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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体质调理辨证治疗育龄女性月经不调

近远期疗效研究

张　成　琼
（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妇科，成都，６１００９１）

摘要　目的：探究分析中医体质调理辨证治疗育龄女性月经不调的近远期临床疗效，为临床研究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选
择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来我院治疗的８０例育龄女性月经不调患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
各４０例。实验组患者根据不同体质进行中医诊治，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疗法治疗。观察２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
远期月经周期天数，比较２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状况。结果：经过治疗，实验组患者治愈２１例，显效１０例，有效８例，总
有效率为９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７００％的总有效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前，２组患者的月经周期天
数相差无几，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的月经周期天数都明显延长，与治疗前均延长（Ｐ＜００５），
但实验组患者的月经周期天数较对照组患者趋于正常，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实验组患者０例头痛，１例
发热，１例皮疹，１例胃肠道不适，２例患者发生其他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１２５％，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７００％的不良反
应发生率（Ｐ＜００５）。结论：中医体质调理辨证治疗育龄女性月经不调患者，能够显著提高临床近期疗效，使月经周期天
数趋于正常，并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是一种值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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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不调是以月经周期、经期、经量、经色、经质
等发生异常，出现明显症状为特征的疾病，是临床上

常见的妇科疾病［１］。张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

脉证并治》里最先提出“经候不匀”，这是对月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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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的最早称谓。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首次称

经候不匀为“月经不调”，并予专篇论述。古代医学

没有其他物理和化学检查帮助诊断，许多月经不调

的病因和病理只能归类为外感、内伤以及不内外因。

外感之中分寒、热、湿为主，内伤之中以忧、思、怒以

及操劳过度、饮食不节，这都是外因的条件，它必须

在机体正气不足、气血失调的情况下才能导致月经

病［２］。最近有文献报道［３］，众多疾病与患者的体质

有密切关系，包括月经不调。因此，本文选择 ２０１１
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期间来我院治疗的８０例育龄
女性月经不调患者，探究分析中医体质调理辨证治

疗育龄女性月经不调的近远期临床疗效，为临床研

究提供参考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１年４月至２０１４年６月
期间来我院治疗的８０例育龄女性月经不调患者，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各４０例。其
中实验组患者年龄 １５～４８岁，平均年龄（３５５０±
５５０）岁，病程 ０５～７年。阴虚质 ６例，阳虚质 ５
例，气虚质６例，痰湿质４例，湿热质７例，血瘀质５
例，气郁质７例。对照组患者年龄１６～４９岁，平均
年龄（３６５０±６５０）岁，病程０６～８年。阴虚质５
例，阳虚质６例，气虚质５例，痰湿质５例，湿热质６
例，血瘀质６例，气郁质７例。２组患者在性别、年
龄、病程以及体质分类等临床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中西医临床诊断标准；２）受
试者年龄范围为１５～４９岁；３）知情同意，志愿受试；
４）无肝脏、肾脏等严重脏器并发症。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西医疗法治
疗，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行孕激素、雌激素周期疗法

或克罗米芬促排卵疗法等对症治疗。实验组患者根

据患者不同的体质使用中药进行针对性的调理治

疗：阴虚质患者：服用六味地黄丸治疗，口服，８丸／
次，３次／ｄ。气虚质患者：该类体质患者应注意保持
营养均衡，多食影响丰富的蔬菜、水果。气虚质：服

用四君子汤，每服两钱，水一盏，煎至七分，通口服，

不拘时候；入盐少许，白汤点亦得。并且注意运动，

增强体质。痰湿质患者：该类患者少吃油腻性食物。

多食蔬菜、水果。湿热质患者：宜服用三仁汤，组成

杏仁、半夏各１５ｇ，飞滑石、生薏苡仁各 １８ｇ，白通
草、白蔻仁、竹叶、厚朴各６ｇ。多吃一些清淡祛湿和
易消化的食物。血瘀质患者：服用含有丹参、当归、

地黄等起到活血化瘀的中药。气郁质患者：服用逍

遥散，起到疏肝理气、补益肝血的作用。

１４　观察指标　观察２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远
期月经周期天数，比较２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状
况。

１５　近期疗效判断标准［４］　显效：治疗后月经周
期、月经量恢复正常，腰腹疼痛、乳房胀痛等伴随症

状完全消失。有效：治疗后月经周期、月经量较治疗

前有所改善，伴随症状消失或者减轻。无效：症状无

好转甚至加重。

１６　统计学处理　数据处理软件包为 ＳＰＳＳ１６０，
计量的比较采用ｔ值检验，计数的比较采用χ２检验，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比较　经过治疗，实
验组患者治愈２１例，显效１０例，有效８例，总有效
率为９７５％，显著高于对照组患者的７００％的总有
效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
１。

表１　２组患者近期临床疗效的比较［珋ｘ±ｓ，ｎ（％）］

临床疗效 实验组 对照组 χ２ Ｐ

例数 ４０ ４０  
治愈 ２１（５２５） ８（２００） ５０４３ ＜００５
显效 １０（２５０） １１（２７５） ０８４３ ＞００５
有效 ８（２００） ９（２２５） ０９４３ ＞００５
无效 １（２５） １２（３００） ４９０３ ＜００５

总有效率 ３９（９７５） ２８（７００） ５２８３ ＜００５

表２　２组患者月经周期天数的比较（珋ｘ±ｓ，［ｎ（％）］）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χ２值 Ｐ值

实验组 ４０ １７５０±２１０ ２６５０±２５０ ４３０４ ＜００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７６０±２２０ ２２５０±２２０ ５０４３ ＜００５
χ２  ０９５３ ５０４２  
Ｐ  ＞００５ ＜００５  

表３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分析（珋ｘ±ｓ，［ｎ（％）］）

不良反应 实验组 对照组 χ２ Ｐ

例数 ４０ ４０  
头痛 ０（００） ３（７５） ４３０４ ＜００５
发热 １（２５） ３（７５） ５４０３ ＜００５
皮疹 １（２５） ５（１２５） ４３９４ ＜００５

胃肠道不适 １（２５） １２（３００） ５９１２ ＜００５
其他不良反应 ２（５０） ５（１２５） ４３９４ ＜００５

合计 ５（１５５） ２８（７００） ５９９２ ＜００５

２２　２组患者月经周期天数的比较　治疗前，２组
患者的月经周期天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后，２组患者的月经周期天数都明显延
长，与治疗前均延长（Ｐ＜００５），但实验组患者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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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周期天数较对照组患者趋于正常，差异具有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２。
２３　２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分析　治疗后，实
验组患者０例头痛，１例发热，１例皮疹，１例胃肠道
不适，２例患者发生其他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为
１２５％，显著低于对照组患者７００％的不良反应发
生率（Ｐ＜００５）。结果见表３。
３　讨论

月经不调是指月经的周期、经期、经量等发生异

常的一类疾病的统称，包括闭经倾向性月经不调、崩

漏倾向性月经不调以及月经先后不定期三类［５６］。

中医对妇产科疾病的认识较早，《黄帝内经》中开始

出现了对月经病的认识，提到的“月事不以时下”

“月事衰少”“崩”等，但是只是作为症状出现。汉代

《金匮要略》中提到了“经水不利”“经候不匀”，其实

就是指出月经病的月经量与月经周期的不正常［７９］。

中医学认为月经的产生与肝、脾、肾三藏关系密切，

其中肾为主导，脾为后天之本，而女子以肝为先天。

若肝、脾以及肾脏功能出现异常，会导致患者月经不

调的发生［１０１２］。月经不调已经威胁到广大妇女的身

心健康，需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大量文献研究发现，人体的健康与与体质密不

可分。中医体质学说认为疾病的产生发展都与个人

体质息息相关［１３１４］，任何疾病的治疗始终离不开对

患者体质状况的分析和把握［１５］。同样地，月经不调

的发生、发展与患者的体质有着密切的关系。应用

体质辨识，按体质九分法把人的体质分为９种，其中
阴虚质、阳虚质、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及

气郁质等７种病理体质与月经病的发生发展关系较
为密切［１６］。因此，根据不调体质的患者，制定一套

以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为基础的中医药方案，进行

体质调养，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临床疗效。中医学

上认为在月经的不同时期，女性的气血表象也不同，

所以，治疗和用药的原则都不一样。肾阴虚型导致

的月经不调在临床较为常见，中医药治疗的方法较

多。六味地黄丸能够治疗阴虚质患者，具有因滋阴

补肾、调节免疫、降脂降压的作用，从而发挥疗效；本

研究中对于肾阴虚体质月经不调患者，服用六味地

黄丸进行治疗，达到滋阴补肾的目的。气虚体质女

性，统摄无权，使冲任不固，血随经泄，除月经提前

外，还有月经量过多，色淡红，质轻稀，面色惨白，神

疲肢倦，气短懒言，或小便空坠、纳少便溏，舌质淡，

脉搏跳动细弱。中医称之为“气虚月经提前症”和

“气虚月经过多症”。气虚导致的月经不调，服用四

君子汤皆可治愈，这是因为该药物具有补气、益气健

脾的功效［１７］。对于湿热质患者，湿热蕴结所导致的

月经不调，宜服用三仁汤，可起到宣畅气机、清利湿

热的功效。本研究发现，采取中医体质理念治疗的

实验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患者，

月经周期天数较对照组患者趋于正常，且不良反应

发生率低。这说明该治疗方法不仅具有良好的临床

疗效，而且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综上所述，中医体质调理辨证治疗育龄女性月

经不调患者，能够显著提高临床近期疗效，使月经周

期天数趋于正常，并且具有好好的安全性，是一种值

得在临床上推广使用的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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