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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医妇科学的发展历史中，《金匮要略》中的妇人三篇一直发挥着重要的奠基作用，仲景在文中对妊

娠病、产后病以及妇人杂病进行了论证和治疗。本文主要从妇人妊娠恶阻，妇人伤胎及热入血室此三个

方面讨论针刺之效果，以期推动针刺疗法在妇科临床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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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gyne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 three chap-
ters on Women in Synopsis of the Golden Chamber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lay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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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ndation. Zhong Jing demonstrated and treated pregnancy diseases, postpartum diseases and 
miscellaneous diseases of women in the article.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f acu-
puncture from three aspects: women’s pregnancy obstruction, women’s fetal injury and heat en-
tering the blood chamb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therapy in gynecology cli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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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妊娠，《说文解字》中认为，“妊”乃“孕也”，泛指万物之怀孕，“娠”乃“女妊身动”，指已

怀孕七八月，是妊娠的后期[1]。可见受孕开始叫妊，胎动以后叫娠。《金匮要略》提到，“妇人得平脉……

无寒热，名妊娠[2]”。妇人妊娠病、妊娠胞阻病、妊娠小便难、妊娠有水气等中医病名，便是在《金匮

要略》中被首创的，对妇科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然文中大多妇人病均选取相应经方进行治疗，本

文将从针刺角度出发，阐述针刺对妇人妊娠恶阻、妇人伤胎及热入血室的治疗。 

2. 作用机理 

针刺在对特定腧穴的强烈刺激中，可以疏通经络，进而使机体的阴阳气血和脏腑功能得以正常调节，

从而有效的治疗疾病。《灵枢》：“用针之类，在于调气”，“凡刺之道，气调而止[3]”。在进针时，

应刺手押手相配合进行调气，留针时当在得气的基础上调气，从而令气自调，出针时当辨气，从而达到

阴平阳秘，阴阳调和[4]。 
文中提到，“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血寒积结胞门。”虚、积冷、结气，均与冲任二脉

有关。冲任二脉在循行上起于胞宫，运行于三焦而通调全身气血，在生理上统摄调节全身阴精气血，继

而保证女子月事以时下[5]。故妇人妊娠疾患，总属冲任病变。冲任为肝经所属，肝脾又互为表里。且妇

人以肝为先天，藏血而主疏泄，脾为后天，生化气血而主统血。脾的功能正常，方能生化气血，肝血旺

盛而后流注于冲脉之中时，使得冲脉充盛；当肝气条达舒畅时，又可任脉通畅，继而维持正常胞宫的生

理活动；病理上又表现为肝、脾的功能失调。气血可以反映妇科疾病，当气有盛余时则肝气更易郁滞，

当血不充足时则肝脏更易血虚，也易产生抑郁情绪，从而会出现肝疏泄和藏血功能失常的病变[6]。因此

针刺肝经、脾经及相关穴位，在妇人妊娠疾患中，疗效显著。李淑萍教授[7]在临床中发现，妊娠患者易

受情志因素而致肝脾失调，治法应肝脾同治。金亚蓓教授[8]则认为，肝脾肾均与妊娠关系密切，常取穴

太溪、三阴交、足三里以调理冲任、益肾健脾以助孕安胎。 

3. 妊娠恶阻 

妊娠恶阻，特指妇人在妊娠早期出现的一系列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厌食、呕吐，亦可称为恶阻[9]。
《素问·至真要大论》：“诸逆冲上，皆属于火”，即因妇人阴阳失调，致冲脉气盛，气偏有余而犯胃，

进而胃失和降，脾胃失和[10]。病位在胃，病机为脾胃虚弱。而临床上以脾胃虚弱证、肝胃不和证与痰湿

阻滞证比较常见。脾胃虚弱证可见脘痞，食少纳差，神疲乏力，舌淡，苔薄白，脉滑而无力，肝胃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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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可见口酸口苦，腹胀，乳房胀痛，舌淡，苔薄白，脉弦滑，痰湿阻滞证可见口中黏腻不爽，胸腹满闷，

纳差，舌淡苔白腻，脉滑。 
虽然书中仲景并未采取针刺疗法，但是临床上，针刺疗法的疗效还是比较显著的。在取穴上，主穴

为攒竹、内关、足三里、公孙。肝胃不和者，配伍阳陵泉、太冲、中脘，以清肝和胃，降逆止呕。其中

阳陵泉、太冲当行泻法。脾胃虚弱者，配伍脾俞、胃俞以健脾和胃，脾俞、胃俞当斜刺 0.5 寸，并行捻

转补法 10 分钟后出针。痰湿阻滞者，当配伍丰隆、地机以温中化痰、降逆和胃。丰隆、地机当直刺 1.5
寸，而后行捻转补法[11]。 

“攒竹穴，能泄膀胱经之气。”攒竹归属于膀胱经，可以疏泄足太阳膀胱经之经气，从而达到调节

全身气机的作用[12]。故多取其以平降胃气而止呕。内关交阴维，公孙交冲脉，二者均为八脉交会穴，可

健脾益气，和胃降逆。经研究，内关公孙相伍，可协同增效，从而借助神经系统，经传导进入胃肠道，

实现信息调节的功效[13]。足三里是胃的下合穴，乃健运脾胃的首选之要穴。以上诸穴均为治妊娠恶阻之

主穴，继而根据不同证型进行辩证配伍即可。 

4. 妇人伤胎 

《妇人妊娠病脉证并治》：“妇人伤胎……当刺泻劳宫及关元，小便微利则愈。”妇人妊娠七月时，

症见胞宫膨大，腹满，小便难，腰以下沉重，如有水气。究其病因，乃是心属火，肺属金，在手太阴肺

经养胎之时，而心气实，则易心火乘肺金，一则胎失所养，二则通调水道功能失职，以致腹满，小便不

利，即伤胎。针刺当选劳宫、关元二穴，清其心火以下调水道。《灵枢》：“心出于中冲……为井木；

溜于劳宫……为荥”，《难经》：“荥主身热”。劳宫为手厥阴心包经之荥穴，取其清泻心火之效。关

元属任脉，为手太阳小肠经的募穴，而心与小肠互为表里，故可导热下行。两穴相伍既可清泻心火以免

肺金之侮，亦可导热下行而利小便，则腹满，小便不利自可随之而解。然“此二穴孕妇禁用，刺之有堕

胎危险”，在《金匮心释》看来，劳宫、关元二穴可致妇人堕胎。但是在妊娠禁用穴中，并没有劳宫穴。

而关元，在王洋等人[14]的实验研究中，针刺大鼠的关元穴，可以抗血小板集聚，产生活血化瘀的功效。

又因其临近胞宫，故为妊娠禁用穴。而田广[15]曾经在《中华医典》中检索，得出结论，关元治疗妊娠癃

闭者 31 次，与劳宫配伍治疗妊娠癃闭有 26 次。由此可见，禁当为“小心”，“谨慎”而非“禁用”，

仲景针对妊娠癃闭急症，选此二穴，这恰恰也是“有故无陨”思想的体现。 

5. 热入血室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妇人中风……此为热入血室也，当刺期门……”该条文指太阳病热入血

室，应取穴期门治疗。“阳明病，谵语者……当刺期门……濈然汗出则愈。”此为阳明病热入血室，亦

取穴期门。前一条为外感中风七八日，理应病愈，然“胸胁满”，出现“结胸状”，且并发“谵语”，

可知此时邪热已乘虚内陷，导致热入血室，而非病解。因冲、任均为肝经所主，上连胸胁而下通胞宫，

故下焦血室之热循冲任二经上至胸胁而见其胀满如结胸状。《素问·五脏生成篇》，“诸血者，皆属于

心。”《素问·痿论》：“心主身之血脉。”此时热入血室而扰心之神明，故见谵语。而后一条则是阳

明病热盛入血，扰动心神而见谵语，但头汗出。究其病因病机，血热为发病的关键[16]。针对这两种疾患，

仲景提倡“当刺期门”。因期门为肝经募穴，交于足太阴、足厥阴与阴维脉，可通调经脉气血，既可疏

肝清热以治妇人热入血室，亦可平冲降逆，调畅妇人气血，使其阳气得以疏布，从而对妇科疾病有独特

疗效[17]。又因其交于阴维，可“蓄溢”诸经之气血以治疗妇科疾患[18]；“阴维为病苦心痛”，出现腹

痛、胸下支满等胃脘胸腹部的多种病症[19]，这恰恰与条文中妇人“胸胁下满，如结胸状”相合，可见期

门确为治疗妇人热入血室之要穴。王锐教授[20]，治疗妇人神经官能症热入血室症，症见心胸两胁部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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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其双侧期门行捻转泻法以泻热除邪，次日患者便症状好转。 

6. 总结 

《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二》“三十六病，千变万端……治危得安”，即妇人杂病，复杂多变，

医者当审其脉象之阴阳，辨其证候之寒热，继而针药并用，则可转危为安[21]。从妇人三篇中可以体会到

仲景在采取针刺疗法治疗妇人疾患时的思想如下：1) 强调从调治肝脾和治血入手以治疗妇人病，热入血

室取穴期门便可体现。以治血为着眼点，继而调和肝脾，以期平条阴阳，恢复土木平衡。2) 辩证取穴，

宜少宜精。妇人伤胎，辨为心气实，当泻劳宫关元；太阳病热入血室和阳明病热入血室，病机均为血热，

均可取穴期门。3) 注重针药并用。在治疗妇人“胸胁满如结胸”时，便提出小柴胡汤和针刺期门穴共用，

以透邪热外出。4) “有故无殒，亦无陨也”。妇人伤胎，出现癃闭急症时，尽管劳宫、关元孕妇用之有

堕胎危险，但是仲景不拘于常识，破常达变，在辨证准确的基础上，果断采取治疗措施，注意“衰其大半

而止”，便可化瘀而不伤正。条文中采用的桂枝茯苓丸、干姜人参半夏丸、附子汤等方药亦体现了这一点。 
综上，尽管妇人三篇中针刺疗法不多，但仍可以看出仲景调治妇人病的部分特点，这种思维对于当

今妇科临床上有很好的指导意义，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其精髓，并将其充分吸收到临床治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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