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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瘀论治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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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是妇科常见疾病#是由盆腔炎性疾病反复发作进展而来% 虽然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中医病因病

机较为复杂#但总以)瘀*为疾病之根本#瘀血既是盆腔炎性疾病的病理产物#亦是致病因素#贯穿疾病发展的始终% 在临床诊

疗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的过程中#应辨证论治#重视活血化瘀之法的应用#并将其贯穿于疾病防治的始终#以活血化瘀为主#

配合清热利湿'疏肝行气'温经散寒'益气健脾'补肾活血等方法治疗#不仅能有效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同时能提高患者免疫

力#降低盆腔炎性疾病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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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C,G(EKQD(bJRSJEKK+FER-(cQCREJFRGR(DJI+dJRSJDJd+DDJFdJDCRJ(cA26)

A%= B-39+&GJ@+J,CJ(cQJ,bEdEFc,CKKCR(D-IEGJCGJ#RDJCRKJFRcD(Ke,((I GRCGEG#CdREbCREFLe,((I dEDd+,CRE(F CFI DJG(,bEFLe,((I GRCGEG#

d,JCDEFL1JCRCFI IDCEFEFL6CKQFJGG(DQD(K(REFL+DEFCRE(F#G((RS OEbJDqEGRCLFCRE(F#ZCDKEFLKJDEIECFGCFI IEGQJ,,EFL/(,I#eJFJcEf

REFLqECFI EFbEL(DCREFL4Q,JJF#R(FEc-EFL:EIFJ-CFI CdREbCREFLe,((I dEDd+,CRE(F

&&盆腔炎性疾病 ! QJ,bEdEFc,CKKCR(D-IEGJCGJ$

A26"是发生于女性上生殖道及其周围组织的一组

感染性疾病$既往被称为+急性盆腔炎,$多发生在

性活跃期'有月经的妇女* 若盆腔炎性疾病未能根

治$迁延未愈$即可进展为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GJf

@+J,C(cA26$4A26"$临床主要表现为慢性盆腔痛'

不孕'异位妊娠和盆腔炎性疾病反复发作(%)

* 盆腔

炎性疾病是妇科常见疾病$其发病率逐年上升(!)

$

严重影响育龄期女性的身心健康* 西医通过联合应

用抗生素类药物来治疗盆腔炎性疾病$必要时需采

取手术治疗(7)

* 由于 4A26病程较长$长期'大剂量

使用抗菌药物$易使细菌产生耐药性$甚至引发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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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导致盆腔炎反复发作(#)

$4A26病程延长$严重

影响患者的生活* 中医药通过多种有效成分对机体

进行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性调节$具有整

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施治等诊疗优势* 中西医结

合诊疗 4A26优势互补$临床疗效显著$可有效降低

疾病复发率*

中医古籍中虽无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这一病

名$但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将其归属为+瘕,+妇人

腹痛,+带下病, +不孕, +月经不调,等范畴* 综合

古今各医家临证经验$可将 4A26的中医病因概括为

湿'热'瘀'寒'虚 ; 个方面$其中湿热为主要致病因

素$瘀血阻遏为根本病机(;)

* 现代研究表明$盆腔

炎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为由病原微生物上行感染而引

发的炎性反应$炎症可触发血栓形成$血栓在形成过

程中也会进一步加重炎症(B M$)

$而这与中医的+瘀

血,理论相契合$为从瘀论治 4A26提供了理论依

据*

CD瘀之内涵

.说文解字/记载+瘀$积血也,$即机体内凝滞

不流通的血液* 血瘀理论始于.黄帝内经/$发展于

汉唐时期$完善于明清时代$经后世医家不断完善$

形成了现代血瘀证及活血化瘀体系(<)

* 中医学中

的+瘀,有以下 # 个方面的含义* 一为血结不行$此

为+瘀,之本义$血行脉中$本当畅通无阻$但若因各

种致病因素的影响$导致血液积聚不行$或血液溢出

脉管之外$未能排出体外而聚于皮下$是为瘀* 二是

血行不畅$血当畅行无阻$但在各种致病因素的作用

下$血流不畅$血行迟滞$亦为瘀* 此时之瘀乃指血

液循行迟缓和不流畅的一种病理状态* 三是离经之

血$即脱离经脉$丧失了生理功能$于机体无益而反

有害的血* .血证论/说&+世谓血块为瘀$清血非

瘀#黑色为瘀$鲜血非瘀#此论不确* 盖血初离经$清

血也$鲜血也$然即是离经之血$虽清血鲜血$亦是瘀

血*,四是滞而不畅的状态$即一切有形之邪停于机

体某一部位$阻塞络脉所致的证候* +瘀,的概念虽

较为广泛$但总以滞而不畅为根本定义*

FD瘀与N/#!的相关性

4A26的中医发病机制为妇人经行产后$胞门未

闭$风寒湿热之邪或虫毒乘虚内侵$与冲任气血相搏

结$蕴结于胞宫$反复进退$耗伤气血$虚实夹杂$缠

绵难愈(8)

$根本病因病机为+瘀,* .金匮要略方论/

记载&+妇人腹中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此为中医

古籍中关于妇人腹痛的最早记载* .景岳全书%妇

人规%经脉诸脏病因/中记载&+妇人所重在血00

欲治其病$惟于阴分调之*,妇女一生中的经'孕'

胎'产'乳均与血密切相关(%")

* 书中还提出&+瘀血

留滞作$惟妇人有之$其证则或由经期$或由产

后00总由血动之时$余血未净$而一有所逆$则留

滞日积$而渐以成矣*,表明妇人多瘀$瘀久则易

成瘕* .妇人大全良方/也认为&+妇人月经痞塞

不通$或产后余血未尽00瘀久不消$则为积聚瘕

矣*,可见瘀血与瘕关系密切* 现代医家多从瘀

论治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梁文珍临证多年发现$

4A26病因病机复杂$但多因人体自身正气不足$邪

气亢盛$正邪相争$气血运行受阻$使得瘀血结聚$不

通则痛$日久则经脉失养$不荣则痛(%%)

* 故梁文珍

认为$无论何种病因$最终均可出现瘀滞$故以活血

化瘀为基本大法$治疗上以攻为主$兼顾脾胃* 蔡小

荪认为$妇人腹痛的最主要病因为+瘀血,$故治疗

上常采用活血化瘀之法$兼顾扶正$从而达到标本兼

治的效果(%!)

* 陈颖异主张将+虚'邪'瘀,作为治疗

4A26的关键点$从正虚邪实的角度出发$以扶助正

气'祛其余邪'祛瘀止痛为基本治法(%7)

* 王癑等(%#)

立足于+一气周流,理论$认为气机失调导滞的痰湿

内盛'瘀血内阻贯穿 4A26发病的始终$治疗上健中

焦脾胃以助气机运化$使气畅则血行$血行则瘀去$

瘀去则病自除*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活血化瘀类

药物可发挥抑制血小板聚集'抗血栓和抗纤维化的

作用(%;)

* 上述研究均为从瘀论治 4A26提供了理论

基础*

GD从瘀论治N/#!

GECD清热利湿化瘀&.妇人大全良方%妇人无子

论/云&+妇人者$众阴所集$常与湿居*,患者经期'

产后余血未清$或感受风寒湿之邪$或久病多虚等$

使湿邪入体* 湿为阴邪$其性趋下$易袭阴位$直中

胞宫$湿邪郁久化热$与瘀血胶结$阻滞冲任'胞宫'

胞脉$日久则气血瘀阻$不通则痛* 中医治疗可采用

清热利湿'活血化瘀之法* 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清

热利湿和解毒化瘀类中药对慢性增殖性炎症有明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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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抑菌作用$同时能改善微循环$降低炎性病灶毛细

血管通透性$减少炎症的渗出$促进炎性渗出物的吸

收* 此外$该类药物还有明显的解热镇痛及增强人

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作用(%B)

* 谢波以清热除

湿'化瘀止痛之法为基$采用口服中药'中成药'中药

保留灌肠'中药硬膏外敷'中药熏洗治疗等方法治疗

4A26$疗效显著(%$)

* 张佳美等(%<)发现$棱莪消积汤

治疗湿热瘀阻型 4A26疗效明显$且能有效调节

0S%X0S! 平衡$故棱莪消积汤具有清热除湿'化瘀止

痛之效* 相关研究发现$在大肠经气血流行最盛之

时!卯时"$选用利湿化瘀中药保留灌肠$有助于中

药汤剂通过直肠黏膜快速吸收$直达病所$增强疗

效(%8 M!%)

*

GEFD疏肝行气化瘀&.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女

子以肝为先天*,妇女疾病与肝的关系较为密切*

若素性抑郁$肝失条达$则气机不利$+气为血之帅$

血为气之母,$气滞则血液运行受阻$阻于冲任'胞

宫'胞脉$日久可进展为瘕* 中医治疗可采用疏肝

行气'化瘀止痛之法* 夏添(!!)临床研究发现$桂枝

茯苓汤能有效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指标$降低血液

黏稠度$加速盆腔各组织的血液流动速度$促进炎症

吸收$改善盆腔循环* 谢小男等(!7)认为$通调三焦

针刺法可通畅三焦气道$气足则血行$血行则瘀去$

其中八
%

穴下为骶神经$通过神经传导直接作用于

盆腔$直达病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炎症及粘

连* 贾楠楠(!#)发现$逍遥理坤汤治疗气滞血瘀型

4A26疗效显著$不仅能降低患者血液黏稠度$减少

炎症渗出$促进渗出物吸收$从而阻止结缔组织增

生$还具有镇痛作用$能有效缓解慢性盆腔痛*

GEGD温经化瘀&.医林改错/云&+血受寒则凝结成

块*,女子为阴$经行'产后易致寒邪入侵* 寒为阴

邪$寒邪凝滞$侵入人体后易使人体气血津液运行迟

缓$致血行不畅$凝滞为瘀(!;)

* 加之寒主收引$寒邪

入体$则气机收敛$腠理闭塞$经络'筋脉拘急挛缩$

气血凝滞更为严重$则疼痛加剧$病程缠绵反复*

.素问%调经论/记载&+气血者$喜温而恶寒$寒则

泣而不行$温则消而去之*,故治宜温经散寒$化瘀

止痛* 张红认为$疾病的产生是阴阳运动失衡的结

果$即+阳化气不足,使得+阴成形太过,$而 4A26的

病理性改变可视为有形实体$为阴$故在治疗上当多

采用温通之法$以助阳化气(!B)

* 王丽丽(!$)发现$少

腹逐瘀汤治疗寒凝血瘀型 4A26临床疗效明显* 现

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少腹逐瘀汤可通过抑制机体内

炎性介质的合成与释放发挥抗炎作用$通过降低全

血黏度来改善微循环$促进气血运行(!<)

* 此外$该

方还具有一定的镇痛和解痉作用* 王静芳等(!8)发

现$通络止痛汤散寒化瘀'通络止痛$兼顾气分'血

分$能有效改善盆腔血流动力学$改善盆腔微环境$

气血调畅则疾病自去* 朱小贞等(7")发现$将温性药

物贴敷于特定穴位$通过经络刺激与药物的作用$可

将药物作用传导至胞宫$中药保留灌肠亦可促进药

物的吸收$二者合用$更有助于发挥温阳散寒'活血

消'化瘀止痛的功效*

GEHD益气化瘀&.黄帝内经/认为+正气存内$邪不

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妇人经行产后$正气

虚弱$外邪入侵则正不胜邪$气虚则血行不畅$发为

瘀滞* 另外$盆腔炎性疾病常反复发作$日久则耗伤

正气$使瘀滞更甚(7% M7!)

* 中医治疗以益气健脾$化

瘀止痛为主* 冯月男等(77)发现$大鼠在气虚血瘀状

态下会有血管内皮细胞损伤并伴有血小板活化等一

系列过程$同时血常规指标中白细胞'中性粒细胞'

中性粒细胞弹性蛋白酶'髓过氧化物酶和组蛋白等

炎症指标均升高'血小板M单核细胞的黏附性增强$

表明气虚血瘀引起血小板活化的同时伴随着炎症反

应的发生* 高文芝等(7#)发现$理冲汤加减治疗气虚

血瘀型 4A26的临床效果优于抗生素治疗$理冲汤有

健脾益气'扶正培元'行气止痛'活血化瘀之效* 武

妍妍等(7;)发现$运用扶正祛邪法治疗气虚血瘀型

4A26取得良好临床疗效$此方法包括两个方面&一

是以补益气血'健脾之法培补虚损之正气$此为治

本#二是以祛湿活血化瘀等方法祛邪外出$此为治

标$标本兼顾$从而达到+祛邪不伤正$扶正助祛邪,

的治疗目的* 尹小兰等(7B)发现$益气清湿化瘀综合

方案治疗气虚血瘀夹湿型 4A26疗效确切$其可能机

制为下调外周血单核细胞中 0OP!'0OP# 及外周血

5-6<< 的表达$其中 5-6<< 与 G+A.P在 4A26患者

外周血中表达呈正相关$因此通过下调血清 5-6<<

可抑制下游炎症因子G+A.P的表达$从而减轻炎性

反应$改善免疫功能*

GEOD补肾化瘀&.景岳全书/云&+虚邪之至$害少

归阴$五脏所伤$穷必及肾*,盆腔炎性疾病反复发

作$迁延不愈$病久则肾虚* 盆腔炎性疾病发病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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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表现为湿热之证$过用苦寒之品易损及脾肾之阳#

另外$西医多采用抗生素来治疗盆腔炎性疾病$中医

将抗生素归属为+苦寒,之品$长期应用易损伤人体

阳气(7$)

* 肾虚引起血瘀的机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肾虚则肾精不能化生为血$血脉空虚则发为血瘀#肾

气虚则运血无力$血行迟滞则成血瘀#肾阳虚则不能

温阳血脉$血寒则血瘀#肾阴亏损则虚热内生$热盛

伤津灼血$血稠则成瘀滞* 中医治疗以补肾活血'化

瘀止痛为主* 现代临床和实验研究表明$基于补肾

活血法组成的中药复方可以调节血管新生'颗粒细

胞增殖'拮抗过氧化$从而发挥抗纤维化'抗炎'调节

免疫的作用(7<)

* 赵翠巧等(78)发现$温胞饮不仅能

调节肾虚血瘀型 4A26患者的盆腔微循环$同时也能

对增生组织及炎症进行吸收* 张沙飞等(#")发现$补

肾祛瘀法具有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抗炎性细胞因子

的作用*

HD结语

综上所述$虽然 4A26的中医病因病机较为复

杂$但总以+瘀,为疾病之根本$瘀血既是盆腔炎性

疾病的病理产物$亦是致病因素$贯穿疾病发展的始

终* 在临床诊疗 4A26的过程中$应辨证论治$重视

活血化瘀之法的应用$并将其贯穿于疾病防治的始

终$以活血化瘀为主$配合清热利湿'疏肝行气'温经

散寒'补肾健脾益气等治法$不仅能有效缓解患者临

床症状$同时能提高患者免疫力$降低盆腔炎性疾病

的复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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