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７］　单醒瑜，赖舒婷，李楚云．针灸联合消癖汤治疗乳腺增生的临床
疗效［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２１，１３（１０）：４０－４２．

［１８］　何海燕，张革萍，谭娟，等．柴瓜消结汤结合针刺乳癖三穴治疗
乳腺增生症临床疗效及安全性研究［Ｊ］．四川中医，２０２１，３９
（１０）：１４４－１４７．

［１９］　张珊珊，方顺兰，李秋生．针刺联合推拿手法治疗乳腺增生的临
床疗效观察 ［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２０，３７（７）：
１２８８－１２９２．

［２０］　郭新荣，张卫华，孟菊星，等．“通调针法”电针治疗乳腺增生大
鼠作用机制的实验研究［Ｊ］．针刺研究，２０１８，４３（１０）：
６４０－６４４．

［２１］　张董晓，王慧，胡慧，等．电针针刺治疗乳腺增生症的随机对照
试验 ［Ｊ］．世界中西医结合杂志，２０２２，１７（８）：１５６２－
１５６６，１５７０．

［２２］　李东晓，杨振淮，邱芳华，等．电针围刺法联合平补平泻法治疗
乳腺增生症的疗效观察［Ｊ］．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３５
（５）：８２３－８２７．

［２３］　刘保红，焦召华，张赫然，等．火针联合刺血疗法治疗肝郁脾虚

型乳腺增生病临床研究［Ｊ］．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２０，３６（５）：
４１－４４．

［２４］　唐海英，徐霖．火针联合疏肝化痰消癖方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
增生７５例［Ｊ］．浙江中医杂志，２０１８，５３（２）：１３９－１４０．

［２５］　毛树文，季远．王国才推拿治疗乳腺增生症经验浅析［Ｊ］．上海
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０，４４（７）：１－２．

［２６］　曾馥馥．浮针治疗肝郁痰凝型乳腺增生病的临床观察［Ｄ］．广
州：广州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８．

［２７］　张丽华，刘悦．浮针治疗乳腺增生症乳房疼痛３０例临床研究
［Ｊ］．江苏中医药，２０１８，５０（１０）：４６－４８．

［２８］　何素玲，张丽琴，卢虹，等．穴位埋线治疗周围性面神经炎临床
观察［Ｊ］．辽宁中医杂志，２０２２，４９（１２）：１５４－１５６．

［２９］　吕晓皑，王蓓，徐震，等．穴位埋线治疗痰瘀互结型乳腺囊性增
生病疗效观察［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１）：４３－４６．

［３０］　丁志梅．穴位埋线治疗乳腺疾病的临床观察与研究［Ｊ］．世界最
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８，１８（Ａ１）：２１６．

［３１］　邓晶晶．穴位埋线治疗乳腺增生症的临床研究［Ｄ］．广州：广州
中医药大学，２０２０．

２０２４年
第３８卷　第２期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２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１－７８１３．Ｚ２０２２２１１７

子宫腺肌病的中医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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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子宫腺肌病是指由于子宫内膜腺体和间质侵入子宫肌层生长，从而引起疼痛等症状的一种疾病，是妇科的常
见疾病，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继发性痛经、经量增多、经期延长以及不孕等是其主要临床表现。每个月经周期剧烈

的疼痛对患者的生理心理造成严重的损害，中医治疗以辨证论治、中药灌肠、针灸、穴位埋线、外敷中药等方法减轻患者

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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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宫腺肌病主要病理特征是子宫内膜腺体及间质出现在
子宫肌层，是一种激素依赖性疾病。继发性进行性加重痛经、

经量增多等是其主要临床症状，具有反复发作的特点，属于妇

科疑难杂症之一。中医治疗主要有药物治疗、中药灌肠、针灸、

穴位埋线、外敷中药等方法，本文就子宫腺肌病近年来的中医

治疗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１　病因病机
中医学并无腺肌病记录，可归于中医学中的“痛经”“不

孕”等范畴，血瘀贯穿于子宫腺肌病的整个病程，瘀血阻滞冲

任、胞宫是本病的基本病机。“瘀”是本病的关键，瘀多为寒

凝、气滞、肾虚、湿热等所致。寒邪凝滞，“血气者，喜温而恶

寒”，血液受寒性收引凝滞特性影响停为瘀血，内阻于胞宫；素

性抑郁，肝郁气滞，滞于少腹，经行时疼痛加重”；肾藏精，肾气

虚则血行无力，血行受阻，滞于胞宫而致瘀；素体湿热内蕴，与

血相搏，蕴结于胞中，气血凝滞［１］。

２　中医内治法
２．１　从寒凝血瘀论治

宋艳等［２］纳入４７例寒凝血瘀证患者，在给予６个月的治
疗后发现，温经活血汤组疗效明显优于孕三烯酮组，能下调血

清白细胞介素 －８（ＩＬ－８）、肿瘤坏死因子 －α（ＴＮＦ－α）、
ＣＡ１２５等。李逢春等［３］以少腹逐瘀汤为基础方，随证加减，明

显改善患者相关症状，使患者的临床效果显著提升，相关临床

指标改善明显。丁海霞等［４］对７０例寒凝血瘀证患者进行观
察，少腹逐瘀汤加减内服治疗寒凝血瘀证子宫腺肌病患者，使

得疼痛等相关症状减轻，月经量明显减少，临床疗效明显提高。

２．２　从气滞血瘀论治
黄胆等［５］认为，气滞血瘀较为常见，肝郁气滞日久成瘀，

选用失笑散联合莪棱灌肠液治疗，全方共行活血化瘀、行气止

痛之效，能明显改善气滞血瘀证子宫腺肌病痛经患者的症状，

缓解焦虑，临床疗效较好。马连英等［６］认为，子宫腺肌病的疼

痛是肝郁日久成瘀引起的不通则痛，方选用桂枝肌瘤丸联合温

经活血汤，诸药配伍可有效调理气血阴阳，行气活血、化瘀消

，此治疗方案有诸多优势，有助于抑制病灶增长，促进子宫内

膜萎缩，更好地控制疾病的复发，减轻痛经。陈俞儒等［７］用桃

红四物汤治疗此病，桃红四物汤是妇科调经的常用方药，方药

组成主要有桃仁、红花等，为治疗子宫腺肌病之要药。熟地黄、

当归滋阴养血，可温经通脉而驱寒性；芍药重用，可养血和营，

味其酸，酸性收涩，有益于血液回流从而减少瘀滞；川芎有活血

行气、调畅气血、助行血之功效。

２．３　从肾虚血瘀论治
《傅青主女科》认为肾虚与妇人少腹疼痛有关。刘曙霞［８］

认为，子宫腺肌病以血瘀为主，与肾虚密切相关，以补肾祛瘀方

为基础方，随证予以加减，治疗３个疗程，可以有效缓解临床症
状。王慧玲等［９］用益肾散结祛瘀方治疗肾虚血瘀证子宫腺肌

病，肾虚血瘀证子宫腺肌病患者痛经及其相关症状明显改善，

临床疗效较好且不良反应小。赵艳晓［１０］用消饮治疗子宫腺

肌病，鹿角片和桃仁为君药，有补肾助阳、活血化瘀之效，三棱

专于破血行气，气行则血行，故“通而不痛”，全方有补肾温阳，

化瘀消的功效，具有扶正而不留瘀，化瘀而不伤正的特点，消

饮能明显改善患者的中医证候疗效，临床疗效较好，说明消

饮是一个有效的治疗子宫腺肌病的方剂。

２．４　从湿热血瘀论治
《黄帝内经》认为湿热病来源可能与外感湿邪或是机体水

液运化失常有关。李青丽［１１］通过多年临床经验总结认为，湿

热瘀互结是基本病机，以月经周期变化为基础，根据不同时期

予以不同的治疗，以达到化瘀散结消和清热解毒利湿的目

的。王妍等［１２］纳入６０例符合诊断标准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运用中医综合疗法，内外合治、分期治疗的方法，患者

症状改善明显，湿热瘀结证候亦改善明显，ＣＡ１２５水平亦有所
下降，临床疗效确切且安全性较高。

２．５　从周期疗法论治
国医大师夏桂成教授创立了“心 －肾 －子宫”轴理论，认

为女子以“肾”为先天，提倡以“补肾”为主，并根据月经周期的

阴阳转化规律进行论治，即为“补肾调周”法，效果显著。经前

期阳长阴消，阳旺则血脉流通，治以补肾助阳、化瘀消，方选

夏老验方补阳消汤加减；行经期子宫泻而不藏，化瘀才能生

新，排出经血，治以活血化瘀为主，佐以补肾助阳，有利于转化

顺利，方选膈下逐瘀汤加减；经间期是重阴转阳，重阴必阳，正

是排卵的时候，治以补肾调气血，佐以活血消，方选补肾促排

卵汤加减；经后期此时血海空虚，子宫藏而不泻，逐渐恢复，治

以滋阴养血，方选归芍地黄汤加减。结合患者临床症状，随证

加减［１３］。侯学思等［１４］选取３６例中重度痛经的子宫腺肌病患
者观察，非经期取关元、子宫、三阴交、足三里，加以辨证论治。

经期取地机、三阴交、次
$

、十七椎。周期针刺治疗方案此病效

果显著，可缓解患者相关不适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且疗效

与治疗周期的长短呈正相关，但是子宫体积无明显缩小。许浪

萍等［１５］认为经前期多用淫羊藿、仙茅、鹿角片、巴戟天等补肾

助阳；经期多用当归、牛膝、五灵脂等以活血化瘀、引血下行；经

后期多用黄精、枸杞子、山茱萸以滋阴养血。

子宫腺肌病的发生主要是脏腑功能失调，致寒凝、气滞、肾

虚、湿热等聚结于冲任、胞宫、胞脉，久而成瘀，不通则痛。不同

的研究者虽然研究证型不同，但都不离其血瘀的基本病机，故

组方中均有活血化瘀之品以改善其临床症状，最终达到了减轻

患者痛苦，提高患者生活质量的目的。

３　中医外治法
３．１　中药灌肠

崔金玲等［１６］纳入６０例符合诊断要求的患者，运用自拟痛
经灌肠方给予患者灌肠治疗，予以孕三烯酮治疗，连用３个月，
观察发现中药灌肠治疗寒凝血瘀型子宫腺肌病痛经，能够明显

减轻患者生理上的痛苦，从而减轻心理焦虑，临床疗效较好，且

远期效果更佳。李雪微等［１７］运用中药保留灌肠诸药合用意在

活血化瘀、行气止痛，气机调畅则血行顺畅，血行则不痛，胞宫

气血调和，患者症状、体征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３．２　针灸
吴楚婷等［１８］通过温针疗法治疗寒凝血瘀证子宫腺肌病患

者，取关元及双侧血海、足三里、地机、三阴交、子宫穴，在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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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三阴交、关元三个穴位行温针灸治疗，使艾灸的作用通过针

刺传入穴中，增强温通经脉的作用，通则不痛，诸穴相配伍，针

灸并用，起到了温经通脉、活血化瘀、散瘀消结、散寒止痛、标本

兼治的功效。张开心等［１９］运用针灸治疗此病，有效率达

８０％，选取子宫和关元穴，针刺子宫穴可以调经止带，理气和
血，调节激素的分泌，针刺关元具有培补元气、温养胞宫冲任及

散寒止痛之功效，刺激关元穴可以调节子宫收缩强度、缓解血

管痉挛，进而缓解痛经，减少月经量。田丽颖教授认为，该病主

治则为调理冲任，活血化瘀，调经止痛。痛经的发作多以“瘀”

为病机关键，瘀血即是病理因素也是病理产物，针灸擅于活血

化瘀、通络止痛，此时针灸可有效缓解痛经，因此，急者可用针

灸治其标［２０］。

３．３　穴位埋线
李敏等［２１］选择３０例患者分为两组，一组为普通针刺组，

另一组为穴位埋线组，穴位埋线组月经量多、痛经、疲乏、小腹

坠胀、经期有血块等中医证候改善情况优于普通针刺组。刘园

等［２２］发现穴位埋线可以通过长时间的穴位刺激而达到更好的

治疗作用，穴位埋线作为针灸的一种替代疗法，安全性高，既有

长时间针刺疏经通络、调理气血阴阳的作用，又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患者对长期针灸的恐惧焦虑，还可明显改善症状，有一定

的优势。梁淑东［２３］收集３８例患者，双侧三阴交、双侧足三里、
关元共 ５个穴位进行穴位埋线，治疗２个疗程后，有效率可达
９２．１％。
３．４　外敷中药

柳婷婷等［２４］采用口服中药联合中药外敷，采用消散外

敷可明显改善患者症状。杨锦［２５］通过中药外敷治疗子宫腺肌

病，于归来穴、水道穴外敷如意金黄散，具通经活络、调经止痛

之效，中药外敷可通过皮肤毛孔渗入穴位，有效发挥药物与穴

位双重治疗效果，通过外敷给药可进一步提高治疗效果［２６］。

针灸、穴位埋线、外敷中药等方法可直接作用于体表，不良

反应较少，安全性较高，随着现在医疗水平的提高，应更加深入

研究。

４　小结
现在子宫腺肌病仍是一个难以攻克的课题，具有反复发作

的疾病特点，发病率逐年上升的一种疾病，西医目前大多用激素

类药物治疗，复发率较高，患者不太容易接受且长期服用具有很

大的不良反应。中医对本病的研究认识越来越深，治疗方式越

来越多样化，各医家均以血瘀为基本病机进行辨证论治，还有中

药灌肠、针灸、穴位埋线、外敷中药等外治法，明显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体征，提高生活质量，控制病情发展且不良反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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