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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生活和社会环境的改变及生活工作压力的增加，我国男性生育能力显著下降，男性不育症发病率逐年增高，

给男科医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治疗难题。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具有明确疗效，临床上应用广泛，为了明确中医药在

男性不育症的不同种类及不同阶段做起的作用，中华中医药学会组织邀请了男科临床一线的西医与中医青年优秀专家，围绕

特发性少、弱、畸形精子症、精液液化异常、精索静脉曲张、免疫性不育、提高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改善抑郁焦虑状态等 6 个方

面进行了讨论。就中医治疗的优点、特色、短板及优势病种、优势环节进行了深入探讨，针对男性不育症的各种病因及相关环

节的治疗进行了梳理与归纳。男性不育症由于病因不完全明确及发病机制复杂等原因，单纯西医治疗不能达到较好的疗效，

而中医药以整体观为核心，改善功能性疾病是学科优势，同时可以对应多靶点、多病因，并且有内治外治等综合性疗法，因此中

医治疗及中西医医结合治疗男性不育症，在临床上应用广泛。该文总结了纯中医治疗及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病种和优势环

节，罗列了相关病种的中西医治疗建议，以期让更多男科医生了解中医的治疗效应及优势能够实现中西借鉴、沟通融合，在临

床实际诊疗中给患者提供优效、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从而提高男性不育症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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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with the change in lifestyle and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crease in 

pressure in both life and work，male fertility has de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China，and the incidence of male 

infertility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which has brought great challenges to andrologist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as a definite curative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male infertility and is widely applied in clinical 

practice.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ole of TCM in different types and each stage of male infertility，the China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 （CACM） invited outstanding young andrologists in the clinic of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o discuss topics such as idiopathic oligospermia and teratospermia，abnormal semen 

liquefaction，varicocele，immune infertility，improving success ratio of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nd 

ameliorating depression or anxiety. They conducted in-depth discussions on the advantages，characteristics，

disadvantages，diseases responding specifically，and advantageous aspects of TCM treatment. The causes of male 

infertility and related links of treatment were summarized. Due to the unclear etiology and complex pathogenesis 

of male infertility，western medicine cannot achieve a good curative effect，while TCM，taking the holistic view 

as the core，specializes in improving functional diseases and can correspond to multiple targets and factors，with 

comprehensive treatments such as internal treatment and external treatment.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advantageous diseases and advantageous stages of TCM treatment alone and integrated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and put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s by TCM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advantages of TCM among andrologists，increase mutual learning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TCM and western physicians，provide patients with excellent and personalized 

treatment plans in clinical practice，and impro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male infertility and fertility of males in China.

［［Keywords］］ male infertility； diseases responding specifically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 

expert consensus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工作生活压力的日益增

大，以及环境污染的加重，全球范围内的不孕不育

患者不断增加。近年来，工业化国家育龄夫妇不孕

不育的发病率已达到 15%~20%［1］。在我国，不孕不

育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根据《中国不孕不育现状研

究报告》显示，近 20 年来我国不孕不育的发病率，已

经从 3% 攀升到了 12.5%。存在生育问题的育龄夫

妇已超过 2 000 万对。而不孕不育原因中 20% 是单

独由男性因素引起的，其余还有 30%~40% 与男性

因素有关［2］。有研究显示，我国育龄男性的精液质

量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逐年递减［3］。而且随着

二胎、三胎政策的逐步开放，“高龄父亲”不断涌现，

男性生育力低下的问题也越来越严峻。从而带来

的影响是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剧，新生儿出生

率的断崖式下降，这对这社会稳定及国家长远发展

都会带来极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改善育龄男性的

生育能力已迫在眉睫。

现代医学治疗男性不育症的手段主要以对因

治疗包括药物、手术及辅助生殖手段为主流方法。

但不同程度上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及风险［4］。而中

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历史悠久，在临床上应用广

泛，可以有效弥补西医治疗的局限性，以及提高辅

助生殖技术的成功率［5］。中医药基于整体思想，以

肾主生殖理论为核心，兼顾疏肝、健脾、活血等治

法，在改善精子质量有良好疗效。因此，中西医结

合一直是男性不育症的治疗方向。但是，在男性不

育症的治疗中如何进行中西医结合，在哪些环节中

医治疗有优势，哪些情况需要中西医结合，何时采

用手术或西药治疗 ，均是目前临床亟需解决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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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牵头，主要目的是推

荐男性不育症治疗中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优势

病种、优势环节及治疗手段，明确中医在不同阶段

所扮演的角色，推动中西医的有机结合。以下分别

围绕特发性少、弱、畸形精子症、精液液化异常、精

索静脉曲张、免疫性不育 4 类问题，以及中西医结合

治疗提高辅助生殖成功率、调整男性不育患者焦虑

抑郁状态为方向探讨中西医治疗的切入点。

1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优势病种

1.1　特发性少、弱、畸形精子症     导致男性不育症

的因素有很多，包括感染、遗传、免疫、内分泌失调

等，其最终的表现为精浆或者精子的异常，其中临

床最常见的类型是少精子症、弱精子症及畸形精子

症。而在这之中有 30％ ~45％是不明原因特发性

的［6］。由于该病无明确病因，不仅是生殖男科的难

题，也是影响男性不育治疗进展的瓶颈，目前西医

并无特效药，一般采用他莫昔芬或氯米芬等雌激素

受体拮抗剂、左卡尼汀及睾酮为代表的雄激素、维

生素等抗氧化剂和辅酶 Q10 等经验性药物治疗［7］，

其中部分药物的适应证并不包括特发性少弱畸精

子症，为临床超说明使用，给临床用药带来一定的

风险，疗效也因人而异。中医药在治疗特发性少弱

畸形精子症上有一定疗效，且应用广泛。

中医学认为“肾藏精、主生殖”，肾的精气盛衰

与人的生殖功能密切相关，因此，要提高精子浓度、

活力及形态等指标，必须使肾精肾气充盛，治疗以

补肾益精为主。大量的临床及实验研究证实了补

肾益精中医药治疗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的疗效。

临床上的有效方剂在古方五子衍宗丸［8］、麒麟丸［9］

等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常用药物有淫羊藿、仙茅、

金樱子、五味子、桑寄生、熟地黄、菟丝子［10］、枸杞

子［11］、石解、巴戟天、覆盆子、怀牛膝、沙苑子、山茱

萸、车前子、山药、生地黄。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其

本为肾虚，但临证不能囿于肾，应当分清脏腑虚实，

掌握病机的转变，采用相应的治疗方法，例如兼以

疏肝解郁、健脾补肺、活血化瘀、清热利湿等。

中医治疗特发性少弱畸精子症的优势在于，中

医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不会因为找不到病因而束手

无策，在补肾益精法的基础上结合个人体质，进行

个体化治疗，临床疗效较好。同时，利用针刺、艾

灸、药物贴敷等外治法也有一定疗效［12-13］，对于求医

日久无果的患者配合心理干预，可取得很好的临床

疗效，在较短的时间内提高精子质量。因此，临床

上对于轻、中度的少弱畸形精子症中医治疗比较有

优势，可以考虑纯中药治疗，或中药结合左卡尼汀、

复合维生素等药物共同治疗；重度的少弱畸形精子

症应考虑辅助生殖技术为主，并辅以中医药治疗，

可提高辅助生殖的成功率；无精子症则应以手术治

疗为主，通过睾丸穿刺、显微吻合、显微取精等手术

获取精子。

1.2　精液液化异常     成年男性精液排出体外 5~

20 min 后开始液化，若 1 h 内不液化，则可诊断为精

液不液化。精液不液化是导致男性不育的重要原

因之一，男性不育患者中存在精液液化异常的约占

40% 左右。影响精液液化的因素众多，如生殖系统

感染、激素内分泌紊乱、氧化应激等。其机制也尚

不完全明确，主要与精液中存在的凝固和液化两类

因子的共同调节作用相关。主要的治疗手段为对

因治疗，如抗炎、改善内分泌，补充维生素等，但疗

效不够确切。人工授精可以有效规避精浆原因来

解决男性不育的问题，但是目前成功率不高，只在

8%~22%［14］。

精液不液化属中医学“精寒”“精热”“精瘀”等

范畴，病位在精室，可涉及肝、脾、肾等脏阴阳失调、

气化失常为本，湿浊、瘀血阻滞为标［15］。精液属于

中医学“阴津”“阴液”等范畴，由肾的气化功能参与

调解。《黄帝内经》中提出了“阳化气，阴成形”的概

念，精液的液化有赖于阳气的气化作用，而气化又

依赖于阴阳的互相协调。因此，凡能引起机体阴阳

失衡的相关病因或疾病均可导致精液液化异常。

中医治疗常以补肾、化湿、疏肝、理气为主要治

法［16］，同时需注重生活方式、生存环境的影响，强调

其治疗要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中医治疗中医辨

证论治着眼于整体，其思维多维度，在面对复杂性

问题方面具有优势，是目前治疗此类型不育症有效

且重要的手段。

因此，中医治疗在治疗精液液化异常具有一定

优势，临床上若仅存在精液液化异常，未合并精子

质量问题时，或者仅存在轻度的少弱精子症时，可

以中医治疗为主。

1.3　精索静脉曲张     精索静脉曲张是指精索静脉

回流受阻或瓣膜失效，血液反流引起血液淤滞，蔓

状静脉产生不同程度的异常迂曲、扩张，是导致男

性不育症常见原因之一。其致病机制是由于精索

静脉曲张而引发睾丸局部温度升高、缺氧、代谢物

质反流、雄激素及促性腺激素分泌降低等多种病理

变化，最终影响男性精子发生发育导致不育。成年

男性人群中精索静脉曲张发病率是 11.7%，在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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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异常男性患者中发病率是 25.4%［17］。对于精索

静脉曲张导致不育，临床上目前以手术治疗精索静

脉曲张来改善生育状况，存在部分患者术后复发率

高，配偶妊娠率不理想等情况［18］。

精索静脉曲张在中医可归属于中医学“筋瘤”

“筋疝”“偏坠”等范畴。古代医家就对该病有直观

的认识。明代陈实功《外科正宗》记载： “筋瘤者，坚

而色紫，垒垒青筋，盘曲甚者结若蚯蚓”。基本核心

病机为血瘀，多因肾虚、肝郁、血瘀等，致气血失和

而血流不畅、络脉瘀血阻滞，使睾丸失养而致不

育［19］。治疗上对于Ⅰ、Ⅱ度精索静脉曲张可以中医

治疗为主，Ⅲ度以上曲张可采用手术治疗，术后以

补肾活血中药改善睾丸生精功能同时预防复发。

1.4　免疫性不育     男性免疫性不育是指以精子作

为抗原，在体内激发免疫反应所引起的不育症。据

文献报道，不育男子中有 6%~10% 可在血液或精浆

中检测出抗精子抗体，其产生并引起不育的机制与

损伤、感染、免疫失衡等有关［20］。治疗上主要采用

雄激素抑制精子发生疗法、免疫抑制疗法、洗涤精

子人工授精及抗生素疗法等，但相对不良反应较多

并且成功率不高。

中医学认为本病基本病机为肾气亏虚、血瘀、

湿热，本虚标实是其病机［21］。免疫功能低下或失调

是正虚的表现。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殖。

因此，肾气亏虚、肾精不足是导致本病的首要环节。

治疗常以补肾益气、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为治则。

常用萆薢分清饮、金匮肾气丸、四君子汤等加减［22］。

中医治疗的优势是通过中药对机体进行整体

调节，作用于人体免疫烯烃的不同环节，扶正祛邪，

调和阴阳，从而达到免疫平衡，消除抗精子抗体。

对于生殖道梗阻引起的抗精子抗体阳性病理，可采

用相应的手术治疗；生殖道感染所致抗精子抗体阳

性，则需应用抗生素治疗。对于特发性抗精子抗体

阳性患者，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可结合中药治疗，

增加成功的概率。

2 中医药提高辅助生殖的成功率

辅助生殖诞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体外受精

（IVF-ET））和胚胎移植技术（ART）为代表，现已成

为生殖医学中最重要的治疗手段之一。但目前对

于不育不孕采用 ART 技术平均妊娠率仍然只有

30%［23］。其中男方精子因素是导致妊娠失败的重要

原因之一。且随着男性年龄增长，生育风险增高对

男方精子质量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大量针对高龄

男性生育问题的研究文献指出，高龄男性精子质量

下降，生育能力下降，不得不采取辅助生殖技术［24］。

然而较低的成功率不但造成了生育夫妇经济上的

压力，也在生理与心理上对其造成了重大的影响。

研究表明胚胎与精子质量相关，精子细胞核异常及

精子 DNA 碎片指数（DFI）增高会导致不育［25］，即使

女方受孕，胚胎发育潜能也下降，往往导致胚胎停

育或妊娠丢失［26］。在辅助生殖前提高精子质量，以

往没有被足够的重视，现在越来越关注精子质量对

生育结局的影响。临床数据表明随着中医药在辅

助生殖前的介入与干预，明显提高了辅助生殖的成

功率。我国中医学对不育不孕症的治疗有着悠久

的历史，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医的辨证论

治与西医辅助生殖技术相结合，优势互补、相辅相

成，可辅助生殖的成功率，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27］。

中医药参与辅助生殖的切入思路正是围绕这一核

心进行。这需要熟悉掌握 ART 施术方案、了解 ART

的应用局限、认识到 ART 应用过程及易忽略的领

域、寻找中医药的切入环节、时限、探索中医的治疗

方案及遵循中医的调治用药等［28］。中医药的优势

在于辅助生殖前以补肾生精为核心的治则可以改

善男性、女性生殖功能，为获取优质的配子提供生

理基础，增加配成的几率。在移植后，通过补肾、养

血的方法，为女性进行保胎治疗，降低流产的风险。

3 中医药改善男性不育症患者焦虑抑郁状态

男科疾病多为身心障碍性疾病，许多男科疾病

患者具有不同程度的精神心理症状，抑郁障碍和焦

虑障碍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一般人群。由于男性不

育、性功能障碍、前列腺疾病，严重危害男性的生活

质量，又难以启齿，往往会引发心理问题［29］。同时，

与国外相比，我国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家庭成员更

重视有遗传学意义上的子女。生育角色的失败会

给予男性巨大的心理压力，打击作为男性的自尊与

自信。因此，越是不能接受无法生育事实的患者，

越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家庭层面的压力，以

及周围人际环境的刺激，更会加剧这种负面情绪。

导致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产生。而这些不良的

心理状态往往又会加剧疾病的进展。

而西药在治疗上常用精神类药品，患者往往会

抗拒用药，且需要去专门精神科就诊，药品的安全

性上也需要商榷，对于患者症状改善缓慢，甚至未

见起效或出现反复情况。中医整体论治、全面考

虑，四诊合参、治病求本，在治疗焦虑抑郁方面占有

不可取代的地位，疗效确切，且安全性更高、复发率

更低、依从性更好，可明显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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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情绪，能有效帮助男科疾病患者缓解症状、减少

痛苦，值得在男科诊疗中推广应用［30］。

4 讨论

男性不育症存在许多无法完全解决的难点和

困境，针对男性不育症，本文讨论了 6 个问题，分析

了哪些情况下或者病程中更适合中医治疗或中西

医结合治疗。归纳了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的优势病

种，希望能够推广这些建议，让从事男性不育临床

工作的医生能够更清晰地了解中医的优势，从而能

够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选择最优的治疗方案。

随着饮食、环境、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

及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高龄患者越来越多，

这就导致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性功能障碍等

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导致病情越来越复杂化，

并且男性不育患者往往伴有或多或少的精神心理

问题，单靠中医或者西医无法完全解决患者的问

题。这就需要中西医相互合作，有机结合，共同解

决问题。而男性不育症的特点在于，一是功能性疾

病，二是原因尚不完全明确，三是发病机制复杂，多

病因。传统西医的对因治疗，在对应的适应症中虽

然疗效确切，但是对于不明原因的特发性疾病，没

有太好疗效。辅助生殖技术临床上解决许多男性

不育的难题，但也存在不良反应，且花费高，成功率

低等问题。而中医中药以整体观为核心，改善功能

上本就是学科优势，恰好可以与西医形成互补。同

时中医药相对成分较多，可以对应多靶点多病因的

情况，因此在临床上治疗男性不育症有比较理想的

疗效，中草药、中成药、外治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

所以在治疗男性不育症上，中西医融合具有巨大潜

力，值得男科同道共同研究推进。

为此，中华中医药学会针对男性不育症作为临

床优势病种，邀请中医、西医的男科青年优秀专家

学者一起研讨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临床优势及切入

点，以期提高男性不育症的临床疗效。来自北京中

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首

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

苑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东南大

学附属中大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海军总医院、空军总

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十余名专家参与了本次中华

中医药学会组织的研讨。针对男性不育症领域的中医

和中西医结合治疗临床优势病种，中西医专家进行了

热烈深入的讨论，并初步形成了以下建议。见表 1。

5 专家名单

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第 11 期临床优势病种会

议，针对男性不育症中西医临床优势病种，形成以

上建议，具体参加专家名单如下。

李海松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张霄潇 中华中医药学会发展研究办公室主

任兼青委会秘书长

李 卫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干细胞与生

殖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林 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王 彬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王景尚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

王 福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

柯明辉 中日友好医院

祝雨田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

孙大林 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

王 海 北京协和医院

赵 勇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

刘红明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总医院

唐 渊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王 晟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朱 勇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表 1　中医药治疗男性不育症临床优势病种及专家指导建议

Table 1　Male infertility responding specifically to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expert's advice

临床优势病种

男性不育症

提高辅助生殖成功率辅助生殖

改善男性不育患者抑郁焦虑状态

项目

    特发性少、弱、

畸形精子症

精液液化异常

精索静脉曲张

免疫性不育

说明

    中医药更有优势，目前西医暂无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的口服药物，中医补肾为核心的治

疗有一定疗效，临床应用广泛

中医药具有优势，疗效确切且相比辅助生殖更方便经济，患者易于接受

    轻、中度精索静脉曲张手术指征不明显的情况下可以用中医药活血、补肾治疗，中医有

优势，重度曲张的情况下，可以在手术后进行中医药治疗，改善生精功能

中医整体治疗有优势，相对于免疫抑制疗法及辅助生殖疗法，不良反应低，且经济安全

    不育症患者可在辅助生殖之前配合中医治疗，为辅助生殖提供更多的优质精子，降低

精子的 DFI，减少流产率

中医药有优势，可以在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同时兼顾改善抑郁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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