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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云：“新产妇人有三病……三者大便难……亡津液，胃燥，

故大便难。”由此可见，产后便秘是产妇产后的常见疾病之一。本文分别从中医理论、西医理论探讨产

后便秘的病因病机，以辨证施治为基本原则探讨三则临床典型案例，借此为临床诊治产后便秘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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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The Twenty-First Syndrome and Treatment of Women’s Post-
partum Diseases” says: “The postpartum women have three diseases… the third is difficulty in de-
fecation… the loss of body fluid and dry stomach make it difficult to defecate.” From this, it can be 
seen that postpartum constipation is one of the common diseases of postpartum women. This pa-
per discusses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ostpartum constipation from the theory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western medicine, and discusses three typical clinical cases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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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inciple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so as to provide ideas for clinical diagno-
sis and treatment of postpartum const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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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后便秘是指产妇在产后饮食如常，但大便数日不行或排便时干燥疼痛，艰涩难以解出者，称为产

后便秘，或称“产后大便难”、“产后大便不通”，是最常见的产后病之一[1]。便秘是功能性肠紊乱，

严重影响了产妇在产褥期的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2]。金芸等人通过多因素 Logistic 回归分析得出产后

便秘是导致阴道分娩产妇产后盆底功能障碍恢复的风险因素之一[3]。 
目前可使用泻药、止痛药、高纤维饮食、增加液体摄入量等缓解产后排便的疼痛以及促进排便，但

在哺乳期间使用的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有待评估[4]。祖国传统医学治疗产后便秘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效如桴鼓，本文笔者运用中医疗法解决产后便秘，希望对临床实践有所裨益。 

2. 中医病因病机 

从传统医学角度本病产生的病因主要是产时及产后亡血伤津，加上产后哺乳、出汗等，肠道失润；

或素禀气虚，因产时阳气更伤，气虚无力推送大便，便结肠中，壅滞难下。加之饮食结构未合理安排，

产后诸多因素均易影响产妇精神情志、生活方式。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分为血虚肠燥，阴虚火旺，气血虚

弱三种类型。因此，食疗药膳重在补血养阴，润肠通便。故不宜妄行苦寒通下，徒伤中气。 

3. 西医病因病机 

首先，由于产褥期胃肠功能减弱，肠蠕动慢，肠内容物在肠内停留时间长，使水分吸收过多，肠道

菌群失调，造成大便干结，排便次数减少。王谦等人报道当粪便在肠腔内长时间停留，还可引起腹胀、

腹痛、异常发酵、腐败，产生大量有害的毒素，而毒素过度吸收入血可引起全身损害，导致机体新陈代

谢紊乱，内分泌失调及微量元素不均衡，加重便秘[5]。 
其次，妊娠期间，增大的子宫压迫静脉，导致直肠肛门部位血行淤滞，且妊娠期间盆腔组织松弛，

促使了痔疮的发生和加重，造成产后便秘的发生。经过妊娠腹部过度膨胀，使腹部肌肉和盆底组织松弛，

或产妇分娩过程中发生产道损伤，对其排便神经反射与排便功能产生影响，排便力量减弱[6]。 

4. 病案举隅 

4.1. 养血润肠通便 

初诊：患者青某，女，25 岁，2022 年 3 月 2 日初诊，主诉：产后大便秘结 1 月余。患者 1 月前行剖

宫产手术，产后害怕手术伤口疼痛，不敢用力排便，且大便硬结难出，排出的粪粒质地坚小，形如羊粪，

色偏黑，腹部排便时不痛，按之似有物结聚其中，脐下叩诊为实音，伴神倦乏力，自觉全身发低热，自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3.12832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锦湘，余田甜 
 

 

DOI: 10.12677/tcm.2023.128327 2182 中医学 
 

汗，1 日需换 2~3 次衣服，触其尺肤有凉湿之意，舌体胖大，舌苔微黄腻，脉沉细无力。 
予养正通幽汤加减：川芎 15 g，炙甘草 3 g，油炒当归 20 g，桃仁 15 g，火麻仁 15 g，枳壳 5 g，郁

李仁 15 g，党参 20 g，酒制肉从蓉 9 g，熟地黄 6 g，柏子仁 15 g。 
食疗方：炒熟的黑芝麻泡在开水里面当作茶饮，或将炒熟的黑芝麻与适量的米煮成粥润煮粥食，肠

润即通。上 7 剂，养血通便。 
二诊：大便质变软，色恢复正常，排便顺利，食欲大增，但仍觉体虚乏力，自汗多，心悸，口渴甚。

继于上方基础上加黄芪 20 g，麻黄根 10 g，麦冬 20 g，白术 15 g，阿胶 10 g，服用 7 剂，养血固表。后

复诊诉诸症皆愈。 
食疗方：参归腰子汤：将一对猪腰子里面的白膜去掉、切片、洗净，加入人参 3 g、当归 10 g、水

600 ml 煮熟食用，每日 1 剂。 
愚按：患者产后劳倦伤脾，运化稽迟，气血津液枯槁，肠腑燥涸，致肠胃中燥粪难以排出，却表虚

自汗，心悸怔忡，口渴咽干，乃虚症类实，不能专论为阳明症而妄投承气汤。若妄下之，年轻产妇正气

充足，体质康健，幸而无妨；产妇已正气虚耗亏损者亦妄下，多致不救。屡见妄下成膨，误导反结。又

加之产后血虚，大便数日秘结，即用峻猛攻下法而致泻下不止者，危哉！承气汤类均为乃苦寒攻下之方，

但苦寒之品伤中气，下焦虽得其疏通，却通而泻下不止，或成痞满，误矣！患者按之不痛，只觉胀满不

适，又因虚而致实，故只用补剂而已，宜养正助血通滞，则稳当矣。 
养正通幽汤出自《傅青主女科》，方中当归，血药也，心主血，肝藏血，脾裹血，故均入之。油炒

当归治疗虚肠燥便秘效果更佳[7]。川芎入肝，肝乃藏血之脏，生发之经，引当归、党参下行血海，养新

生之血。气温血活，自然生生不已也。此外，方中仁类中药滑泽通利，润大肠而滋经脉，行润肠之力，

与枳壳配伍以行滞而开结也；如桃仁甘以和血，苦以散结，则瘀者化，闭者通，而积者消矣。肉从蓉、

熟地黄、黑芝麻均色黑而润，入足少阴肾经，前者入命门而补火，后者入精髓而强阴，阴中有阳，阳中

有阴，互根互用，取之不竭，且皆能润燥滑肠[8]。参归腰子汤出自明代太医龚云林《寿世保元》，汤中

三味分别以补气、补肾、生血为用，治疗产后怔忡虚汗、自汗、心肾亏损、气血两虚等。 

4.2. 温补肾阳，润肠通便 

初诊：患者鞠某，女，30 岁，2022 年 5 月 15 日初诊，主诉：剖宫产术后，大便秘结 1 周。患者诉

产后已 1 周未排便，腹中无所苦，按之隐隐痛，有便意但努责难解。产后亦出现双下肢水肿，行动艰难，

乳房胀痛，乳汁不畅，纳食不佳，全身恶寒怕冷，面色萎黄，口不渴，舌淡红苔薄白腻，寸关濡，尺脉

沉细无力。 
予济川煎加减：当归 30 g，川牛膝 30 g，酒制肉苁蓉 9 g，泽泻 4.5 g，升麻 3 g，枳壳 9 g，防风 15 g，

附片 6 g，干姜 9 g。 
食疗方：红枣 10 g，花生米、小米各 50 g，放入 1200 ml 水中熬粥每日服用。 
二诊：服用 5 剂后，患者诉大便排出无所阻，全身较之前觉回暖，双下肢水肿稍减轻，但大便黏腻，

小便清冷，乳汁仍排出稍不畅，予济生肾气丸加减：上方去升麻、枳壳、防风、干姜，加熟地 10 g，山

茱萸 15 g，肉桂 5 g，小茴香 5 g，补骨脂 10 g，茯苓 20 g，山药 15 g。 
食疗方：生番木瓜去掉瓜皮、瓜核，取 300 g 切成块状，新鲜带鱼去除内脏洗净，取约 200 g，加清

水、适量的盐、酱油调味后食用。每日一剂。 
愚按：产后水血俱下，肠胃虚弱，津液耗竭，肠胃枯涩，热气燥结，故令不通也，是以大便秘涩不

通也。若五六日腹中闷胀者，有燥粪在脏腑，以其干涩未能出耳，宜以津润之。有产后患此，体内气机

转运失调，浊气不往下出，则清气亦不上升也，故患者乳汁亦不畅，堵塞其中。其人恶寒惧冷，水液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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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于下肢令其行动受困，小便清冷，故莫若补肾，盖肾主命门之火，亦主五液，司二便也。故产后血去

过多，下焦冲，任空虚，跗肿腹膨，形寒面黄，此乃肾虚便闭，宜用寓通于补之剂，当用温养以润泽干

涸之河川以便行舟车。济川煎中的肉苁蓉咸以入肾，温以补命门相火，峻补精血，温以暖腰润肠，滋润

五脏，根据其提取物的安全性毒理学研究显示肉苁蓉具有增强免疫功能以及滑大便、护肝等保健功效[9]。
川牛膝壮腰，其性专下注，恒以之为引当归活血之力行于下。枳壳乃气药也，能泻肺气，而肺与大肠相

表里，故亦泻大肠，其性宽而缓，宽大肠结气而利肠胃。用药不可专一于补之力，需使邪气有出后得泻，

故以性降之泽泻渗利膀胱之浊气。清气得补药之助，又借升麻以升举清阳，一阖一辟，体内清气得通，

浊气得散。防风、附片、干姜以助阳固表祛风。 
初诊的食疗方中红枣甘平，补脾胃、调营卫、生津液，朱星宇等人研究显示其含有的提取物具有抗

疲劳、改善肠道环境、护肝、增强免疫以及耐力、促进钙吸收等功能[10]；花生米养血补脾、润肠通便、

增加乳汁；小米健脾补虚损；诸药共奏益气补血、润滑通便之功。后以济生肾气丸加减温补命门之火，

温化体内积聚的水湿之邪从小便排出。桂、附、茴相须配伍专疗下元虚冷，余药去六味地黄汤中的三补

之意，寓以阴中求阳。通乳食疗方中的木瓜味甘甜入胃，刘佩珊等人通过临床研究发现木瓜具有促进乳

汁分泌之[11]。带鱼为甘温之品，暖胃、泽肤、补虚，治疗乳汁过少；共奏通乳之效。 

4.3. 补中益气，温阳通便 

患者鲍某，女，30 岁，2022 年 12 月 23 日初诊，主诉：腹胀伴便秘 4 日。患者诉 4 天前行剖宫产后

自觉腹胀如鼓，躺卧时加重，二便已 4 日未行，用灌肠、导尿均无效。嘱患者缓慢平卧，平视其腹部，

鼓胀高出胸部约 3 厘米；患者平卧屈膝，触诊：腹部柔软如气囊，按之不痛，仅有胀感。查下眼睑眼结

膜呈苍白色。血红蛋白含量 90 g/L。追问既往史得知此次为第二胎，均因胎位异常而行剖腹产。现症见：

腹部胀气如鼓，无矢气，头晕沉，乏力，面色苍白，声音低微，呼吸短促，有恶心感，恶露色淡红，量

少，舌质淡红，苔薄白，脉芤细迟。 
予补中益气汤加减：生黄芪 80 g，当归 30 g，柴胡、升麻、炙甘草、陈皮各 10 g，生姜 6 片，一根

葱白，大枣 12 枚，木香、沉香、砂仁各 1.5 g 冲服。油桂与吴茱萸各 5 g 研粉填入肚脐中，立艾柱于其

上灸之，灸 60 分钟。 
服药 2 剂后，二便通，矢气频，腹胀逐渐消平，食欲增加，乳汁骤然增多，恶露量稍增多，自觉胸

中气畅，但仍觉乏力。予上方去生姜、葱白、大枣继用 5 付，5 付后予以食疗，食疗方如下： 
食疗方：取一只老母鸡去毛、内脏，将红参 30 g、黄芪 50 g、龙眼肉 15 g、山药 30 g 放在鸡肚或者

母鸡周围，放入合适的瓦罐或砂锅中，加入适量黄酒淹没，隔水蒸熟，除黄芪外，其余均可食用，分数

次飨之。随访诉诸症皆消，血红蛋白亦回复正常水平。 
愚按：此患者胀感难忍，急欲求通大便，其虽腹大如鼓，确有大便不通之象，但按腹部却是中空之

象，此乃剖宫产后气虚不运，清气浊气皆聚结于腹，九窍虚闭，若妄投通利之品，只恐加重病情，损其

元根，故应大投补益之剂，使气机得以运转，此所谓“塞因塞用”之法。张景岳曾曰：“用通于补之剂。”

凡病涉虚损，而大便闭结不通，则硝、黄攻击等剂必不可用；若势有不得不通者，宜此主之。此用通于

补之剂也。 
此案例病症属于内伤，但益其气、补其中，而邪气自退，不必攻邪。攻则虚者愈虚，而危亡随其后

矣。脾胃处于中州，为四脏之主气者，中焦无形之气，乃为后天之气，可蒸腐水谷，主气机的升降出入

之枢纽也。现形体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故声音低微，呼吸短促；下脘不通，故腹部鼓胀如孕，

二便不通。今用补中益气汤大益脾胃之气，辅以木香、沉香、砂仁以理气，脐中隔油桂、吴茱萸艾灸，

使气得温则行，清升而浊自降，此乃地天泰卦，小往大来，吉，阴阳气和，自然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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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疗方中数味药合用治疗产后气血虚损。柳阳通过总结张锡纯治疗脾胃疾病方面的相关研究发现山

药鳌头独占[12]，山药能治诸虚百损，多气力，能促进胃对食物的腐熟消化吸收[13]。龙眼肉入心脾，一

主血脉，一主统血，即滋生新血，冯婷等人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发现龙眼肉可通过多靶点以及通路治疗

贫血[14]。红参是由鲜人参经过浸润、清洗、分选、蒸制、晾晒、烘干炮制而成，能补益人体正气，王喆

等人通过动物实验发现红参浓缩液在一定浓度范围内可显著改善脾脏的损伤，衰老模型组的小鼠的免疫

力也得到了明显的增强[15]。 

5. 小结 

产后时期被定义为分娩后的 12 周，是新手妈妈及其家人的重要时期，产后便秘、产后贫血、产后抑

郁、产后尿失禁、母乳喂养、夫妻关系等均可互为因果，长期严重影响产妇的心理以及身体上的健康，

产后咨询以及进行生物心理社会评估是必要的。此外，产后的膳食结构、具有针对性运动、情志都需要

辅助调整。本篇三则病案灵活运用中医理论临证施治，施以汤药，辅以食疗、针灸，柔和缓泻，扶正祛

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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