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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女子以肝为先天”思想浅议卵巢早衰之论治※

王 敏 1，2 张 斐 1，2 王 洋 1，2 高碧珍 1▲

摘 要 卵巢早衰是妇科领域的常见病，对育龄期女性的生殖造成严重影响。中医学认为“女子

以肝为先天”，文中从女子的生理、病理特点出发，将其内涵概括为肝阴肝血常不足、肝气肝阳常有

余，认为可从肝肾同补滋肝阴、肝脾同调养肝血、疏肝解郁调肝气、心肝同治清肝火分而治之，强调从

肝论治卵巢早衰的重要性，以期为临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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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是指女

性在 40岁以前出现原发性或继发性闭经，并伴有性

欲下降、潮热多汗、阴道干涩等类围绝经期症状，临床

以血清促性腺激素升高、雌激素水平降低为主要特

征，其发病率在1％～3％[1]，是妇科与内分泌领域的常

见病，严重影响了妇女的身心健康和生殖健康。现代

医学对POF的治疗一般采用激素替代疗法，虽可恢复

部分卵巢功能和生育能力，但同时会增加患卵巢癌、

乳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等疾病的风险[2]，其他疗法如卵

巢冷冻、基因治疗尚需进一步研究[3]。POF归属于中

医学“经闭”“血枯”“经水早断”“不孕症”等范畴，中医

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色对本病的防治具有一

定的优势。“女子以肝为先天”乃叶天士首先提出，是

其对历代医家观点的进一步总结，强调了肝与女子的

密切联系。本文基于“女子以肝为先天”的观点，对

POF从肝论治进行如下探讨。

1 POF的病名认识

朱丹溪在《格致余论》记载：“一系在下，上有两

歧，一达于左，一达于右。”“两歧”被认为是目前已知

文献中对卵巢最早的描述。古人认为“卵巢”能够储

存卵泡和排出卵子，与藏泻功能类似，因此当属于“奇

恒之腑”。“早衰”一词最早见于《素问·阴阳应象大

论》，文中指出“能知七损八益”，则可阴阳调和，身体

强健，若“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古人对养生的

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 “女子以肝为先天”思想概述

中医学认为肾为先天之本，“女子以肝为先天”看

似与之相矛盾，实则不然。肾为先天，关键在于肾藏

精，主司生长发育和生殖，人体生、长、壮、老、已的全

过程皆有赖于肾精和肾气的充盈。《素问·上古天真

论》有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女子七

岁，肾气盛……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而

“女子以肝为先天”是针对女子经、带、胎、产的生理病

理特点而言，女性的一生离不开气与血，女子以血为

本，以气为用，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肝藏血，强调妇科

病从肝论治的重要地位。

“女子以肝为先天”的思想是历代医家不断充实

积累而形成的结果。《灵枢·五音五味》有“妇人之生，

有余于气，不足于血”的记载，指出女子气有余、血不

足的观点。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蕴藏着不少从

肝论治妇科病的经验，如《妇人杂病脉证并治》提出肝

郁气滞致使“妇人咽中如有炙脔”，方用半夏厚朴汤行

气疏肝解郁[4]。宋代《妇人大全良方·调经门》指出妇

人“以气血为本”的观点，丰富了“女子以肝为先天”的

内涵。刘完素《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天癸既行，

皆从厥阴论之”的观点被认为是“女子以肝为先天”思

想的雏形，颇具影响。朱丹溪《格致余论》认为肝为刚

脏，体阴而用阳，五志过极化火易伤肝阴，导致肝阳上

亢，从而使肝火更盛、肝阴血更亏，提出了肝阴常不

足、肝阳常有余的观点[5]。直到清代，叶天士在《临证

指南医案》正式提出：“女科病，多倍于男子，而胎产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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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为主要……女人以肝为先天也。”其弟子肯定并延

续了该思想。“先天”一词更体现出肝在妇科病治疗过

程中的重要性。后又有傅青主论治妇科病时，以养血

柔肝解郁为治疗大法[6]，重用白芍，进一步印证了“女

子以肝为先天”的思想，对后世妇科影响较大。

3 POF的辨证论治

从肝论治是中医药治疗POF的优势与特色。笔

者对“女子以肝为先天”思想的理解概括为肝阴肝血

常不足，肝气肝阳常有余，以下从肝阴、肝血、肝气、肝

阳四个方面分而论之。

3. 1　肝肾同补滋肝阴　肝阴即肝气中具有凉润、宁

静作用的部分，肝肾阴阳之间具有互滋互制的联系，

因此肝阴不足可从肾调，肝肾同补。肾阴是一身之阴

的源头，“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肝阴有赖于肾阴

的滋养，从而发挥滋养肝体的作用。肝肾同居下焦，

肝为子，肾为母，若肾阴不足，母病及子，累及肝阴而

出现肝肾阴虚。肝藏血，血生精，肾藏精，精化血，这

被称为“精血同源”或“肝肾同源”。肝脏阴血可以滋

养肾精，肾精也可促使肝血充盈。此外，肾的闭藏功

能要与肝之疏泄相互协调，才能共同发挥作用。肝疏

泄功能正常，气机条达，使肾的封藏开阖有度，月事按

时以下，肾之闭藏也能防止肝的疏泄太过，气机升降

失常，二者相互为用、相互制约。POF患者肝阴不足，

肾精亏虚，临床上以腰膝酸软、头晕耳鸣、五心烦热、

失眠多梦、潮热汗多为主要表现，治以滋肝补肾。有

学者[7]将POF的病机总结为“情志乱”“肾精亏”，运用

“调经促孕十三针”进行治疗，选用太溪、肾俞、太冲等

穴位调补肝肾，临床疗效显著。另有学者[8]以补肾调

肝为大法治疗卵巢储备功能下降，肝肾并重，兼顾后

天，并顺应月经周期灵活用药，疗效明显。总之，POF
的治疗应以补肾填冲为基，以疏肝养血为要，并注重

调节阴阳平衡，方可达到延缓疾病发展、改善卵巢功

能、纠正内分泌紊乱的效果[9]。

3. 2　肝脾同调养肝血　肝血即肝脏所藏之血，肝与

冲脉并称为“血海”，肝脏本身和诸形体官窍皆有赖肝

血的濡养，女性经、带、胎、产、乳的生理过程极易耗伤

阴血，导致阴血亏虚。肝与脾生理上相互依存，病理

上相互影响[10]。肝血不足，应当注重调脾。其一，脾

主运化，能将水谷转化为精微物质，化生气血，脾居

“中央土以灌四傍”，从而营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脾

也被称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气健运则气血

充足，经血有源，脾不健运则气血亏虚，冲任失调，经

血来源匮乏而出现闭经。正如《万氏妇人科》所说“妇

人女子经闭不行……乃脾胃伤损，饮食减少，气耗血

枯而不行”，《证治准绳·女科》亦有“妇人脾胃久虚

……而致经水断绝不行”之说。脾运化功能的发挥有

赖于肝的疏泄功能，肝气畅达能协助脾胃之气的升

降，促进脾胃的运化；同时，脾胃升降正常，气血化生

有源，也可使肝脏得到濡养，为肝气的疏泄奠定基础。

病理上，当肝失疏泄，肝病传脾，导致脾失健运。反

之，脾气亏虚也会影响肝之疏泄，即土壅木郁。其二，

脾主统血，肝主藏血，肝脾协调能够共同维持血液在

脉内正常运行而不溢出脉外。脾统摄血液的功能归

根结底是气的作用，中医学认为气为血之帅，血液的

循行输布有赖于气的推动和调控，气行则血行。若脾

气虚弱、统血无权则出血，从而导致肝血不足，故应注

重肝脾同调以养肝血。对于POF患者，有学者[11]予八

珍汤治疗，气血双补，同时加入丹参、泽兰等活血药

物，使补而不滞，血海充盈，胞宫得养。或以酸甘之白

芍养肝柔肝，配当归滋养肝血，或用党参、黄芪、白术、

甘草等益气健脾之药，健脾气，调经血[12]。

3. 3　疏肝解郁调肝气　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高

压力的环境已是常态，与男子相比，女子更容易受到

不良情绪的影响，凡此种种都会导致肝失疏泄，肝气

郁结胸中，这对女性的卵巢功能产生了一定的损害。

正如《素问·阴阳别论》所言“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

认为女子情志不畅，心中委屈憋闷，日久肝郁，影响气

血运行而出现闭经，故说女子肝气常有余。肝主疏

泄，调畅气机，疏泄功能正常，则全身气机通畅无阻，

脏腑经络等活动才能有序进行。反之，肝失疏泄，肝

气郁结，气机升降失常，患者多伴胸闷心烦、精神抑

郁、两胁胀痛、时常叹气、脉弦等表现，治疗应以疏肝

解郁为主。韩氏夫妇[13]在对POF患者进行治疗时，考

虑当今女性所面临的社会压力，常佐以行气开郁、养

血柔肝的药物以达通调气机之目的。也有学者[14]认

为，肝气主升发、喜条达，各种因素导致的情志失调，

肝失疏泄，会干扰下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从而导

致POF的发生，故应当重视从肝论治。此外，肝与情

志变化也息息相关，“肝气虚则恐，实则怒”“怒则气

上”“怒伤肝”，若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体内，则可发为

此病。正如《万氏妇人科》所言：“忧愁思虑，恼怒怨

恨，气郁血滞而经不行。”因此，治疗时可运用中医情

志疗法[15]，通过与患者的心灵沟通，找出症结所在，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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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引导其进行情绪的宣泄，治疗

效果显著。也可采用中药周期疗法结合情志疗法对

POF患者进行治疗[16]，顺应女性月经周期变化及中医

“心身合一”的整体观念，通过语言的沟通、运动等改

善患者的不良情绪，加以精神摄养法，倡导健康的生

活方式，从而达到身心愉悦、脏腑功能协调的目的。

3. 4　心肝同治清肝火　“气有余便是火”，肝为刚脏，

肝郁日久化火，或肝阴不足不能制约肝阳终会导致肝

阳上亢，故说肝阳常有余。肝阳化火，火性炎上，易袭

阳位，肝火循经上扰心神，导致心肝火旺，因而可心肝

同治以清肝降火。此外，肝为肾子，肝火旺盛会下劫

肾阴，即子病及母，使得肾水不能上济于心，水火既济

失调，阴阳不相顺接，同样会出现心火旺盛。肝郁气

滞，气机不舒，心情抑郁，长此以往也会暗耗营阴，心

气内结，心血不足，故血海不能按时充盈而见月经量

少甚至闭经。正如《素问·评热病论》所言：“胞脉者，

属心而络于胞中……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再

者，肝藏血，心主血脉，肝气畅达、心气平和则全身血

液能够正常运行而不溢出脉外，若肝郁化火，心肝火

旺，则煎灼脉道，终致血液黏稠，运行无力，瘀血阻滞。

血瘀是促使POF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17]，瘀血长期阻

滞体内会进一步耗伤气血，终致冲脉血枯，新血难生，

月水难下，从而引发此病。临床中患者常伴有急躁易

怒、目赤头痛、心烦、口干口渴、眩晕耳鸣、大便秘结等

表现，应治以清肝火、泻心火。临床治疗中，肝火旺盛

者常用夏枯草以清肝胆郁火、平抑肝阳，用青蒿清泄

血分伏热，用牡丹皮清肝泻火、活血散瘀通经，用金银

花清“肝家血虚热”[18]。而对于因精神紧张导致心神

不宁、心火上炎的POF患者，治疗时可结合月经周期

节律调节法，以治心为主，清心降火，滋养心阴[19]。

4 小结

现代社会POF的发病率逐年提高，且有向年轻化

发展的趋势[20]，因此寻求高效的治疗方法显得尤为迫

切。西医方面，仍以激素替代疗法为主，但容易复发，

远期效果不理想[21]，大大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中

医从整体出发，以辨证论治为主，众多研究表明中医

对POF的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少，且长效性明显。中

医认为肝与女子的生理、病理密切相关，肝阴肝血常

不足，肝气肝阳常有余，基于“女子以肝为先天”的思

想，强调从肝论治POF，兼顾肾、脾、心三脏，能够在根

本上把握 POF 的病机特点，从而改善患者的卵巢功

能，对临床诊治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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