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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未病先防、既病防变两方面，总结分析《妇人规》中蕴含的治未病思想，以便为指导妇科临床治疗及开展妇女身心保健
提供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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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妇人规》是明代张介宾的妇科专著，立论允当，
内容完备，理论详明，独树一帜，为后世所尊崇。该书

共两卷，分经脉、胎孕、产育、带浊、乳病等 ９部分［１］。

不仅重视临证之理法方药，且对防治妇科疾病的发生

发展多有阐发，本文就其治未病思想作简要分析。

１　未病先防　保身长全
１１　阴阳完实，育子强寿　少年不宜房事，景岳提出
反对早婚，“年将未冠，壬水方生，保养萌芽正在此时，

而无知孺子，遂摇女精”，“苞萼未成而蜉蝣”（《景岳全

书·虚损》）。《妇人规·子嗣类·十机》云：“方苞方

萼，生气未裕；甫童甫笄，天癸未裕。”［２］此时房事，喻作

“未实之粒”下种，“未足之蚕”作茧，易损精血，致虚损

早衰。他赞同《褚氏遗书》之论：“合男女必当其年，男

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

十而嫁。皆欲阴阳完实，然后交而孕，孕而育，育而子

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

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

而子脆不寿。”（《妇人规·子嗣类·述古》）晚婚晚育

则子坚壮强寿，自身无害；早婚早育不仅子脆不寿，自

身也会孕而不育［３］。

１２　谨于调护，月水和调　景岳认为月经“一有不调，
则失其常度而诸病见矣”，“身体之盛衰，无不肇端于

此。”月经与肾气、冲任及气血功能协调关系密切，是体

健的重要标志，所谓经调孕子［４］。妇人以血为基本，

“谨于调护，则血气宣行，其神自清，月水如期，血凝成

孕。（《妇人规·经脉类·经不调》）”若不知生活调

摄，如七情内伤，或劳倦过度，或不节房事，“纵情亏损，

或精血未满，而早为斫丧，致伤生化之源，则终身受

害”［５］，冲任损伤，致月经失调。他强调月经贵乎畅行

而忌涩滞，经行之际，“大忌寒凉等药，饮食亦然”，过

用苦寒或过食生冷，血脉凝滞经行不畅，“此未病之先，

所当深察而调之者也”，其中蕴含着未病先防的思想。

１３　欲子端正，须重胎教　《妇人规·胎孕类·胎候》
引《巢氏病源论》曰：“欲子端正庄严，常口谈正言，身

行正事；欲子美好，宜佩白玉；欲子贤能，宜看诗书。”孕

妇之体多阴血偏虚，日益增大之胎体易阻塞气机，使气

血失调。景岳认为“郁怒从阴，故多阴者多怒。……多

阴者多杀气。生杀之气，即孕育贤愚之机也。”说明了

欲生优质后代，精神调养很重要。因此，孕妇当慎视、

听、言、动、喜、怒、哀、乐。

１４　屡孕屡堕，预培其损　《类经·摄生类》言：“在
圣人则常用意于未病未乱之先，所以灾祸不侵，身命可

保。”强调在未病前就应进行干预，防止疾病发生，以强

身延年。胎元稳固与父精母血关系密切，滋养一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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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则“枝枯而果落，藤萎而花坠”。《妇人规·胎孕类

·数堕胎》曰：“凡治堕胎者，必当察此养胎之源，而预

培其损，保胎之法，无不出于此。”对于数堕胎者，“无

非气血损伤之病，盖气虚则提摄不固，血虚则灌溉不

周”［６］，“但宜以培养气血为主，而预为之地。”提示应

在未妊娠时，调补气血，使气血充盛，从而孕时根基牢

固，胎有所系，强调预培其损，以防屡孕屡堕，设胎元

饮、泰山磐石散防堕胎、小产。

１５　妊娠寡欲，保护宫城　妊娠后必须节欲，性欲过
度有伤胎元，特别是妊娠早期及晚期尤应重视［７］。《妇

人规·胎孕类·妊娠寡欲》指出：“妊娠之妇，大宜寡

欲。……盖以胎神巩固之日，极宜保护宫城，使不知慎

而多动欲火，盗泄阴精，则藩篱由不固而伤，血气由不

聚而乱，子女由元亏而夭，而阴分之病，亦无不由此而

百出矣”，“凡受胎之后，极宜节欲，以防泛滥，如受胎

三月五月而每有堕者，虽衰薄之妇常有之，然必由纵欲

不节，致伤母气而堕者为尤多也”。孕妇不知节欲，不

仅损伤胎元致流产，且易出现难产及产后崩漏，危害甚

大。景岳提出孕期饮食调摄亦十分重要。五脏之精气

来源于水谷，胎儿发育赖先后天精血之养育，“人之脏

气各有所宜”，饮食“不必过为拘执，惟酒多者为不

宜。”酒属辛辣之品，易滋生湿热致胎元不固，且婴儿日

后多患痘疹、惊风等病。产前酒醉则四肢乏力，产后酒

醉，则动血致髓骨酸痛，因此“与其多饮，不如少饮；与

其少饮，犹不如不饮。”［８］

１６　卧胎鬼胎，预为调补　卧胎又名荫胎、胎不长。
长养胎儿，全赖气血，胎萎不长主因母体气血不足，成

因不一，《妇人规·胎孕类·胎不长》言：“妇人中年血

气衰败者有之，泉源日涸也”，中年以后受孕，妇女血气

衰弱，精血匮乏；“妇人多脾胃病者有之，仓廪薄则化源

亏而冲任穷也”［９］，母体脾胃素弱，气血乏源，冲任不

充；“妇人多郁怒者有之，肝气逆则血有不调，而胎失所

养也”，肝郁气逆，气血不调，胎失所养。凡此种种，孕

后可按数堕胎之法预为安胎，胎气渐充，自无不长。鬼

胎一病，在阎纯玺《胎产心法》及肖山《竹林寺女科》中

均有记述，与西医之葡萄胎症状表现相符，景岳质疑古

人之说，“鬼气果能袭人胞宫而遂得成形者乎？”并不

迷信鬼神为害，认为与“本妇之气质”有关，为“内因之

病，而非外来之邪”。以血气不足而兼凝滞者多见，孕

前经候不调，预为调补可防本病发生。

１７　平神定气，自然待产　景岳认为“凡富贵之家过
于安逸者，每多气血壅滞，常致胎元不能转动。此于未

产之先，亦须常为运动，庶使气血流畅，胎宜转则产亦

宜矣。”产前宜多运动，可防难产。“血多则润，而产必

易”，未产之前，培养气血，预为之地，孕后可服四物汤、

滑胎煎、五福饮、小营煎等补血益气。《妇人规·产育

类·稳婆》又曰：“或有生息不顺，及双胎未下之类，但

宜稳密安慰，不可使产母闻之，恐惊则气散，愈难生

息。”产室宜安静不应喧嚷惊慌，《妇人规·产育类·

产要》言：“妊娠将产，不可占卜问神，如巫之徒哄吓谋

利，妄言凶险，祷神祗保，产妇闻之，致生疑惧。夫忧虑

则气结滞不顺，多致难产，所宜戒也。”［１０］孕妇须气息

平和，精神安定，若惊恐疑惧，气机逆乱，郁结不畅，易

致难产危害母儿。“产妇临盆，须听其自然，拂宜催逼，

安其神志，勿使惊慌，直待花熟蒂圆，自当落矣”。将产

“可食稠软白粥，勿令饥渴以乏气力，亦不宜食硬冷难

化之物，恐产时乏力，以致脾虚不能消化，产后易伤

食。”孕妇蓄积力量以备生产，此时气血聚于下焦，中焦

脾胃腐熟运化之力减弱，服食米粥以补中益气，使顺利

生产。

１８　产褥调摄，休养得宜　产后气血骤虚，营卫不固，
外邪极易侵袭致病。产妇需注意穿衣厚薄得当，居室

寒温适宜。《妇人规·产育类·产要》谓：“产妇产室，

当使温凉得宜，若产在春夏，宜避阳邪，风是也。产在

秋冬，宜避阴邪，寒是也。故于盛夏之时，亦不可冲风

取凉，以犯外邪；又不宜热甚，致令产妇头痛面赤，……

若冬末春初，余寒尚盛，产室不可无火，务令下体和暖，

衣被亦当温厚，庶不为寒气所侵。……产后胎元既落，

气血俱去，乘虚感邪，此时极易，故不可不慎。”特别是

盛夏炎热，不可厚衣密室以防产后中暑，亦不可过于贪

凉，以免感冒，或患产后身痛。小产之妇“损折之勉

强”，尤应重视，最宜调理，“否则下次临期仍然腹坠，

以至二次三次，终难子嗣”。其调理之法，与大产相似。

１９　欲绵瓜瓞，当求基址　“欲绵瓜瓞，当求基址，盖
种植者必先择地，砂砾之场，安望稻黍；求子者必先求

母，薄福之妇，安望熊罴？”（《妇人规·子嗣类·基

址》）以稼穑之耕类比，孕育必先择地而作。针对女性

不孕，提出十余种“不堪”之因，其中不乏唯心之言，但

所述妇女发育及精神方面的表现，临床有可取之处，应

予扬弃。在《妇人规·子嗣类·时气》中论述种子之

时，“凡交会下种之时，古云宜择吉日良时，天德、月德

及干、支旺相……。然惟天日晴明，光风霁月，时和气

爽，及情思安宁，精神闲裕之况……。于斯得子，非惟

少疾，而必且聪慧贤明。”［１１］运用天人相应的观点，提

出阴阳寒暑、雷电风雨之变化，对交媾种子确有影

响［１２］。

２　既病防变　料在机先
２１　调经之要，补肾健脾　治妇女之病，当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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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为先［１３］。《妇人规·经脉类·经脉诸脏病因》曰：

“女子以血为主，血旺则经调而子嗣。”“调经之要，贵

在补脾胃以资血之源，养肾气以安血之室，知斯二者。

则尽善也。”肾脾为先后二天之本，二脏功能正常，经血

才能化生，泉源不竭，亦能定时来潮。对于月经病的治

疗，景岳指出，应首先审察其病因，在病变较轻时及早

治疗，以去其标，防其传变，故“凡治经脉之病，或其未

甚，则宜解初病，而先其所因”；若病情加剧，则需了解

病变在脏在腑，在气在血，重视顾本，即“若其已剧，则

必计所归，而专当顾本”。脾肾大伤，泉源日涸，“由云

积血而通之、破之”，则祸不旋踵。用药强调“各有互

相倚伏之妙”，以脏腑生克制化关系调经治疗。“肝为

将军之官，郁怒是病，胜则伐脾，败则自困，不知强弱，

则攻补不无倒施。”与仲景所言“见肝之病，知肝传脾”

异曲同工。对于妇女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四十五岁之

后月经将断之际，平素精神忧郁，月经“过期阻隔，便有

崩决之兆。若隔之浅者，其崩尚轻，隔之久者，其崩必

甚，此因隔而崩者也，当预服四物汤、八珍之类以调之，

否则恐其郁久而决，则为患滋大也。”（《妇人规·经脉

类·崩淋经漏不止》）提出预服补气养血之品，避免发

生血崩及其他疾患。

２２　胎动欲堕，下胎益母　若孕后伤动胎气，出现腹
痛，阴道流血较多，腰酸下坠，其势难留，景岳认为安之

已是徒然，反致母体受损，莫若用药助其血脉流通，设

决津煎及五物煎速速下胎，以益其母。对于孕妇身体

虚弱，预计胎儿难以正常发育者，亦应及早下胎，以免

母害，《妇人规·胎孕类·胎动欲堕》言：“凡气血虚

弱，无以滋养其胎，或母有弱病，度其终不能成者，莫若

下之，以免他患，宜桂心散，或用下胎小品方。”这与目

前西医妇产科的认识是一致的。

２３　产后三禁，应变之权　产后需辨虚实，不可执丹
溪“产后当大补气血，即有杂证，以末治之，一切病多是

血虚，皆不可发表。”，当随证随人施治。然根据产后亡

血伤津、瘀血内阻、多虚多瘀的特点，景岳宗河间之说，

倡产后用药应注意“三禁”：禁汗、禁下、禁利小便，“发

其汗则同伤寒下早之证；利大便则脉数而伤脾；利小便

则内亡津液，胃中结燥。”［１４］新产妇津血伤乏，不宜再

用药伤其津气，以防其变，但使调和营卫，自可渐趋恢

复。

３　结语
《妇人规》治未病思想对后世中医妇科学及预防

医学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且有效指导着临床实践。

在当今“防重于治”的时代背景下，对于防治妇科疾

病，保护广大妇女健康具有深远的意义［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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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国际消化病中西医诊疗高峰论坛

　　由中华中医药学会、北京中医药学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中医医院、香港浸会大学联合主办，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

京中医医院承办的“北京国际消化病中西医诊疗高峰论坛暨北

京中医药学会专业委员会２０１３年度脾胃病学术年会”，将于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７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召开，本次会议特邀请

美国、德国等国际知名消化病专家和国内著名中西医消化病专

家到会作专题报告，会议将就目前消化病中西医诊疗的热点问

题、最新进展和诊疗思路进行深入探讨。热烈欢迎中西医消化

病同仁参会，把实践工作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困惑问题、新思

维、新想法一起讨论、共同分享。会务组联系方式：０１０－

８８１７７２９９；１３６４１１５８４７１；１９１４５８３１＠ｑｑ．ｃｏｍ；联系人：邓女士。

·０４７· ＷＯＲＬＤ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Ｊｕｌｙ．２０１３，Ｖｏｌ．８，Ｎｏ．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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