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2 年 12 月第 46 卷第 12 期

阴阳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黄帝内
经》（以下简称《内经》）即以阴阳来阐述人与自然界之
间的关系[1]。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有谓：“阴阳者，天
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
明之府也。 ”《内经》以阴和阳来类比自然界中相互消
长、变化对立的两种势力，《素问·生气通天论》云“夫

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可见阴阳这对矛盾
的势力在自然界普遍存在，而且是万物的基本属性。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道“阴在内，阳之守也；阳
在外， 阴之使也”， 将阴和阳置于对立统一的平等地
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论述阴阳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时，《内经》更强调阳的主导作用[2]。 《素问·生气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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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帝内经》阳气理论探析妇人月事

楼毅云 傅萍
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 310007
摘要： [目的] 从《黄帝内经》阳气理论出发，分析女子月经的生理过程及月经病的病因病机，探讨其临床辨证论治特色。 [方法] 以阳气
理论为纲，结合各家对其女子月经相关经文的注解，阐述《黄帝内经》对妇人月事正常生理之内涵，及其对月经后期、月经量少、闭经、
崩漏、痛经等病理过程的辨证论治。 [结果] 阳气理论是《黄帝内经》的重要学术思想之一，在论述阴阳二者相反相成、互根互用时，以
阳为主导，强调阳固阴秘、阳主阴从。 在对女子月经初潮的发生及相应的生理变化、月经错后之经闭不月、非时而下之崩漏、阳被阴乘
之痛经的病理变化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阳气为本”的阳气理论。因此，在月经病的辨证论治中，提倡无问其病在阴在阳，皆需时时固
护阳气。 [结论] 《黄帝内经》以阳气为女子月事发生、化生之根源，辨治时主张先谨察阴阳之所在，强调阳密固阴，阳生化长，从而调周
整期，经汛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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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Menstrual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 by Yang Qi Theory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LOU Yiyun， FU Ping
Hang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ngzhou(31000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hysiological process，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women's menstruation， and discuss 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to emmeniopathy， based on the Yang Qi theory of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Methods] Based on the Yang Qi theory， combined with the annotations of various scriptures related to women's menstruation，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of normal physiology of women's menstruation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and the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late period， scanty periods， amenorrhea， bleeding， dysmenorrhea and other pathological processes.
[Results] Yang Qi theor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cademic ideas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When discussing the opposite and
mutual complementarity of Yin and Yang， Yang was regarded as the dominant factor.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emphasized that
Yang was the key to Yin， and Yang was the principal while Yin was the subordinate. In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occurrence of menarche，
the physi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pathological changes of menstruation， the theory of Yang Qi was embodied everywhere i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In the treatment of menstrual diseases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no matter the disease is of Yin or Yang， it is
necessary to protect Yang Qi from time to time in order to regulate the menstrual cycle and normalize menstruation. [Conclusion]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takes Yang Qi as the root of the occurre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women's menstruation， and advocates careful
observation of Yin and Yang first.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emphasizes that the closeness of Yang could consolidate Yin， so that
Yang can change the invisible into tangible， adjusting the women's menstrual cycle， and keep the menstruation as usual.
Key words： Inner Canon of Yellow Emperor； Yang Qi； menstruation； amenorrhoea； abnormal uterine bleeding； dysmenorrhea；treat-
ment based on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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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篇专论阳气对于万物生理功能的重要性，阐述
阳气失常所致疾病的病理变化，如“阳气者，精则养
神，柔则养筋”等，可见阳气对于万物包括人的生命活
动至关重要。 《素问·生气通天论》强调“凡阴阳之要，
阳秘乃固”，认为阳不外张则邪不外淫，阳密则精不内
绝，因此阴平阳秘之中归重于阳。笔者基于阳气理论，
对女子月经的生理、病理以及月经病的辨证论治略作
阐释。

1 阳温施化 经水始生期至
《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阳气者，若天与日，失

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 是故阳因而
上，卫外者也。 ”此处以太阳对于自然界万物生存的
重要性来取象比类，以显示阳气对于人体维持生机不
可或缺。 由此引申，阳气的温煦对于女子月经周期同
样至关重要。

《内经》 将阳气之温养作为经水生成以及月事建
立的原动力。 《素问·上古天真论》有谓：“二七而天癸
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所谓“天
癸”者，乃肾中之精微，张景岳谓之为“元阴”，又称“元
气”，其质属于阴，其气属于阳，实为质与气、阴与阳的
协调统一，寓有水火互济、阴阳互根之意，为经水化生
的主要基础之一。 所谓“任脉通”“太冲脉盛”者，任脉
者起胞中，感阳气而通畅；太冲脉者亦得天癸之阳气，
方使所化之阴血盛溢；《素问·骨空论》谓督脉者“贯脊
属肾”，为诸阳经之本、阳脉之海，总督一身之阳，温养
肾中命火，胞脉、胞络得之督阳温煦，任通冲盛，胞宫
方能满溢，经汛如常，不失其期。 由是，阳气为女子月
经初发、化生之根源。 女子经血上应太阳，下应海潮，
其气应月，月有盈亏，潮有朝夕，虚实消长，阴之所生
也[3]。 因此，医家多将经血属于阴，但《素问·上古天真
论》描述女子月事以七为纲，七者少阳之数，《灵枢·根
结》谓“阴道偶，阳道奇”，“奇”数属于阳，以“七”这个
阳数来阐释女子月经的初发、建立直至衰竭，故经水
虽以血为用、禀地阴之血旺，然月事以七为期，天一阳
气化生癸水，肾气旺盛，始能来潮。

2 阳病失温 经乱诸证纷起
2.1 日阴阳衰，经水凝泣错后 女子经水为血所化、
以血为用，然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正所谓气血人
之神也，故于女子月水成汛之机制中，营阴之血为经
水之根源，卫阳之气为行血之动力，气血阴阳开阖有
序，方才胞通经泻、月月如期[4]。 气血化生是女子月经

形成的重要基础，而气血皆有赖于阳气之温养，具有
喜温恶寒之品性，《素问·八正神明论》 有云：“天温日
明，则人血淖泽而卫气浮，故血易泻，气易行；天寒日
阴，则人血凝泣而卫气沉。 ”可见日明天温之时，阳气
多而阴气少，卫阳之气浮而行于体表，营阴之血在内
濡润流畅，所以阳气充足，气血通畅易行；日阴天寒之
时，阴气盛而阳气衰，卫阳之气沉伏于里，营阴之血凝
滞不畅。置之于女子月经，天明日温则经水易泻，月
事如汛期至；若阴微上、阳微下，则经水凝泣，月经
便时有错后，甚者经闭不月，正如《素问·离合真邪
论》云：“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
凝泣……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气淖泽，
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 ”此经水（又作泾
水）虽言地之十二水道，类比人之十二经脉，非单指女
子月事，盖因其与人之经脉气血流通关系密切，妇人
经病可本此同参[5]。 可见，若阴气乘阳，经水受寒而不
得安澜，则气冷胞寒，气滞血凝，血运不行，令经水乍
少而月后。 丹溪谓：“经水者，阴血也，阴必从阳，故其
色红，禀火色。 血为气之配，气热则热，气寒则寒，气
滞则滞。 ”[6]因此，阳气衰微则可引起月经周期延后、
月经量少等月经紊乱的病证。

2.2 阳明亏虚， 生化乏源不月 《素问·上古天真
论》曰“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可见
冲任之气血充盛与月事之时下密切相关。 冲脉隶于
阳明，《素问·痿论》谓之：“阳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主
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冲脉者，经脉之海
也，主渗灌谿谷，与阳明合于宗筋，阴阳揔宗筋之会，
会于气街，而阳明为之长。 ”冲脉所会之气街，为阳明
经气之所发，受阳明经气所化之气血，故冲脉血气盛
衰本于阳明经气之盛衰。 月经之本，所重于冲，冲脉
之气血由阳明水谷所化，故《血证论·吐血》有“治阳明
即治冲也”一说[7]。 《素问·阴阳别论》道：“二阳之病发
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二阳”者，后世医家
多以之为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 [8]，杨上善 [9]注
解：“二阳者，阳明也。 阳明，谓手阳明大肠脉也，足阳
明胃脉也。”然亦有医家谓之“二阳”单指足阳明胃经，
高士宗 [10]即注“二阳，阳明胃土也”，又张景岳 [11]道：
“二阳，阳明也，为胃与大肠二经。 然大肠小肠皆属于
胃，故此节所言则独重在胃耳。 ”不论是单指足阳明
胃经，还是谓之手足阳明二经，阳明经气充足，气血充
盈，血海有余，则月事应时而下，色质如常；若阳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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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虚衰，水谷无以化生精微，气血生化乏源，血海不
足，经水乍断，则女子不月[12]。由《内经》阳气理论引申
可见，阳气亏虚可导致虚证闭经等月经不调。

2.3 阳失固密， 血走漏下淋漓 胞宫为月经初发之
基础，《素问·五藏别论》谓女子胞为奇恒之府，言之：
“藏与阴而象于地，故藏而不泻。 ”若胞宫应藏反泻，
藏泻失调，则月血忽然暴下，或非时而下，崩漏由作，
如 《金匮要略》 谓：“虚寒相搏， ……妇人则半产漏
下。 ”《丹溪心法》则谓因“冲任二脉气血俱虚故也”以
及“不能约制其经，血故忽然而下”[13]。 《医学入门》有
言“脉微弱为少气”“女子主崩中漏下”[14]。 《万氏妇人
科》则道：“妇人崩中之病，皆中气虚不能收敛其血，加
以积热在里，迫血妄行，故令经血暴下而成崩，崩久不
止，遂成下漏。 ”[15]可见，崩中漏下，尤至后期，多为中
阳气虚之证。 阴阳二者交感互化、互根互用、互依互
存，然《素问·生气通天论》有云“凡阴阳之要，阳密乃
固”，盖阳气密固，则邪不外淫，由是二者仍需归重于
阳，若“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阳离决，精气乃
绝”，故而漏下淋漓为著时，气随血耗，阴随血泄，逐入
阴阳互损，渐以阳虚不固为主，胞宫虚寒，冲任不固，
则非时点滴血行， 淋漓不止如器之漏。 可见，《内经》
认为阳气失其固密，则可引起非时而下之崩中漏下等
不规则子宫出血。

2.4 阳被阴乘，郁滞胞阻痛经 女子经、孕、产、褥皆
以血为本，然心主血，故有《素问·评热病论》言：“胞脉
者，属心而络于胞中。 ”张景岳[16]有云：“胞即子宫，相
火之所在也；心主血脉，君火之所居也。 阳气上下交
通，故胞脉属心而络于胞中，以通月事。 ”胞脉通畅，
心气调达，循下达至胞宫，因而心营之血得以下通、经
水得以时下，其中心阳之气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 阳
主阴从，血为气之配，故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正
如《素问·评热病论》谓之：“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
……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 ”气机升降不畅，
心阳之气不得下达，心血不得下通，则气滞血停，经水
艰涩难行，女子月经断矣。《灵枢·水胀》有云：“寒气客
于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月事不以时下。 ”
此处言胞中石瘕之证，乃寒气停滞胞宫，胞中气机闭
塞而致，故恶血瘀积，数月不行。 故《内经》以为阴邪
遏阻阳道，心阳之气受阻，气机不畅，或阳气失其温
养，寒气阻滞，皆可引起瘀滞型闭经的发生。

针对临床上更为常见的痛经，尤其是寒凝气滞型

痛经，《内经》认为更是与阳气受阻关系密切。 风冷寒
湿之气客于胞脉胞络，冲任脉阳气受损，胞宫气血凝
滞，行经期或经前期胞宫气血变化急骤，气血盛实而
骤虚，阴邪素乘时而作，寒凝血脉，胞宫壅滞不畅，不
通则痛，以致经行腹痛难忍，是故《素问·痹论》有载：
“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寒者，阳气少，阴
气多，与病相益，故寒也。”《素问·举痛论》则云：“寒气
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
气不通，故猝然而痛……痛而闭不通矣。 ”亦有阳虚
内寒或气血两虚者，冲任血少，血海空虚，胞宫失于阳
气之温煦濡养，气虚血滞，经血无力流通，故经期血行
迟滞，所谓“不荣则痛”是矣。 因此，冲任阴阳平和，胞
脉胞络气血通畅，则经来应汛；若阳气受阻或失养，无
力流通，经水不利，则可发生行经时或月经前后少腹
满痛，痛经难忍。

总之，《内经》在论述月经错后、月经量少、经闭不
月、崩中漏下、胞阻痛经等女子月经的病理变化时，处
处引证“阳气为本”的阳气理论，时时强调以阳为主
导，阳主阴从，阳固阴秘。

3 固护阳气 和阴阳调经汛
《灵枢·岁露》有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

应也。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又曰：“夫四时阴阳者，
万物之根本也。 ”可见，《内经》强调阴阳一体、阴阳互
根互用，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谓之“阴平阳秘，精
神乃治”。 然其在阳固阴秘之中， 又侧重于阳一方，
《素问·方盛衰论》载：“阴阳并交者，阳气先至，阴气后
至。 ”在阴阳二气交汇融通过程之中，强调以阳气为
主、阴气从之，故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阳生阴
长，阳杀阴藏”之说，阳动化阴，阳生方才能化生无形
为有形， 从而生长化为收藏。 女子月事以血为用，血
入阴分，月经病在血、在阴为阴病，但更需阳气之温煦
温养。 《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夜半人气入脏，
邪气独居于身，故甚也”，又《素问·阴阳别论》言“阳气
破散，阴气乃消亡”，是故月经病的辨证论治之中，无
问其病在阴或病在阳， 辨治时皆需时时固护阳气，方
才能调周整期，经水应汛时下。

根据《内经》的阳气理论，在治疗月经后期时可适
时加入鹿角片、菟丝子、巴戟天、淫羊藿、川续断等鼓
舞阳气，调经促排；针对虚证闭经以及月经量少时，可
遣用熟地黄、阿胶、覆盆子等养精温阳，增长子宫内

（下转第13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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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调整月经周期；而在治疗瘀滞型闭经时，可稍稍加
入椒目、肉桂、青皮等疏通气机；痛经则以小茴香、龙
眼肉、炮姜等温阳理气止痛。 可见，在月经病的辨证
论治中，阳气理论有高屋建瓴之意。

4 结语
综上所述，尚阳思想是《内经》重要的学术思想之

一，《内经》 尤其重视阳气对生命活动的重要影响，对
女子月事之初发、建立的生理变化，以及月经错后、经
闭不月、非时而下之崩漏、阳被阴乘之痛经的病理变
化的论述中，处处体现“阳气为本”的阳气理论。 阳气
固密，温煦通化，脏腑得养，藏泻有司，则气血充盛，出
入流畅，地阴血旺，阴血满则月事时下。 因此，在月经
病的辨证论治中，应重视阳气对月经病的发生、发展
的影响，强调阳密固阴，临证时时不忘固护阳气，正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谓之辨治需“谨察阴阳所在而调
之，以平为期”，畅通胞络胞脉，调和胞宫气血，方能经
汛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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