，治宜

健脾补气，佐以养血。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

成药中，高频补气药有甘草、白术、黄芪、党参。甘

草补脾益气，白术健脾益气，同归属脾、胃经。这些

补气药尤以补助脾胃为主，盖脾胃为气血生化之

源，脾胃功能正常则血海盈满月经如期［12］，常用方

如四君子汤。若中气下陷，治宜补中益气，升提固

脱，常用方如补中益气汤等；血瘀者，治宜活血化

瘀。寒凝、热灼、气滞、气虚或外伤均能引起血瘀，

导致经行腹痛，故临证时仍须细辨致瘀之因而调

治，方能提高活血化瘀之功［17］。2020 年版《中国药

典》调经中成药中，高频活血药有川芎、延胡索、丹

参、益母草。川芎善行气活血瘀滞，为血中气药，味

辛性温，尤适用于气滞、寒凝、血瘀型痛经。延胡索

通气分之郁，理血气之滞痛，调经止痛必用［18］。益

母草祛瘀而不伤新血，养新血而不滞瘀血，活血调

经，为妇科经产之要药［19］；气郁者，治宜行气疏肝解

郁，情志不遂损伤肝脾。肝主疏泄而条畅情志［20］，

脾主思为气血生化之源，思虑过度，则气血衰少，由

此可见女子情志对月经不调的影响［21-22］。2020 年版

《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中，高频理气药有柴胡、香

附、木香。常选用归脾汤［23］、逍遥散［24］治疗，此二方

均有疏肝健脾、调畅气机、益气养血、调理冲任之功

效。若因情志不畅、郁久生热导致闭经之病，在疏

肝理脾开郁的同时，可采用清热之法，赤芍、生地

黄、牡丹皮均为清热凉血药，其中赤芍功效清热凉

血、散瘀止痛，入肝经兼有疏泄之功，还可行血中之

滞，达到调经的目的。

3.2　 完 善 用 药 禁 忌 ，减 少 不 良 反 应     经 查 阅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及 2010 年版《临床用药须知中

药成方制剂卷》，调经中成药的使用注意事项中绝

大部分包含妊娠禁忌［25］。但仍有少部分中成药注

意事项存在缺陷，如花红胶囊注意事项中提到孕妇

禁用，妇女经期、哺乳期慎用，而其同处方不同剂型

的花红片与花红颗粒则未提及注意事项和使用禁

忌；乳康丸与乳康胶囊注意事项中提到孕妇慎用

（前 3 个月内禁用），女性患者宜于月经来潮 10~15 d

开始服用，经期停用，而同处方不同剂型的乳康颗

粒注意事项为孕妇禁用和月经期慎用。这类同一

处方不同剂型，其注意事项和禁忌为何有所不同，

是否由于剂型原因导致使用禁忌变化，这一问题仍

有待思考与研究。因此，需补充完善此类由于同处

方而不同剂型的注意事项与使用禁忌情况。此外，

孕妇禁用、孕妇忌用及孕妇慎用三类妊娠禁忌需在

中成药注意事项中明确区分，孕妇用药应遵循妊娠

禁忌用药原则，在医师指导下谨慎使用，一旦出现

问题及时停药［26］。另外活血化瘀中成药在临床应

用中以益母草胶囊不良反应所占百分比最高，不良

反应多发于消化系统如胃部不适和腹胀，而《中国

药 典》中 只 记 载 孕 妇 禁 服 ，并 未 提 及 其 不 良 反

应［27-28］。因此，还需补充完善其注意事项下药物的

不良反应。

3.3　正确选用中成药剂型，传承创新传统中药制

剂     同一中药处方或者活性成分的药物可以制备

成多种剂型，剂型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治疗效果，

只有适宜的剂型才可使药物发挥良好的疗效［29］。

由 2020 年版《中国药典》调经中成药的剂型分析得

知，调经中成药以传统剂型丸剂居多，其次为胶囊

剂和片剂。临床使用调经中成药剂型与上述剂型

分析结果一致［30］。丸剂作用缓和而持久，可培补妇

人先后天之本，补肝益肾、滋阴养血［31］。归脾丸以

炼蜜为辅料，温中健脾、益气补中，取蜜丸有缓化而

缓缓起效之妙［32］。中药味苦，患者服药时易产生抵

触心理，胶囊剂可以掩盖中药的不适气味，增加患

者适应性；中药片剂体积小，用量准确，便于携带服

用和储存。临床上须根据病情、病因及个体差异，

合理选择调经中成药剂型［33］。此外，研究表明口崩

片在崩解后有效成分可较快吸收进入血液，生物利

用度更高［34］。因此可结合现代生活环境、工作习

惯，借鉴西药的定时、定向、缓控释制剂等方法开发

口崩片、咀嚼片等中药制剂新剂型。

3.4　辨证应用药引和服用方法，增强疗效     中药成

方制剂由于方剂特征的特殊因素，不少是根据所治

疗的疾病和成药自身的特点而选用特殊服用方法

的，即药引送服［35］。药引有引药入经、直达病所、照

顾兼证、扶助正气、调和药性、矫臭矫味、增强疗效

等作用［36］。古籍对药引也早有详细记载，清代张介

石《资蒙医经》中说：“酒入药为引者，取其活血行

经。”《本草纲目》中记载“酒能行诸经不止，用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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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可以通行一身之表至极高之分。”2020 年版《中

国药典》中少腹逐瘀丸、香附丸和培坤丸服用时

混黄酒或温开水送服，化癥回生片饭前温酒送服。

酒性辛热，气味芳香，能升能散，宣行药势，活血通

络，因此，在服用补虚、活血化瘀和祛寒类中成药

时，宜用温酒送服［37］。此外，归脾丸服用时选用生

姜汤送服，因生姜辛温，能温中止呕，治疗脾胃虚

寒，选此为药引能更好的发挥其益气健脾的功效，

使后天生化有源。妇科通经丸则每早空腹小米汤

或黄酒送服，米汤可保护胃气，减轻苦寒药对胃肠

道的刺激，常用于补气、健脾、利膈及滋补剂［38］。目

前药引在中医药现代研究与临床应用中越来越少，

药引的应用有逐渐被忽视的趋势，“药引”运用虽不

必每方必有，但若能辨证地选用药引送服中成药，

不仅能做到引药归经、增强疗效之功用，同时又能

兼具调和矫味的作用。

综上所述，调经中成药以补虚药和活血化瘀药

为主，具有良好的临床应用价值，但其不良反应与

使用禁忌同样不可忽视，必须明确孕妇禁用、孕妇

忌用及孕妇慎用中成药，完善药典中成药不良反应

和使用禁忌。现如今中成药在妇产科临床中的使

用中仍存在用药不合理情况，如中成药处方药物配

伍不当、未遵守配伍禁忌及重复用药滥用的情

况［39］。因此，需加强临床监管制度，完善药品管理

的监督机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选用合适的剂型，

辨证应用药引和服用方法，减少和避免不规范、不

合理用药行为，避免中成药的滥用、误用情况［40-42］。

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辨证论治，合理选择调经中

成药，促进中成药的发展和应用，更好地传承、发扬

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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