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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学习研究著名中医学家罗元恺教授的医学著作，总

结了罗教授在妇科生理、病理方面的主要理论观点及其在妇科辨证、

诊断、治疗用药方面的一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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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元恺教授(1914～1995)，

男，广东南海人，是我国著名的中

医妇科专家。他从事中医医、教、

研长达六十年之久，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擅长中医内、儿、妇科，尤

精于妇科。罗元恺教授治学勤奋，

他深入钻研《内经》中有关妇科

的条文和《金匮要略·妇人三

篇》，并仔细研究历代妇科名著，

诸如宋·陈自明《妇人良方大

全》、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妇

人规》、清·傅山《傅青主女科》、

清·叶天士《女科证治》、清·吴

谦等《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

决》、清·沈金鳌《妇科玉尺》、

民国·张寿颐《沈氏女科辑要笺

正》等，摄取诸家之精华，加以

继承发展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妇科学术思想体系。在妇科理论

方面，他重视肾肝脾、精气血和冲

任；在妇女疾病的诊断上，他于望

诊独有心得；在妇科病的治疗上，

他强调辨证论治，尤其擅长补肾、

健脾和活血化瘀之法；在长期的临

床实践中他对妇人调经、种子、安

胎、消症等积累了不可多得的经

验。罗元恺教授一生笔耕不辍，著

有《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

医集》、 《罗元恺女科述要57等，

点注了张景岳《妇人规》，并主编

了全国统一教材第五版《中医妇

科学》等。他为中国妇科学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笔者有幸跟随罗元恺教授的学

术继承人罗颂平教授学习，在她的

指导下对罗元恺教授的著作、文章

进行了研读，兹将罗元恺教授妇科

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整理总结如

下。

1 妇人生理以肾为先天、以经孕

为主

1．1 肾气一天癸～冲任一月经妊

娠轴 胞宫是妇女在解剖学上的主

要特点。月经、带下、妊娠、产

褥、哺乳是妇女的生理特点。这些

生理特点是由经络、脏腑、天癸、

气血与胞宫的协调作用而产生的。

《素问·上古天真论》日：“女子

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天

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

时下，固有子；三七肾气平均，故

真牙生而长极；四七筋骨坚，发长

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衰，面

始焦，发始堕；六七三阳脉衰于

上，面皆焦，发始白；七七任脉

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

通，故形坏而无子也。”“肾者主

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

盛乃能泻。今五脏皆衰，筋骨解

堕，天癸尽矣，故发鬓白，身体

重，行步不正，而无子尔。”由此

可见，在女子生、长、壮、老的生

理过程中，肾气是起主导作用的。

先天之肾气得到后天水谷精微的滋

养则充盛，使齿发生长，天癸到

来，任通冲盛，女子出现经、孕、

产、乳的生理现象。三十五岁以

后，脾胃功能渐衰，化源不足，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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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之肾气亦渐衰竭，天癸渐竭，冲

任衰少，生殖能力也就丧失。据此

罗元恺教授认为女子以肾为先天，

他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提出

了肾气一天癸一冲任一子宫一月经

(或妊娠)轴的概念，认为这是调

节妇女性周期的一个轴，肾气是这

条轴的核心，因为天癸来源于。肾、

冲任之本在肾而胞脉系于肾。此轴

与现代医学的下丘脑一垂体一卵巢

一子宫轴有相似之处。罗元恺教授

还根据中西医有关知识对天癸的本

质作了精辟的论述。明·张景岳

云：“元阴者，既无形之水，以长

以立，天癸是也，强弱系之，故亦

日元精。”现代医学认为下丘脑、

垂体、卵巢释放的激素调节着女性

的性周期。因此，罗元恺教授指

出：“天癸是男女到青春发育期所

产生的与生殖有关的一种物质”，

可能“相当于垂体、卵巢、睾丸

等性腺的内分泌素”¨1。近年来中

西医结合研究证实了罗元恺教授当

年的观点的确是有预见性的。研究

发现肾阳虚患者的下丘脑一垂体一

性腺轴有不同环节、不同程度的功

能紊乱，而运用补肾阳治法后这种

紊乱状态可以得到改善悼1。说明

中医的肾与现代医学神经内分泌系

统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1．2 月经和妊娠是肾肝脾、气

血、天癸、?中任协调作用的结果

月经和妊娠是妇女最主要的生理特

点。宋·陈自明日：“歧伯日：女

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七而

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

以时下。⋯⋯冲为血海，任主胞

胎，二脉流通，经血渐盈，应时而

下，常以三旬一见，以象月盈则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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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妇人良方·经脉总论》)

张景岳则云：“然经本阴血，何脏

无之?惟脏腑之血，皆归冲脉，而

冲为五脏六腑之海。⋯⋯此可见冲

脉为月经之本也。然血气之化，由

于水谷，水谷盛则血气亦盛，水谷

衰则血气亦衰。而水谷之海，又在

阳明。⋯⋯此可见冲脉之血，又总

由阳明水谷之所化。而阳明胃气，

又为经脉之本也。故月经之本，所

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

脾生化之源耳。”(《妇人规》)这

些论述一方面体现了天人相应的规

律，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肾、脾胃、

气血、冲任二脉在月经生理中的重

要作用。罗元恺教授对月经的认识

则在前人的基础上更进了一步。他

认为月经与月相的盈虚相关，月经

周期可以说是人体的“月钟”表

现。而肾、肝、脾、天癸、冲任在

月经生理中各司其职。他对月经的

论述条理清晰，说理简明，更易为

现代人所接受：“肾主藏精，主生

殖，女子肾气盛，促使天癸这种物

质的到来，并导致任脉通，太冲脉

盛，则月经以时下⋯⋯肾以封藏为

主。子宫内膜之充血增厚，目的是

为了受精卵的着床孕育，在这一过

程中，脾经以生化气血和统摄血

液，肝经则维持藏血的功能，使血

暂时不外溢以备养胎。但人体是有

各种生物钟加以调节的，到一定时

期如无孕卵着床，肝气便疏泄其

血，则月经来潮。” “阴消阳长，

由满而溢，藏泻有时是月经周期的

主要机理。”¨1

至于妊娠的机理，《灵枢·决

气》说：“两神相博，合而成形。”

《难经》说：“命门者，诸精神之

所舍，元气之所系也，男子以藏

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

唐·王冰《素问·注》日：“冲为

血海，任主胞胎”；金元朱丹溪

《格致余论》云： “阳精之施，阴

血能摄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

胎孕乃成”；清·沈金鳌《妇科玉

尺》云：“凡有胎者贵冲任脉旺，

元气充足，则身体健壮，无疾患相

侵，血气充实，可保十月满足，分

娩无虞。”根据前人的论述，罗教

授进一步指出：“精藏于肾，而胞

脉系于肾。妊娠之机理主要在于男

女肾气的盛实，使男精女血(指

卵子)得到有机的结合。⋯⋯同

时亦与冲任二脉之充盛有关，⋯⋯

胎孕既成，则赖母体之气血蓄聚以

养之，而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

化之源，故妊娠之始，以至分娩之

完成，必须由先天之肾气与后天之

脾气相互调摄，方能使胎儿正常生

长发育。”‘41

从以上论述可见罗元恺教授论

妇人生理是以肾肝脾，气血和冲任

的协调作用为重点的。另外，在对

月经机理的论述中也体现了他重视

人体阴阳二气平衡协调的特点。

2妇科病机责之冲任损伤、以肾

为根本

中医对于妇科疾病的病机可以

概括为三方面：脏腑功能失常、气

血失调与直接损伤冲任。明·薛己

《校注妇人良方》云：“妇人病有

三十六种，皆由冲任劳损而致，盖

冲任之脉为十二经之会海。”清·

徐灵胎《医学源流论》说：“凡治

妇人，必先明冲任之脉⋯⋯冲任脉

皆起于胞中，上循背里，为经络之

海，此皆血之所从生，而胎之所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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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明于冲任之故，则本源洞悉，

而后所生之病，千条万绪，可以知

其所起。”可见中国古代医家对冲

任二脉在妇科疾病中所起的作用是

非常重视的。罗元恺教授继承了这

种观点，论妇科病机，尤其重视冲

任。他指出：“身体得了某种致病

因素以后，因而影响或破坏了生理

的机转，或影响脏腑功能的失常，

或导致气血的失调。从妇产科范围

来说，必须进一步影响到有关生殖

系统的病理变化，致冲任损伤

(不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才会

发生妇产科疾病。”。41据此，“不论

脏腑及血气的异常，其结果必然导

致冲任失调，或者直接损伤冲任，

进而影响到子宫的正常功能，于是

产生经、带、胎、产诸疾，这是妇

科病的病机特点。”‘1-

然而冲任二脉皆起于胞中，胞

脉系于肾，天癸也来源于肾，肾气

的盛衰直接控制着天癸的至与竭、

冲任二脉的充盛与虚衰、月经的有

与无，因此肾的功能作用对妇产科

病理生理处于关键的地位。《景岳

全书·妇人规》云：“盖其病之肇

端，则或由思虑，或由郁怒，或以

积劳，或以六淫饮食。多起于心、

肺、肝、脾四脏，及其甚也，则四

脏相移，必归脾肾。⋯⋯故予曰：

阳邪之至，害必归阴，五脏之伤，

穷必及肾。”《景岳全书·命门余

义》云：“命门为精血之海，⋯⋯

为元气之根，为水火之宅。五脏之

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

非此不能发。”这说明肾受藏五脏

六腑的精气，而又反馈于五脏六

腑，任何致病因素的损害若得不到

及时的控制，最后必然伤及于肾，

故肾为人体之根本。罗元恺教授曾

撰文说明肾在妇科病机中的重要

性： “中医对于妇产科的致病机

理，虽有在气、在血、属脾、属

肝、属肾之分⋯⋯其最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于肾，在于肾阴肾阳的偏盛

偏虚而失却平衡协调的作用。⋯⋯

而气、血、肝、脾往往是发病过程

中的一个阶段或一种诱发的因

素。”[51沈自尹等现代中西医结合

研究者通过临床观察和实验研究总

结出。肾、命门是机体的调控中心，

它与西医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有着

本质的联系，它起作用的部位可能

在下丘脑，而对生殖系统的调节是

其重要作用之一。。1
o

3妇科诊法长于望诊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

“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阳；

审清浊而知部分。” 《难经》谓：

“望而知之谓之神。”由此可知望

诊在疾病的诊断中其着重要的作

用。我国古代由于封建礼教的制

约，妇科望诊的资料多不易得到，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这方面的限制

已逐渐消失。罗元恺教授总结数十

年之临床经验，认为望诊在妇科尤

为重要，他对于望妇人之形神、面

色、唇舌、经、带、恶露等都有深

刻的心得体会。由于我们在临床上

望诊所得主要是形神、面色、唇舌

方面的资料，而经、带、恶露等情

况主要通过问诊获得，因此这里仅

就罗元恺教授在望面色、唇舌方面

的特色作一介绍。

面部的颜色和光泽反映了病人

脏腑气血的盛衰，气虚、血虚或肾

虚都可以有面色的改变。妇女面

白为气虚血脱之征，常见于崩漏等

失血耗气之病；面色苍白是白中带

青的颜色，表示气血俱虚，兼有肝

风或肝血不足，常见于经行头痛等

病证；面色萎黄主脾虚血虚，见于

月经过多等病证；面色晦黄为脾肾

两虚，见于绝经前期的崩漏等；面

色红赤主实热，见于热邪迫血妄行

的月经先期、月经过多、产褥热、

急性盆腔炎等；颧红为阴虚火旺之

候，多见于绝经前后诸证；颊、眼

眶及额部黯晦或黯斑主肾虚、脾

虚，应结合出现的部位来辨证。

“上下眼眶均黯黑者，多为肾虚；

下眼眶黑者脾虚为多。面部黯黑，

常有面斑，多属脾肾虚。”¨。常见

于生殖功能不正常的慢性病，黯晦

或黯斑可随病情的轻重而渐退或加

深。

唇舌的望诊可以反映冲任、脏

腑、气血、病邪的情况。罗元恺教

授认为环唇黯黑主脾、肾虚及冲任

亏损，也可兼有血瘀，常见于月经

病、不孕症、滑胎等。舌质淡自主

气血两虚或内有虚寒，见于月经过

少、闭经或宫寒不孕等；舌质红为

血热，舌尖红为心火盛或肺热，常

见于经行量多；舌边红为肝胆火

炽，多见于月经先期量多、倒经、

产褥热等；舌质暗红多为气血郁

滞，常见于月经先后不定期、痛

经、盆腔炎、症瘕等；舌上瘀斑主

血瘀，见于痛经、闭经、不孕症、

症瘕等；舌质淡黯或黯滞主脾肾

虚，尤其是。肾虚，见于不孕症等。

舌胖大主气虚、脾肾阳虚，见于崩

漏、经行浮肿、带下病、子宫脱垂

等，舌胖大而湿润如水泡猪肝者为

脾虚湿盛；舌瘦薄而偏红者为阴虚

内热；舌瘦薄而偏淡者为气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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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若唇色与舌色不一致者，应以

舌色为准。 “苔白主寒，苔黄主

热，苔腻主湿，苔黑而干主热炽伤

阴，灰黑而湿润为寒水上泛，剥苔

或无苔则主伤阴，也为胃气虚衰之

象。”‘71

罗元恺教授在望诊方面的丰富

经验，发展了中医妇科的诊法，对

中医妇科临证诊断治疗起着重要的

指导作用。

4妇科治疗善调肾脾气血

临床上罗元恺教授善于运用调

补肾阴肾阳、调理脾胃和活血化瘀

的方法。

4．1 善调肾脾 妇科疾病必然有

冲任的损伤，而冲任之本在肾，因

此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肾阴肾

阳的失调，所以不少妇科常见病要

采用或兼用调补。肾阴肾阳之法。罗

元恺教授深谙张景岳“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

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

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景岳全

书·新方八略》)的道理，常根据

阴阳相配的原则，遣方用药调治妇

科疾病。例如，他治疗月经过多反

复发作者，用自拟的“二稔汤”滋

。肾固气涩血；治疗虚症闭经，用集

灵膏(《景岳全书》)合四物汤加

减，先滋肾养血，至有月经征兆

时，则加入行气活血通经之药；治

疗肾虚带下，以温固脾肾为主，选

用苓术菟丝丸(《景岳全书》)加入

海螵蛸、鹿角霜等；治疗不孕症，

创制了补肾养血的“促排卵汤”；

治疗胎漏、胎动不安和滑胎，创制

了补肾健脾安胎的“滋肾育胎丸”。

罗元恺教授指出：“从临床效果来

看，滋养肝肾能起到补益冲任、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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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内分泌素而达到调经、孕育、安

胎等广泛的治疗作用。”¨o后人对

于罗元恺教授治肾之法进行了补充

和发展。例如，张氏、罗氏等根据

同病异治的原则，扩大了“滋肾

育胎丸”的治疗范围。她们指出：

“滋肾育胎丸的立方理论重视了肾

脾关系，功能补。肾健脾，益气养

血。⋯⋯是一个具有调经、种子、

安胎多种疗效的妇科良药，也可广

泛地治疗由于肾脾两虚、气血不足

导致的其他疾病”。‘81她们还撰文

介绍了滋。肾育胎丸治疗女性不孕、

男性不育、闭经、月经后期、性生

殖轴功能早衰、脱发、老年性腰腿

痛、皮肤病等的经验。

4．2 妇科调理脾胃八法妇女以

血为主，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

又有统血的功能，如果脾胃受损，

累及冲任就会产生妇科疾病。因

此，调补脾胃为妇产科常用的治法

之一。《素问·玉机真藏论》说：

“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

之本也。”仲景谓“四季脾旺不受

邪”，李东垣《脾胃论》认为：

“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夫脾

胃不足，皆为血病。”可见脾胃为

后天之本，对维持人体的健康有重

要的作用。《景岳全书·妇人规》

引前贤之说：“凡见血脱等证，必

当用甘药，先补脾胃以益生化之

气，盖甘能生血，甘能养营，但使

脾胃气强，则阳生阴长，而血自归

经矣，故日：脾统血。” 《沈氏女

科辑要笺正》说： “阳虚元气下

陷，不能摄血者，则宜大补脾气，

重用参芪，而佐以升清之法。”由

此可见，古人对于妇人气虚血脱之

证主要用补气健脾法治疗。罗元恺

教授以前人的理论为基础，结合自

己的临床经验，总结了调理脾胃的

八种治则：补气摄血法、升举脾阳

法、健脾燥湿法、理脾和胃法、温

补脾。肾法、补益心脾法、疏肝实脾

法和清热去湿法。补气摄血法主要

用于气不摄血的妇科出血证，常用

方剂有举元煎等；升举脾阳法用于

脾气不升反而下陷的久漏久崩等

证，常用补中益气汤等；健脾燥湿

法用于脾失健运，水湿停滞中焦或

流注下焦的腹胀便溏、带下增多、

经行泄泻、妊娠水肿等，常用方有

参苓白术散、完带汤(《傅青主女

科》)、全生白术散等；理脾和胃

法可用于胃气上逆之妊娠呕吐，常

用方有干姜人参半夏丸(《金匮要

略》)、平胃散等；温补脾肾法用于

脾肾阳虚的月经不调、闭经等证，

常用方有茯苓菟丝丸(《景岳全书

·新方八阵》)等；补益心脾法用

于心脾受损之月经失调、崩漏等，

常用方有归脾汤等；疏肝实脾法用

于肝郁脾虚之月经病，常用方有逍

遥散等；清热去湿法用于湿热带

下，常用方有止带方(《世补斋·

不谢方》)等。罗元恺教授指出：

“肾主生殖，脾主营养，先天后天

相互支持，营养与生殖功能共同协

调，则发育成长便可正常，经、

带、胎、产之病自少发生，正确地

运用中医脾胃学说以指导妇科的临

床实践，是治法上重要的一环。”H。

4．3 在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灵活

运用活血化瘀疗法 妇女由于有月

经与产褥的特点，形成血瘀的病理

变化机会较多，故血瘀成为妇产科

常见的病因之一，而活血化瘀疗法

也成为治疗妇科疾病常用的方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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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元恺教授对活血化瘀法的沿

革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内经》

对血瘀病机的论述，到《伤寒杂

病论》之蓄血证和十余首活血化

瘀方剂，直至清代王清任的《医

林改错》和近世唐容川的《血证

论》对瘀血证之理法方药的论述，

他都细心揣摩学习。清王清任创立

了四首活血化瘀的名方，《医林改

错》云：“立通窍活血汤治头面四

肢、周身血管血瘀之症，立血府逐

瘀汤治胸中血府血瘀之症，立膈下

逐瘀汤治肚腹血瘀之症。”少腹逐

瘀汤“治少腹积块疼痛⋯⋯此方

种子如神。”唐容川《血证论》

云：“凡系离经之血，与营养周身

之血已暌绝不合。⋯⋯此血在身不

能加于好血，而反阻新血之化机，

故凡血证总以去瘀为要。”唐氏也

采用通窍活血汤、血府逐瘀汤。罗

元恺教授在实践中对先贤们的理论

加以发展和创新，他善于根据寒、

热、气滞等妇科疾病的不同证型分

别运用少腹逐瘀汤、血府逐瘀汤及

膈下逐瘀汤等活血化瘀名方。他根

据临床经验总结整理出一套妇产科

常用的活血化瘀方法，主要有行气

活血、活血止痛、祛瘀散寒、攻逐

瘀血和清热化瘀等。他认为：“活

血化瘀法的运用，应该以中医辨证

施治的理论来指导实践。”‘1叫在临

床上，他用活血化瘀法治疗子宫内

膜异位症所致的痛经及膜样痛经，

血瘀经闭，气滞血瘀之久漏不止、

月经不调、经前紧张症，冲脉瘀滞

之经行吐衄，瘀热壅滞小腹之盆腔

炎，血瘀结聚的症积，瘀阻胞络之

不孕症等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他

总结临床经验创制了“治疗痛经

的‘田七痛经胶囊’，治疗子宫肌

瘤等症积的‘橘荔散结丸’、治疗

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罗氏内异

方’；指导拟订了治疗免疫性不孕

症的‘助孕1号、2号丸’

等”16 J，促进了中医妇科活血化瘀

疗法的发展。

5妇科用药随证变通

罗元恺教授临证用药灵活，随

证变通，他讲求药物配伍的合宜、

药物与病证及病人体质的相适应，

注重用药剂量和药物的归经。

5．1 药物配伍注重阴阳互生 他

根据张景岳“阴中求阳，⋯⋯阳

中求阴”之意，处方用药时很注

意阴阳的相互滋生，常于温阳方中

加入滋阴养血之药，或于滋阴药中

加入益气温阳之品。例如：他自拟

的促排卵汤以巴戟、淫羊藿、熟附

子温肾壮阳为主，加入党参、炙甘

草健脾补气，又配以滋养肾阴之熟

地、菟丝子，养血益肝之当归、杞

子，体现了阴中求阳的原则。另

外，气分药与血分药的配伍也有讲

究。罗元恺教授指出： “以补血、

养血为目的时，必须辅之以补气，

甚或以补气为主，当归补血汤之重

用黄芪是矣。以补气为目的时，必

辅之以补血药。补中益气汤在参、

芪、术、草中之用当归是矣。⋯⋯

在化瘀剂中，应辅以行气或破气之

品，以助其流通运行，如⋯⋯血

府逐瘀汤除用桃红四物外，辅之以

枳壳、柴胡”。⋯o

5．2 临床用药须因证因人而异

补血药中有走而不守之当归、川

芎，也有守而不走的熟地、首乌、

黄精、桑寄生。罗元恺教授认为

芎、归为温和流动之品，只适于血

寒、血滞或阳气不足的血虚患者，

而不宜于阴虚消瘦、月经过多、崩

漏未止或先兆流产出血期间者；熟

地等滋阴养血之品则适于阴虚血少

者，而不宜于寒凝、痰湿壅盛肥胖

之人。行气止痛药有偏于凉性的，

也有偏于温性的。热证者当取凉性

的郁金、川楝子之类；偏于寒者则

取小茴香、乌药等。

5．3 临证用药重视剂量变化和归

经对药效的影响 同一药物，用量

不同，则效果不一。罗元恺教授谙

熟此中道理，他曾撰《论柴胡的运

用》、《妇科处方用药琐谈》等文，

较详细地阐述了各种药物的用量。

柴胡重用(约15～18克)可以退

热解表，如《伤寒论》大小柴胡

汤；常量(约6～9克)可以疏肝

解郁，如《和剂局方》逍遥散；轻

用(约3克)可以升举阳气，如

《脾胃论》补中益气汤。“白芍一般

用量可和血平肝，如逍遥散，⋯⋯

重用可以缓急、缓痛，如⋯⋯芍药

甘草汤⋯⋯白芷轻用上行治头风眩

痛，重用下行治带下清稀。防风轻

用配芪、术以固表止汗，如玉屏风

散，重用可发汗解表，如防风通圣

散。白术一般量可健脾止泻，重用

可润肠通便(60克)。黄芪一般量

可以升高血压，重用又可以降压

(45～60克)。川黄连轻用可以健

理肠胃而清热止泻(3—5克)，重

用久服可引起溶血而抑制心气⋯⋯

甘草一般用量可以和中而调诸药，

若重用久服，可致水钠潴留而成水

肿。朱砂少用可以宁心安神，重用

或久用可耗损真阴而中毒”。¨¨

罗元恺教授用药还讲究归经。

所谓归经是指药物对某脏腑及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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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发生较明显的作用。比如“先

兆流产多由于肾虚不固，选用药物

应以肾经固涩之品为主，以菟丝

子、杜仲、桑寄生等为首选，月经

过多之由于脾失统摄而致者，选用

药物以人脾补气之品为主，以土炒

白术、党参、黄芪等为首选”。[7]

6临证治疗以辨证取效

罗元恺教授临证治病，强调通

过四诊以辨别寒热虚实而加以治

疗。他很欣赏张景岳的名言：“人

之气质有常变，医之治病有常变，

非明四诊之全者不可也”(《景岳

全书·传忠录》)。他治疗妇女月

经不调、崩漏、闭经、痛经、胎

漏、胎动不安、滑胎、症瘕、经断

前后诸证等有着丰富的经验。滋举

胎漏、胎动不安为例。

《景岳全书·妇人规·安胎》

说：“凡妊娠胎气不安者，证本非

一，治亦不同。盖胎气不安，必有

所因，或虚、或实、或寒、或热，

皆能为胎气之病。去其所病，便是

安胎之法。故安胎之方，不可执，

亦不可泥其月数，但当随证、随

经，因其病而药之，乃为至善。若

谓白术、黄芪乃安胎之圣药，执而

用之，鲜不误矣!”罗元恺教授根

据大量的临床观察，将胎漏、胎动

不安的原因总结为三点：一为纵欲

伤肾，肾气不固；二为脾虚气血不

足，胎失所养；三为冲任损伤，不

能维系胎元。据此，他提出了补肾

固冲，健脾养血安胎的治疗原则，

并以四君子汤(《和剂局方》)合

寿胎丸(《景岳全书》)为主方随

证加减。气虚者加黄芪18～24克

或黄精24～30克，气滞有恶心呕

吐者加春砂仁4．5克(后下)或

36 71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ournal

陈皮6克，有热者加黄芪9克，虚

热者加女贞子15克，旱莲草15

克，腰痛明显者加金狗脊18～24

克或川杜仲15克，腹痛者加白芍

12克、甘草6克。‘12o他指出，方

中菟丝子补而不燥，滋而不腻，平

补肾之阴阳，党参补气健脾、益血

以养胎，应列为安胎首选药加以重

用。他还强调：“安胎之要，着重

一个静字。药性和饮食宜静不宜

燥⋯⋯身体宜静不宜动⋯⋯情绪宜

静不宜燥⋯⋯以静制动，是安胎治

疗中的重要一环”。"。

从对胎漏、胎动不安的治疗

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罗元恺教授临

证治疗是以前辈医家的理论为指

导，结合临床所见之证候立法处方

的。此外，还要根据具体病人表现

出来的寒、热、虚、实倾向加减用

药。与此同时，他对患者日常生活

调护也非常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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