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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韩氏从肝肾论治经行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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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龙江韩氏认为，多种病因导致肝肾失调、阴阳失衡从而出现经行发热，并将经行发热分为肝郁气滞证、肝郁血瘀证、
肾阴亏虚证、肾虚肝郁证; 分别采用疏肝解郁、凉血调经法，疏肝活血、凉血调经法，滋阴益肾、清热调经法，滋肾疏肝、清
热调经法; 针对性地应用百灵调肝汤、丹栀逍遥散合血府逐瘀汤、滋肾汤、百灵育阴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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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jiang Han's Experience in Treatment of Menstrual Fever From Liver and Kidney

HAN Yanhua，JI Hongxiao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Haerbin Heilongjiang China 150040

Abstract: Longjiang Han believes that a variety of causes Liver and Kidney disharmony and Yin-Yang imbalance，which eventually
leads to menstrual fever，which is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Liver stagnation and Qi stagnation，Liver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Kid-
ney Yin deficiency，and Kidney deficiency and Liver stagnation． The methods of soothing the Liver and relieving depression，cooling
Blood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soothing Liver and activating Blood circulation，cooling Blood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nourishing Yin and Kidney，clearing heat，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nourishing Kidney and soothing Liver，clearing heat an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can be applied． Bailing Tiaogan Decoction，Danzhi Xiaoyao Powder Combined with Xuefu Zhuyu Decoc-
tion，Zishen Decoction and Bailing Yuyin decoction should be targeted applied．
Key words: Longjiang Han's; menstrual fever; treat from Liver and Kidney; Liver Qi stagnation syndrome; Liver Qi stagnation and
blood stasis syndrome; Kidney Yin deficiency syndrome; Kidney deficiency and Liver Qi stagnation syndrome

经行发热是指每当经期或行经前后出现以发热

为主的病症，称为“经行发热”或“经来发热”［1］。其

致病特点是伴随月经周期而发，经期发作，经净自

止，体温不超过 38． 0 ℃，连续 3 个月经周期以上，属

于现代医学经前期综合征 ( 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 的范畴，发病机理尚未明确，可能与激素水平、
脑神经递质、维生素 B6 缺乏及社会 心 理 因 素 相

关［2］。临床治疗本病多采用镇静剂、利尿剂、维生

素 B6 及激素类药物，疗效欠佳，不良反应多。中医

凭借其辨证论治、施方有别、价格低廉、疗效显著的

优势得到了广大医患的青睐。

经行发热首见于宋代《陈素庵妇科补解》，提出

病因有二，一为客邪乘虚所伤，另一为内伤，并提出

了相应治法。《济阴纲目》曰:“潮热有时，为内伤为

虚，无 时 为 外 感 为 实。”认 为 经 行 发 热 当 分 虚 实。
《女科撮要》将经后发热倦怠归结于脾，认为脾为诸

阴之首，脾伤而五脏皆为失所，治宜专主脾胃，用补

中汤、归脾汤［3］。哈孝贤教授认为，经行发热以内

伤为主导，多由肝郁、血虚所致［4］。曹玲仙教授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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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行发热与女性的生理特点密切相关［5］。姚美

玉教授认为，阳明胃热也是引起经行发热的重要原

因，并主张从阳明胃热论治［6］。诸多医家认为，本

病的主要发病机理是气血营卫失调，值经期或行经

前后的生理改变而发。龙江韩氏秉承人体以脏腑经

络为本，以气血为用，在上述病因病机的基础上提出

了脏腑功能失调亦为本病发病的重要因素，着重强

调肝肾两脏病变可诱发此病，并提出从肝肾论治该

病［7］。

1 生理基础

韩氏创立了肝肾学说，提出了女子以肝肾为先

天［8］，冲任之脉为经脉之海，血气之行，外循经络，

内荣脏腑［9］，肝肾两脏通过经络和功能与冲任相联

系。在经络上，肝脉与任脉交会于“曲骨”，与冲脉

交会于“三阴交”; 肾脉与任脉交会于“关元”，与冲

脉下行支相并而行，肝脉、肾脉与冲任或通过循行或

通过穴位而相通。在功能方面，肝藏血，主疏泄而司

血海; 肾藏精，精血同源、相互滋生，冲脉为十二经气

血汇聚之所，有“血海”之称。任脉为阴脉之海，总

司精、血、津液，肝脏、肾脏通过精、血与冲任二脉相

联系。
《素问·上古天真论》曰: 女子七岁，肾气盛，齿

更发长; 二七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

下……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10］。《傅

青主女科》［11］中“经水出诸肾”“经本于肾”指出月

经和肾相关。韩氏精通中西医理，认为肾与下丘

脑 － 垂体 － 卵巢轴的功能相似，对人体的生长、发育

和生殖起着极其重要的调节作用［12］。《邯郸遗稿》

曰:“天者天一之真，癸者壬癸之水。”天癸育于先

天，关乎于肾，肾中精气充盛，天癸则日渐成熟，可调

节月经的潮与闭。惟脏腑之血，皆归冲脉，而冲为五

脏六腑之血海。故经言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此

可见 冲 脉 为 月 经 之 本 也，故 月 经 之 本，所 重 在 冲

脉［13］。若肾气充盛，气血充足，冲任气血调畅，经带

胎孕乃成。肝脏体阴而用阳，其体属阴，故而主藏

血，其用属阳，故而主疏泄，其疏泄和藏血功能正常，

气血调和，月经按时来潮。肾之精气充盛，则经水有

其出处，天癸成熟，发挥调经功能，肝脏藏泄有度，任

脉通畅，诸脏之血注入冲脉，月水适时行止。肝、肾、
天癸、冲任在月经来潮与衰竭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

用，且环环相扣，一病即月经病。

2 病理生理

《黄帝内经》云: “百病皆生于气。”方约之曰:

“妇人以血为海。妇人从于人，凡事不得专行。每

多忧思忿怒，郁气居多［14］。”妇人多易情怀不畅，肝

木失于条达，肝郁气滞，气有余，便是火。经行之时，

妇人情绪更易波动，气血下注冲任，冲任气血充盈，

或是冲气挟肝火上行，火热外达肌肤，或是气血更加

郁滞，郁而化热，营卫失和而致经行发热。
《女科证治准绳》曰:“气之为病，男子妇人皆有

之，惟妇人血气为患尤甚［15］。”妇人情志不畅，肝气

郁结，妇人以气血为用，气为血之帅，气行则血行，气

滞则血凝，瘀久化热，久郁化火，郁火和瘀热相搏结，

热势更甚，经期阳气偏旺，故而经行发热。

妇人房劳、多产、乳众最易损伤肾气，肾精受损，

阴血化源不足，妇人经期，正值由阳转阴，阳多阴少，

而阴血下注冲任胞宫，阴血益虚，阴不维阳，阳气外

越，营卫失调而致经行发热。

妇人心胸狭隘，平素抑郁易怒，复加房劳、多产，

而致肾虚肝郁。肝五行属木，肾五行属水，肾与肝为

母子关系; 肝藏血，肾藏精，精血同源而相互滋生; 肝

主疏泄，肾主封藏，二者能够调节人体的生理活动。

两脏息息相关，一脏损伤必然累及另一脏，而致阴阳

失衡，经期值重阳转阴，阴血亏虚，阴阳失衡更甚，故

能诱发经行发热。

3 辨证施治

韩氏依据数年临床经验，认为肝肾两脏病变是

经行发热的重要原因，围绕肝肾两脏，将经行发热分

为肝郁气滞证、肝郁血瘀证、肾阴亏虚证、肾虚肝郁

证，并辨证施治，用药精当，效若桴鼓。
3． 1 肝郁气滞证 经前或经期发热，平素烦躁易怒

或情志抑郁，经前更甚，有经前乳房、胁肋、小腹胀

痛，口苦，经量或多或少，舌红，苔薄黄，脉弦数。治

宜疏肝解郁、凉血调经，方用百灵调肝汤加减( 《韩

氏女科》) 。韩氏多用当归、白芍类养血柔肝药，川

楝子、延胡索、枳壳类疏肝理气药，气血并治以达郁

解经调热退。
3． 2 肝郁血瘀证 经前或经期发热，平素情志抑郁

或易怒，经期小腹疼痛拒按，经色紫暗，有血条血块，

·9552·



2021 年 12 月 10 日 第 12 期

No． 12 10 December 2021

中 医 学 报
ACTA CHINESE MEDICINE

第 36 卷 总第 283 期

Vol． 36 No． 283

舌质紫暗，舌边有瘀点，脉沉弦。治宜疏肝活血、凉
血调经，方用丹栀逍遥散合血府逐瘀汤加减。韩氏

多在理气药基础上加桃仁、红花、益母草、川芎等以

理气活血调经，本有气行则血行，复加活血化瘀药促

进气机通畅，经调瘀化则热退。
3． 3 肾阴亏虚证 经期或经后发热，五心烦热，潮

热盗汗，手足心热，经量少，色鲜红，口燥咽干，舌红

少苔，脉细数。治宜滋阴益肾、清热调经，方用滋肾

汤加减( 《韩氏女科》) 。韩氏多用熟地黄、山萸肉、

杜仲、槲寄生等滋阴补益药，以求阴阳平衡、阴平阳

秘、精神乃至之效。
3． 4 肾虚肝郁证 经行发热，平素情志抑郁或易

怒，五心烦热，潮热盗汗，手足心热，月经量少，舌红

少苔，脉弦细数。治宜滋肾疏肝、清热调经，方用百

灵育阴汤加减( 《韩氏女科》) 。韩氏常以补肾为主，

以疏肝为辅，在滋阴补肾基础上加柴胡、香附、川楝

子等理气药，补益疏通并用，肝肾同治，阴阳调和，气

机通畅，则经期发热自行消退。

4 验案举隅

患者，女，42 岁，2019 年 10 月 21 日初诊。自诉

“经期发热 1 年余”，14 岁月经初潮，既往月经规律。

每逢经期发热，体温为 37． 3 ～ 38． 3 ℃，经净热退，平

素心烦易怒，盗汗，手足心热，月经量少，色红，食欲

欠佳，眠差，便秘，舌红少苔，脉弦细数，有多次流产

史。B 超显示: 子宫及附件区未见明显异常。血常

规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中医诊断: 经行发热( 肾虚

肝郁证) 。治宜滋阴益肾疏肝、清热调经，方用百灵

育阴汤加减。方药组成: 熟地黄 20 g，山萸肉 20 g，

山药 20 g，白芍 15 g，杜仲 20 g，槲寄生 20 g，续断

20 g，女贞子 20 g，牡蛎 20 g，牛膝 20 g，阿胶 20 g，菟

丝子 20 g，巴戟天 20 g，甘草 10 g，白术 15 g，五味子

20 g，地骨皮 15 g，当归 20 g，香附 15 g，川楝子 15 g。
15 剂，水煎服，早晚温服。嘱患者调情志，节房事。

二诊: 自诉服药后盗汗，眠差症状均有缓解，食

欲仍差，要求继续中药调治。上方加山楂 15 g，神曲

15 g，麦芽 15 g。15 剂，水煎服，早晚温服。嘱咐同

上。

三诊: 服药中月经来潮仍发热，但持续时间缩

短，盗汗消失，眠差、纳差均较上次减轻，要求继服中

药。上方减地骨皮。15 剂，水煎服，早晚温服。嘱

咐同上。
四诊: 患者服药后诸症改善，继续服用上方。嘱

咐同上。
五诊: 患者诉诸症消失，此次月经来潮未见发

热。给予中成药育阴丸巩固疗效。嘱咐同上。

按语: 该患者经期发热，经净热退 1 年即可确诊

为经行发热，可从周期上与偶尔一次经行感冒发热

和热入血室相鉴别。患者超声和血常规均未见任何

异常，可排除妇科器质性病变及内科疾病所致的发

热。该患者有多次流产史，房劳多产极易伤肾伤精，

而致肾阴亏虚，若恰逢经期，精血下注，阴血更虚，阳

气偏盛，阴不敛阳，阳无所附，浮越于外，熏蒸肌表，

复加平素易怒，经期情绪波动，肝气郁久化火，故而

经期发 热; 阴 血 亏 虚，心 神 失 养，故 而 眠 差。《素

问·阴阳别论》言: “阳加于阴谓之汗。”肾阴亏虚，

阴阳失调，腠理不固，营卫失和，迫津外泄，故而盗

汗。月经量少，舌红少苔，脉细数均属于阴虚症状。

韩氏一贯注重辨证论治，对证选方，故而选用肝肾同

治的百灵育阴汤加减。

5 结语

笔者在历代医家对经行发热认知的基础上，结

合韩百灵先生的“肝肾学说”及自己多年的临床经

验提出了经行发热当从肝肾治疗。韩氏认为，房劳、
产多、乳众、情志不畅皆为主要病因，肝肾损伤为病

理基础，肾虚肝郁为核心，强调调治肝肾，以滋肾益

阴、疏肝解郁、调气养血、调和阴阳为主。韩氏滋补

肝肾擅用熟地黄、山萸肉、山药，取填精滋阴补肾之

效［16］。杜仲、续断、槲寄生、女贞子归肝肾经，能专

补肝肾，多药联合应用，在引经药的帮助下使药效直

达病所，以增强补益之效。疏肝理气常用柴胡、香

附、郁金、川楝子等理气化瘀药［17］，白芍类柔肝药，

阿胶等血肉有情之品以使肝木条达，气畅血行，以期

气血同治［18］。此外，韩氏注意固护阳气，擅用巴戟

天、淫羊藿类补肾阳药及龟甲、牡蛎类潜阳补阴药，

以使阴阳平衡，助阳转阴。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熟地

黄能促进外周红细胞和血红蛋白的恢复［19］，且能抑

制中枢兴奋［20］。巴戟天能促进新血的生成，其有效

成分巴戟天寡糖、巴戟天醇提取物皆有抗抑郁的作

用［21］。淫羊藿对雄性肾阳虚大鼠有显著的补肾助

阳作用，当然也能增强肾阳虚状态下大鼠下丘脑 －
·0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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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体 － 肾上腺 － 胸腺轴的功能［22］。现代药理研究

表明，牡蛎具有提高免疫力、保护肝损伤的作用［23］。
韩氏治病讲究脏腑、气血、阴阳同治，遵循经期重阳

转阴的生理特点，深究药物的现代药理，巧妙配伍。
笔者亦深知患者自身情绪调节的重要性，常对患者

进行心理疏导，并嘱患者节房事，调情志［24 － 26］。针

对经行发热，韩氏用药平和，极少用寒凉药，穷其根

源，辨明病位，补调并用，药物和调情志并治，为临床

治疗经行发热另辟蹊径，且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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