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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卵巢早衰近年来发病率逐年增高，且患者年龄呈现年轻化趋势。本病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无统一定论，

且治疗困难，治疗效果欠佳。以“卵巢早衰”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文献，研究本病的各个医家均有一些

较好的经验，总结其相关的病因病机以及治疗以为临床科研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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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POF)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age of patients has a younger trend. The pathogenesis of this disease is complex, there is 
no unified conclusion, and the treatment is difficult, the therapeutic effect is not good. Taking 
“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as the key word, searching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every doctor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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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this disease has some good experience, and sums up its relevant etiology, pathogenesis 
and treatment to provide new ideas and new approaches for clin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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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 POF)指女性在 40 岁之前卵巢内卵泡耗竭或破坏导致卵巢丧失正

常生理功能，出现以闭经或伴有不同程度的围绝经期症状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生殖内分泌紊乱性疾病，

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OI)的终末阶段，实验室检查多以高促性腺激素及低雌激素为主[1]。目前该病的

发病率 0.1%~1%，且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严重影响患者的生理心理健康，是导致女性不孕的重要因素

之一[2]。中医无该病名的记载，根据其临床表现可归属于“血枯”、“闭经”、“不孕”等疾病范畴。

目前对于本病的研究并无统一的定论，个体化最优的治疗方案尚未挖掘成功。存在许多相关文献，收集

整理并总结各医家的临床经验，总结中西医治疗本病的优秀经验，以期为本病提供新思路。 

2. 卵巢早衰的西医研究进展 

2.1. 卵巢早衰的西医病因 

① 染色体因素：正常女性的染色体为 46 XX，因此女性具有正常的生理功能必须有两条完整的 X 染

色体，研究表明染色体异常，X 染色体的缺失以及异位会造成卵巢功能的关键基因丢失或破坏，从而导

致卵巢早衰的发生[3]。② 医源性因素盆腔手术操作史以及放化疗是卵巢早衰的最常见医源性因素。化疗

药物，如环磷酰胺及其产物可以与原始卵泡 DNA 位点相结合，抑制其合成，导致双链断裂，从而诱发 P 
53 位点上的细胞凋亡过程，使卵巢功能受损[4]；盆腔操作史，特别是腹腔镜的手术电凝，这种热刺激对

可损耗卵子的质量。③ 卵巢是机体自身免疫的靶点，因此多种因素攻击机体自身免疫，就会导致 POF
的发生。④ 现代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因素日益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殖健康，干扰机体的生殖内分泌紊

乱[5]。⑤ 感染因素：某些病毒感染，如腮腺炎病毒，HIV 病毒感染，均会损害患者的生殖功能。⑥ 精
神心理因素被认为是患者卵巢功能下降的主要因素，作用与下丘脑—垂体—卵巢轴，是机体内分泌代谢

紊乱。 

2.2. 卵巢早衰的西医治疗 

POF 的治疗原则因以早发现，早诊断，尽早干预，保存生育卵泡的生殖功能为主，常用的方法有激

素的序贯疗法，辅助生殖技术，促排卵治疗，干细胞疗法，基因治疗等[6]。 

2.2.1. 雌孕激素序贯疗法 
POF 患者临床多以促黄体生成素增高为主要的实验室指标，补充雌孕激素可避免卵泡提早过度的黄

素化，诱发患者恢复自主排卵功能[7]。常用的方案为：根据患者是否有生育要求，在月经的第五天选择

合适的雌激素(无生育要求患者可选用克龄蒙，有生育要求选用雌激素片)口服 21 天，后 10 天加用黄体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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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囊，早晚一次，定时定点，以低剂量长期维持，必要时终止用药。 

2.2.2. 促排卵治疗 
在激素替代治疗相应周期之后，对于有生育要求的患者，可在基础体温和 B 超下卵泡监测下选用相

应的促排卵药物，目前临床导师常选用来曲唑，在月经的第 2 天开始口服，定时定点，连服 5 天。 

2.2.3. 辅助生殖技术 
辅助生殖技术即是通过体外受精，试管婴儿等方式帮助 POF 患者正常受孕，目前常用的生殖技术总

共包括三代，根据夫妻双方的生殖情况，而选取相应的技术，虽解决患者的生育问题，但是临床会导致

异位妊娠，卵巢过度刺激综合征等不良情况的发生[8]；研究表明辅助生殖技术受孕患者患异位妊娠的发

生率是自然妊娠的 3 倍，风险较大，患者较难接受[9]。 

2.2.4. 干细胞疗法 
干细胞是兼具自我复制和多向分化潜能的细胞，多源于早期未分化的干细胞，如骨髓、脐周血等，

移植后能改善卵巢内分泌水平、提高卵巢的兴奋性、延缓早衰等特点，取材方便有极高的临床应用前景

[10]，相关研究证实干细胞疗法可以调节细胞的减数分裂过程，从而形成颗粒细胞，有利于卵巢细胞的再

生以及受损部位的再修复[11]。 

2.2.5. 基因治疗 
目前本病的基因治疗还只停留在动物实验上，尚未应用于临床，将基因载体导入正常基因卵巢的靶

细胞中，可恢复卵巢的一部分机能，但基因治疗现研究较少，可成为治疗 POF 的心方向[12]。 

3. 卵巢早衰中医研究进展 

3.1. 卵巢早衰的中医病因 

虽卵巢早衰病因病机复杂，古今中医学者对其研究，认为其以肾虚为本，离不开心、肝、脾、肾多

脏之间的密切协作，也可涉心累肺，其病理因素无外乎湿，火，痰，瘀，虚。 

3.1.1. 肾虚为本 
研究古籍发现，早在《皇帝内经》就有“早衰”相关介绍，指出：“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

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此指房中养生的介绍，若不知“七损八益”的重要性，人体的机能就

会提早衰老，而对于女性来说，不良的生活习惯，如房劳多产，熬夜上火等，体内营阴暗耗，就会损伤

患者的阴精物质，从而导致卵巢功能下降[13]；再则来说《傅青主女科》：“五脏之衰，肾衰独早”，因

此不良的生活习惯所致机体五脏功能受损，而首先影响肾脏的功能，对于卵巢早衰患者来说，也应是以

肾虚为本，肾虚为其发病的根源。除此之外，卵巢早衰患者多以闭经，月经量少等月经改变为主要临床

症状就诊，而《素问·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月事以时下”，月经的产生与肾的作用密

切相关，肾气的充盛是月经产生的基础，多种不利的因素共同作用导致患者肾精亏虚，或者肾气不足，

久则影响患者月经以及其他机体的正常生理机能，最终导致卵巢早衰的发生[14]。 

3.1.2. 多脏相互协作 
卵巢早衰的病因病机并非单一的，孤立的一脏一腑损伤，其病之根本在肾，然五脏相生相克，该病

的产生势必会影响它脏，尤以肝、脾，心三脏为主[15]。① 首先认为脾肾同为先后天之本，先天之精以

化生精液等精微物质，后天之本以化生气血，共同作用于机体以充养天癸，为卵巢及月经的周期性变化

提供物质基础，脾主运化，调节体内的水液代谢，如脾胃虚弱，水液无法正常输布，水液堆积，聚湿成

痰，痰浊阻滞，气血运行不畅，久则瘀浊内生，使本病的病机更加复杂化；② 其次肝藏血，主疏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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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女性工作强度高，须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二者之间的关系，久而久之压力过大，情志不畅，肝郁气滞，

导致生理和心理双重伤害，同时疾病本身带来的衰老，不孕相应症状又会进一步加重患者情绪不畅，肝

气不畅，久则气郁化火，又会进一步损伤机体的精微物质，加重本病的病情。同时肝主藏血，肝为将军

之官，肝经与冲任二脉相通，受肝脏的调度调配之功，脉道通利，冲任协肝经直达胞宫，在月经的生成

排泄发挥重要的作用[16]。③ 心主藏神，主管机体的精神神志以及统帅人体意识思维活动，心理压力过

大，累肝涉心，使机体气机运行不畅，机体正常运转功能便会受损；心主血，胞脉属心络胞中，心、肾

与胞宫直接相连，直接调控机体的营养物质输注作用于胞宫，共同调节月经以及卵巢的周期性变化。 

3.2. 卵巢早衰的中医治疗 

中医根据因人施策，辨证论治治疗本病，并通过中医多种方法如中药，针灸，膏药，灌肠等结合应

用，以中医整体观念为核心，多靶点作用，在治疗卵巢早衰方面具有疗效好，副作用小，复发率低的优

势。 

3.2.1. 中医治疗 
基于本病的临床特点，尤昭玲教授[17]在治疗本病的时候，基于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强调以肾虚为

本，滋补肾精为主，疏肝健脾，宁心调神为辅，自拟卵巢早衰方为主方进行加减治疗，同时强调治疗本

病时关注月经周期中阴阳水平的变化，注重分期治疗。夏桂成教授[18]则重视心肾在本病中的重要作用，

指出：“心不宁则肾不实”，治疗时强调补肾宁心为主。朱氏妇科[19]在治疗本病的时候，结合《金匮要

略》妇人三篇中“因积，虚冷，结气”的病机特点，将本病分为肾虚血瘀型，肝郁气滞型和气虚血瘀型。

总体来说在治疗本病上均以补肾活血为主，同时兼顾他脏。 

3.2.2. 针灸治疗 
针灸治疗可改善局部血供，促进卵巢恢复自主功能，同时针灸治疗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下丘脑–

垂体–卵巢性腺轴的内分泌调节功能。肖清丰[20]等临床研究补肾祛瘀针法对 POF 的治疗作用，选用三

阴交，足三里，肝肾二俞，以及配合局部取穴子宫，关元等穴，结果发现与西医单纯应用激素治疗，针

灸治疗在同样的治疗时间内可改善患者性六项指标以及临床症状。 

3.2.3. 膏方疗法 
膏方具有药物组成多，组方用量大、擅滋补、善治慢病的特点，而本病病机复杂，病程长，应用膏

方治疗本病，一方面可改善患者难以口服中医汤剂的弊端，另一方面从价格上膏方治疗本病较其它方案

来说更加便宜。张玉珍教授[21]在治疗 POF 时善于应用膏方，她强调在“治未病”的基础上，根据因人

施策原则为患者调配不同膏方，临床治疗效果显著。 

3.2.4. 灌肠治疗 
灌肠方法是通过肛门直肠给药的治疗方法，根据解剖的位置特点，直肠与子宫前后相邻，通过直肠

给药可避免肝脏等的首过效应，药物直达病所，直接吸收，营养子宫卵巢，改善盆腔内环境，恢复其正

常生理功能。研究表明[22]通过直肠给药方法治疗 POF，在症状和证候分析上比单纯应用中医口服的疗

效更佳。 

4. 不足及展望 

对于卵巢早衰患者，临床上除以上相关病理因素以及治疗方法外，还存在许多较好的理论尚未挖掘

整理完整，同时目前中西医联合治疗本病的临床疗效已经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因其内复杂病机目前尚

未阐述清楚，以及相关临床研究目前较少，且作用的靶点较为复杂，本文尚未研究，希望下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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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加深入挖掘中西医结合治疗本病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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