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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子宫腺肌病的作用机制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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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子宫腺肌病（AM）是临床常见的难治性妇科疾病之一，具有病机复杂、病程较长等特点。目前暂无治疗 AM 的标

准统一方案，临床根据患者的不同症状和诉求制定个体化方案，但由于 AM 治疗周期长、易复发、难根治，患者依从性不佳。中

医药通过多途径、多环节、多靶点治疗 AM，具有临床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复发率低等优势，已被广大患者接受认可。目前

的文献以中医名家的经验总结、中医药改善 AM 临床症状和提高临床疗效等内容较多见，揭示中医药治疗 AM 作用机制的研

究报道较少。故该文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归纳总结中药活性成分、中药药对、中药复方及中医外治法治疗 AM 的作用机制，

主要包括抑制 AM 异位内膜细胞增殖、迁移与侵袭能力、诱导细胞凋亡、阻断细胞周期、抗子宫内膜纤维化、调节线粒体自噬水

平、抑制血管生成、调控雌激素效应因子、调节免疫失衡及改善炎症反应等方面，并涉及多条信号通路及相关分子。综述中医

药治疗 AM 的作用机制相关研究进展，以期为今后中医药临床治疗和实验研究 AM 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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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denomyosis （AM） i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and refractory gynecological diseases in the 

clinic.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plicated pathogenesis and a long course. Currently，there is no standard 

unified treatment plan for AM，and individual treatment plans are usually formulated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ymptoms and demands of patients. However，due to the long treatment cycle of AM，easy recurrence， and 

difficult eradication，patients' compliance is not good during treatment. Through multi-channel，multi-link， and 

multi-target treatment of AM，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the advantages of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icacy，few adverse reactions， and low recurrence rate，and it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majority of patients. At 

present，the literatur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famous TCM practitioners，the 

improvement of clinical symptoms of AM，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and the 

research reports on the mechanism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AM are insufficient. Therefore，this paper 

reviewed relevant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abroad and summarize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active ingredi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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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CM，TCM pairs，TCM compounds， and external therapy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AM. It mainly included 

inhibition of the proliferation，migration， and invasion of ectopic endometrial cells in AM，induction of 

apoptosis，blocking of cell cycle，anti-endometrial fibrosis，regulation of mitochondrial autophagy，inhibition of 

angiogenesis，regulation of estrogen-effecting factors，regulation of immune imbalance， and improvement of 

inflammatory response，involving multiple signaling pathways and related molecules. This paper reviewed the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TCM in the treatment of AM，so as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clinical treatment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 of TC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denomyosi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echanism of action； experimental research； 

research progress

子宫腺肌病（AM）是子宫肌层内出现具有生长

功能的子宫内膜腺体与间质，导致肌层内弥漫性或

局限性病变的一种雌激素依赖性疾病，临床以痛经

进 行 性 加 重 、月 经 量 多 、不 孕 及 子 宫 增 大 为 主 要 表

现［1］。流行病学表明，本病的发病率逐渐上升且呈

年轻化趋势［2-3］。该病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目前被

学者所接受的假说包括“子宫内膜基底部内陷”“苗

勒 管 遗 迹 化 生 ”“ 血 管 生 成 ”“ 炎 症 刺 激 ”等［4-5］。 目

前，尚无针对 AM 的特效治疗药物，手术切除是唯一

的 根 治 性 手 段 。 但 手 术 后 易 复 发 与 药 物 治 疗 后 副

反应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造成

患者依从性较差。

中医无 AM 病名记载，据其临床表现可归为“痛

经”“月经过多”“不孕”“癥瘕”等范畴［6］。现代研究

认为，瘀血阻滞为 AM 的核心病机，可兼有气滞、寒

凝、痰浊、湿热、肾虚、气虚等证候要素，临床呈虚实

错杂表现［7］。治疗以活血化瘀为主，还需结合月经

周 期 不 同 阶 段 施 以 温 阳 、益 气 、补 肾 、理 气 、消 癥 等

治 法 。 通 过 单 独 或 者 联 合 使 用 中 药 汤 剂 、中 药 灌

肠、中药外敷、针灸等方法治疗 AM，患者的月经量

和 痛 经 症 状 明 显 改 善 ，子 宫 体 积 缩 小 ，血 清 糖 类 抗

原 125（CA125）水 平 降 低 且 不 良 反 应 少［8-10］。 近 年

来，研究证实了中药活性成分、中药药对、中药复方

及中医外治法能够促进 AM 病灶细胞凋亡，减轻炎

症 反 应 ，调 节 血 管 生 成 和 弱 化 雌 激 素 效 应 等［11-14］。

故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中医药治疗 AM 机制研究

的相关文献，以期为今后中医药治疗 AM 作用机制

的研究提供参考。

1 中药活性成分治疗 AM

阿魏酸是一种酚酸类物质，在阿魏、当归、川芎

等 药 材 中 含 量 丰 富 ，具 有 抗 氧 化 、抗 炎 和 调 节 血 管

内皮损伤等作用［15-16］。万磊等［17］研究证实，阿魏酸

能 够 促 进 AM 异 位 子 宫 内 膜 间 质 细 胞（EcESCs）凋

亡 ，并 降 低 细 胞 的 侵 袭 、迁 移 能 力 ，其 作 用 可 能 与

介导细胞内 14-3-3ζ蛋白表达有关。

白 藜 芦 醇 是 从 毛 叶 藜 芦 根 部 提 取 的 非 黄 酮 类

多酚化合物，在虎杖、桑葚、决明子等药材中含量丰

富，药理学表明其在炎症、细胞增殖、细胞凋亡及血

管生成等方面起有益作用［18-19］。ZHU 等［20-21］研究发

现，白藜芦醇能够抑制 AM 小鼠子宫肌层浸润，延缓

内膜纤维化，改善全身性痛觉过敏，抑制子宫收缩，

降 低 血 浆 皮 质 酮（CORT）、高 迁 移 率 族 蛋 白 B1

（HMGB1）、透明质酸（HA）、白细胞介素（IL）-33、骨

桥蛋白、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晚期糖基化终产

物受体（RAGE）和 Toll 样受体（TLR）4 的含量，并改

善 孕 激 素 受 体（PR）-β、环 氧 合 酶（COX）-2、缩 宫 素

受 体（OTR）、瞬 时 受 体 电 位 香 草 素 亚 型（TRPV）1、

胶原蛋白Ⅰ和胶原蛋白Ⅳ等的表达。

穿 心 莲 内 酯 是 从 穿 心 莲 中 提 取 的 二 萜 内 酯 类

化 合 物 ，具 有 抗 炎 、抗 病 毒 、抗 肿 瘤 等 多 种 药 理 活

性［22］。延胡索乙素是从延胡索中提取的生物碱，而

左旋四氢巴马汀是其最主要的活性成分，研究证实

其除镇痛、镇静作用外，还有抗心律失常、保护心肌

和 改 善 血 流 动 力 学 等 作 用［23］。 MAO 等［24］研 究 发

现，穿心莲内酯和左旋四氢巴马汀单独或联合使用

均可抑制子宫肌层浸润，改善全身性痛觉过敏及子

宫收缩的幅度。

芍 药 苷 是 存 在 于 赤 芍 、白 芍 、牡 丹 皮 等 中 药 中

的 单 萜 糖 苷 类 化 合 物 ，药 理 研 究 证 实 其 具 有 镇 痛 、

抗炎、免疫调节等诸多作用［25］。甘草苷是甘草内重

要 的 黄 酮 类 化 合 物 ，具 有 抗 炎 、抗 氧 化 、解 痉 等 作

用［26］。研究发现，芍药苷与甘草苷在芍药甘草汤中

含 量 占 比 最 高［27］。 GUAN 等［28］研 究 发 现 芍 药 苷 与

甘草苷能够抑制 AM 异位内膜细胞（AMDCs）增殖，

诱导其凋亡，减少前列腺素（PG）E2 和 PGF2α的产生，

降低雌激素受体（ER）-β和 OTR mRNA 含量。

桂枝是樟科植物肉桂的干燥嫩枝，桂枝挥发油

是其最主要的成分之一，具有抗炎、镇痛、抗病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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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用［29］。 研 究 发 现 ，桂 枝 挥 发 油 能 够 降 低 AMDCs

的侵袭迁移能力，其作用可能与调控 Ras 同源基因 A

（RhoA）/Rho 相 关 螺 旋 卷 曲 蛋 白 激 酶（ROCK）信 号

通路有关［30］。

槲皮素是一种生物活性类黄酮，在艾叶、黄芪、

蒲 黄 等 药 材 中 含 量 丰 富 ，其 药 理 活 性 体 现 在 抗 炎 、

抗肿瘤及提高免疫等方面［31］。研究证实，槲皮素通

过延长 AM 小鼠的热板反应潜伏期，减少其子宫肌

层 浸 润 ，降 低 背 根 神 经 节 神 经 元 TRPV1、磷 酸 化

（p）-p38 丝 裂 原 活 化 蛋 白 激 酶（MAPK）和 p-胞 外 信

号调节激酶（ERK）表达，改善全身性痛觉过敏［32］。

西红花苷是西红花的主要活性成分，此类物质

也能够在栀子中提取出，具有抗炎、抗氧化、抗肿瘤

等 药 理 活 性［33］。 不 同 浓 度 的 西 红 花 苷 均 能 够 抑 制

AM EcESCs 增殖，并促进其凋亡，且呈剂量依赖性。

通 过 碘 化 丙 啶 染 色 检 测 发 现 ，细 胞 多 被 阻 滞 在

G0/G1 期［34］。

小 檗 碱 是 一 种 异 喹 啉 生 物 碱 ，多 见 于 黄 连 、黄

柏 、吴 茱 萸 等 中 药 中 ，具 有 抗 炎 、抗 氧 化 、抗 肿 瘤 等

药 理 特 性［35］。 小 檗 碱 通 过 下 调 TRPV1、COX-2、

VEGF 及 OTR 表达，抑制 AM 小鼠异位内膜向肌层

浸 润 ，并 延 长 AM 小 鼠 的 热 板 潜 伏 期 和 甩 尾 潜

伏期［11］。

异鼠李素是一种黄酮类化合物，是中药沙棘果

实 和 银 杏 叶 中 最 重 要 的 活 性 成 分 之 一 ，益 母 草 、柴

胡 、高 良 姜 中 含 量 也 较 丰 富 ，具 有 抗 肿 瘤 、抗 炎 、抗

氧化等作用［36］。AM 小鼠经不同浓度的异鼠李素灌

胃后，其血清干扰素（IFN）-γ水平升高，IL-4 水平降

低；p53-273H、p-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及 p-信

号 传 导 及 转 录 激 活 因 子（STAT）3 蛋 白 表 达 量 均 降

低，且呈药物浓度依赖性［37］。

中药活性成分治疗 AM 的实验研究总结见增强

出版附加材料。

2 中药药对治疗 AM

药对又称对药，是指 2 味中药配伍呈协同增效

或减毒的组合，是医家用药经验的精华总结［38］。

“大黄-桃仁”是临床常用的化瘀药对，见于桃核

承气汤、鳖甲煎丸、下瘀血汤、抵当汤、大黄蛰虫丸、

大黄牡丹汤等经典方剂中。大黄攻积逐瘀，桃仁活

血 祛 瘀 ，两 药 相 伍 ，共 奏 荡 涤 瘀 血 、除 积 消 癥 之 功 。

药 理 研 究 表 明 ，该 药 对 具 有 抗 炎 、抗 肿 瘤 、抗 纤 维

化、改善微循环及免疫调节等作用［39］。“大黄 -桃仁”

能够上调子宫内膜肌层界面（EMI）细胞 P53 及 B 细

胞 淋 巴 瘤 -2（Bcl-2）相 关 X 蛋 白（Bax）的 表 达 ，通 过

促凋亡机制抑制 EMI 细胞的异常增殖能力，其机制

可能与调控 p53 信号通路有关［40］。“大黄-桃仁”通过

下 调 AM 小 鼠 子 宫 内 RAGE、ERK1/2、肿 瘤 坏 死 因

子（TNF）-α蛋白表达，改善糖基化应激，减轻 AM 病

灶浸润程度，其作用可能与调控晚期糖基化终产物

（AGEs）/RAGE 信 号 通 路 有 关［41］。 经“ 大 黄 -桃 仁 ”

治 疗 后 ，AM 小 鼠 EMI 细 胞 内 线 粒 体 数 量 增 加 ，而

PTEN 诱导激酶 1（PINK1）与帕金森病蛋白（Parkin）
蛋白表达下降，表明该药对能够减轻 EMI 细胞内线

粒 体 损 伤 ，调 控 线 粒 体 自 噬 水 平 ，最 终 抑 制 细 胞 异

常 增 殖［42］。 研 究 发 现 ，“ 大 黄 -桃 仁 ”下 调 了 RhoA、

Rock1、细 胞 分 裂 周 期 蛋 白（Cdc）42、Ras 相 关 C3 肉

毒 毒 素 底 物 1（Rac1）的 表 达 ，呈 剂 量 依 赖 性 地 抑 制

AMAM 在位子宫内膜间质细胞（EuESCs）增殖和迁

移，减轻 AM 小鼠子宫肌层浸润及全身性痛觉过敏，

并抑制细胞骨架重塑［43-44］。此外，“大黄-桃仁”可能

通过调控 AM 小鼠肠道色氨酸、组氨酸、β-丙氨酸、

氨酰-tRNA、胆汁酸、胆碱及花生四烯酸等的合成代

谢过程，发挥治疗 AM 的作用［45］。

桂 枝 辛 温 通 脉 止 痛 ，重 楼 苦 寒 解 毒 化 瘀 ，两 药

相 须 ，一 热 一 寒 ，一 走 一 守 ，功 善 化 瘀 解 毒 、温 经 止

痛 。“ 桂 枝 - 重 楼 ”药 对 能 够 上 调 Bax、胱 天 蛋 白 酶

（Caspase）-3 与 Caspase-9 的 表 达 ，下 调 Bcl-2 的 表

达，促进 AM 大鼠异位病灶细胞凋亡，并可抑制磷脂

酰 肌 醇 3- 激 酶（PI3K）/蛋 白 激 酶 B（Akt）信 号 通

路［12］。该药对可以改善 AM 大鼠异位病灶纤维化进

展，且下调转化生长因子（TGF）-β、细胞信号转导分

子（SMAD）3 和 α - 平 滑 肌 肌 动 蛋 白（SMA）的 表

达［46］。 体 外 实 验 表 明 ，该 药 对 可 以 抑 制 AMDCs 的

迁移、侵袭能力，从而抑制 AM 病灶进展［47］。

中药药对治疗 AM 的实验研究总结见增强出版

附加材料。

3 中药复方治疗 AM

3.1　经典名方     桂枝茯苓丸出自《金匮要略》，功效

为活血、化瘀、消癥，被誉为治妇科癥瘕第一方。研

究表明，桂枝茯苓丸具有活血化瘀、抗肿瘤、抗炎止

痛 、降 低 血 液 黏 稠 度 等 药 理 活 性 ，现 广 泛 用 于 治 疗

妇 科 疾 病 与 肿 瘤［48］，《子 宫 腺 肌 病 中 西 医 结 合 诊 疗

指 南》推 荐 其 用 于 治 疗 气 滞 血 瘀 型 和 寒 凝 血 瘀 型

AM。 Meta 分 析 表 明 ，桂 枝 茯 苓 丸 在 缓 解 AM 患 者

痛 经 症 状 、降 低 CA125 与 VEGF 水 平 等 方 面 具 有

较好的效果［49］。实验研究证实，桂枝茯苓丸在促进

细 胞 凋 亡［50］、抑 制 异 位 组 织 侵 袭 和 迁 移 及 血 管 生

成［51-52］等方面发挥治疗 AM 的作用，并可调控 R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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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CK 信号通路相关分子的表达［53］。

芍 药 甘 草 汤 出 自《伤 寒 论》，功 效 为 酸 甘 化 阴 、

缓 急 止 痛 ，药 理 学 研 究 表 明 本 方 具 有 解 痉 止 痛 、抗

炎及抗氧化等作用［54］。其通过抑制 AM 间质细胞增

殖、迁移，促进细胞凋亡发挥治疗作用，且呈浓度和

时 间 依 赖 性［55］。 李 坤 寅 教 授 团 队 长 期 致 力 于 研 究

加 味 芍 药 甘 草 汤（白 芍 、甘 草 、三 七 、当 归 、延 胡 索）
治疗 AM 的作用机制，该团队发现加味芍药甘草汤

能 够 降 低 AM 细 胞 的 增 殖 、迁 移 能 力 并 促 进 其 凋

亡［56-59］，且能通过弱化雌激素效应来改善子宫收缩，

缓解痛经症状［60-61］。此外，加味芍药甘草汤可能通

过调控细胞的铁死亡机制来实现缩小病灶、延缓疾

病进展的目的［62］。其治疗 AM 的作用机制可能涉及

PI3K/Akt/缺氧诱导因子 -1α（HIF-1α）/VEGF 信号通

路［63］和 P53/EGFR/STAT3 信号通路［64］。

失笑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功效为活血

祛瘀、散结止痛，现已证实失笑散具有消炎镇痛、保

护内皮细胞等药理活性［65］。失笑散能够改善 AM 小

鼠全身性痛觉过敏，降低血浆 CORT 水平、下调催产

素受体（OXTR）和 TRPV1 mRNA 表达，且呈剂量依

赖性［66］。

少 腹 逐 瘀 汤 出 自《医 林 改 错》，功 效 为 温 经 活

血 、逐 瘀 止 痛 ，现 多 用 于 治 疗 寒 凝 血 瘀 型 子 宫 内 膜

异 位 性 疾 病 、原 发 性 痛 经 等 妇 科 疾 病 。 研 究 表 明 ，

该 方 能 通 过 拮 抗 子 宫 平 滑 肌 收 缩 力 来 缓 解 子 宫 痉

挛 导 致 的 疼 痛［67］。 吴 思 宁 等［68］研 究 证 实 该 方 能 抑

制 EMI 细 胞 增 殖 ，促 进 细 胞 凋 亡；并 降 低 雌 二 醇

（E2）、PGE2、ER、IL-6、VEGF 等 因 子 的 表 达 水 平 ，缓

解痛经程度。

3.2　成药制剂     魏绍斌教授结合四川盆地湿热特

点，指出 AM 的核心病机为湿热瘀结，并研发了以清

湿化瘀法为核心治法的内异康复片，治疗湿热瘀阻

型 AM 效果显著［69］。魏教授团队研究发现，内异康

复片能够下调 AM 内膜细胞 ER、G 蛋白耦联雌激素

受体（GPER）、细胞色素芳香化酶 P450（P450arom）、

COX-2、PGE2 等雌激素效应受体及因子和雌激素代

谢相关酶 17β-HSDⅠ、17β-HSDⅡ的表达，以降低雌

激 素 对 子 宫 内 膜 的 增 殖 作 用 ，并 上 调 PR 表 达 以 拮

抗雌激素效能，从而改善 AM 病灶的异常雌激素效

应，抑制内膜增生［70-73］。此外，该团队还研究了时空

变化（动情期、间情期）对药物调控雌激素效应因子

表达的影响，为 AM 最佳用药时间提供了依据。

丹莪妇康煎膏是治疗 AM 的中成药制剂之一，

多用于治疗气滞血瘀型 AM。体外实验显示 ，丹莪

妇康煎膏可以抑制 AM EcESCs Y14 的增殖、侵袭和

迁移能力［74］。体内实验表明，丹莪妇康煎膏通过下

调 AM 小鼠异位内膜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和

在位内膜 VEGF 表达，抑制血管异常增殖，降低内膜

侵袭力［75］。

益 坤 内 异 丸（益 坤 抑 痛 平 颗 粒）是 国 医 大 师 许

润三的经验方，功效为补肾益气、活血化瘀，现已制

成院内制剂，治疗肾虚血瘀型 AM 疗效显著［76］。研

究表明，益坤内异丸通过降低神经生长因子（NGF）
及其受体 p75、P450arom、COX-2、OTR 的表达，抑制

AM 病灶周围疼痛链，缓解痛经［77-78］。

3.3　临证验方     玄丹散结汤为名老中医杨桂云的

经验方，具有活血行气、消癥散结之功。研究表明，

玄 丹 散 结 汤 能 够 明 显 缓 解 气 滞 血 瘀 型 AM 患 者 痛

经 、月 经 量 过 多 的 症 状 ，降 低 血 清 CA125、hsa-miR-

22-3p、hsa-miR-103-3p 水 平［79-80］；细 胞 实 验 证 实 ，玄

参散结汤能够抑制 AM EuESCs 的侵袭、迁移能力，

促 进 间 质 上 皮 转 化 样 表 型 变 化 ，调 控 IL-17 信 号 通

路，从而发挥治疗作用［81-82］；动物实验表明，玄参散

结汤通过下调 NGF-β及其受体 p75NTR 和酪氨酸激

酶受体 A（TrkA）的表达，缓解 AM 小鼠的痛觉过敏

症状［83］。

紫蛇方为国医大师朱南孙的经验方，用于辨证

为癥结胞中、肾水渐亏、肝火偏旺的 AM 患者。研究

表 明 ，紫 蛇 方 能 抑 制 AM 细 胞 增 殖 ，并 下 调 PCNA、

凋亡相关基因生存素（Survivin）、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受 体（VEGFR）2 表 达 ，抑 制 血 管 生 成 ，延 缓 病 灶

进展［84］。

此外，还有一些自拟方通过调控相关机制发挥

治疗 AM 的作用。川夏宁坤汤能抑制 AM 小鼠病灶

细胞过度增殖，减少新生血管形成［85］。蒲灵化瘀止

痛方通过调控 AM 内膜中雌激素效应因子的表达以

改 善 内 膜 细 胞 缺 氧 状 态 ，抑 制 血 管 生 成 ，缓 解 痛 经

程度［86-88］。活血消癥方能促进 AM 大鼠异位内膜细

胞凋亡，调节免疫失衡状态［89］。化瘀止痛方通过抑

制 细 胞 增 殖 和 诱 导 细 胞 凋 亡 以 达 到 治 疗 AM 的 目

的［90-92］。奇经痰瘀方可以降低 AM 内膜细胞的侵袭

性，减少血管生成，防止腺体植入肌层，控制炎症反

应［93］。 丹 桂 消 癥 饮 可 以 改 善 AM 病 灶 的 缺 氧 微 环

境，抑制血管生成，其治疗机制可能与调控 HIF-1 信

号通路有关［94］。消症方能促进 AM 内膜细胞凋亡，

阻断细胞周期进程，抑制细胞增殖［95-96］。通脉化癥

汤 通 过 改 善 AM 炎 症 反 应 与 抑 制 血 管 生 成 ，延 缓

AM 进展［1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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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复方治疗 AM 的实验研究总结见增强出版

附加材料。

4 中医外治法治疗 AM

针 灸 是 中 医 非 药 物 疗 法 之 一 ，具 有 抗 炎 、调 节

激 素 水 平 以 及 促 进 血 液 循 环 等 作 用 ，因 其 简 、效 、

便 、廉 的 特 点 而 广 泛 应 用 ，在 治 疗 妇 科 痛 证 方 面 具

有独特的优势。研究表明，温针疗法可以降低 AM

患 者 血 清 CA125 水 平 ，减 轻 患 者 痛 经 症 状 ，改 善 月

经情况［9］。在中药汤剂的基础上予针刺治疗，结果

发现 AM 患者的子宫动脉收缩期峰值流速、血流搏

动 指 数 以 及 阻 力 指 数 较 单 纯 口 服 中 药 汤 剂 均 有 改

善，提示针刺能够疏通气血，使子宫血流灌注增加，

改善肌层缺血、缺氧状态，进而缓解子宫挛缩，改善

痛经症状［98］。麦粒灸联合针刺治疗可以下调 AM 患

者 体 内 IL-6、PGE2、PGF2α 等 炎 症 因 子 水 平 ，以 缓 解

痛 经 症 状［99］。 此 外 ，尚 有 研 究 证 实 ，中 药 灌 肠 能 改

善 AM 患者的性激素水平，缩小子宫体积，延缓 AM

进展［100］。

5 总结与展望

AM 因 病 因 病 机 复 杂、病 程 迁 延 难 愈 且 暂 无 特

效药物，成为临床亟待解决的疑难病种之一。中医

药治疗妇科癥瘕类疾病历史悠久，《诸病源候论》记

载“ 血 瘕 之 聚 ，令 人 腰 痛 不 可 以 俯 仰 …… 小 腹 里 急

苦 痛 ，背 脊 疼 ，深 达 腰 腹 …… 月 水 不 时 ，乍 来 乍 不

来 ”，此 描 述 与 AM 的 症 状 表 现 极 为 相 似 。 在 治 疗

上，以《黄帝内经》“坚者削之”“结者散之”为指导原

则，活血化瘀为纲，兼施补肾、疏肝、健脾等法，攻补

兼施，扶正与祛邪并用。临床已证实中医药能够缓

解 AM 痛 经 程 度 ，降 低 血 清 学 指 标 ，改 善 患 者 生 活

质量。

中医药对 AM 的治疗涉及中药活性成分、中药

药 对 、中 药 复 方 和 中 医 外 治 法 等 多 角 度 探 索 ，其 作

用 机 制 包 括 抑 制 细 胞 增 殖 、迁 移 与 侵 袭 能 力 、诱 导

细胞凋亡、阻断细胞周期、抗纤维化、调节线粒体自

噬水平、抑制血管生成、调控雌激素效应因子、调节

免 疫 失 衡 状 态 以 及 改 善 炎 症 反 应 等 ，并 涉 及 Rho/

ROCK、PI3K/Akt、HIF-1 等 多 条 信 号 通 路 及 相 关 分

子。深入研究中医药对 AM 发生发展机制的干预及

治疗作用，不仅能为治疗 AM 提供新思路，也能为中

医药的临床开发与应用提供巨大价值。

本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①在以中药活性

成分为研究重点时，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

点体现不足；②中医药治疗 AM 的靶点较多、通路复

杂 ，目 前 研 究 多 聚 焦 于 某 一 条 信 号 通 路 及 相 关 靶

点 ，而 对 信 号 通 路 间 的 交 互 作 用 研 究 较 少；③临 床

中医药治疗方案常据患者证型拟定，但实验造模及

验证时对中医证候的关注较少。基于此，笔者希望

在未来研究中予以下几点更多关注：①研究单体及

复 方 机 制 时 ，需 结 合 中 医 理 论 与 中 药 特 性；②整 合

各信号通路及分子靶点之间的交互关系，使研究更

加有系统性、条理性；③进一步探索 AM 的中医证候

模 型 ，建 立 规 范 的 中 医 药 治 疗 机 制 实 验 体 系 ，为 中

医药治疗 AM 提供新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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