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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带下冶一词袁首见于叶素问窑骨空论曳袁野任脉为

病袁男子内结七疝袁女子带下瘕聚冶遥生理性带下的产

生袁是肾精充盛袁脾气健运袁肝体调达袁冲任固摄袁带
脉约束袁协调作用于胞宫袁渗润于外阴尧阴道的生理

现象遥 当带下量明显增多或减少袁色尧质尧气味发生

异常袁或伴有全身或局部症状者袁方称带下病遥
带下病虽为妇科常见病袁但其病因复杂袁清窑沈

金鳌叶妇科玉尺曳云院野带下之因有四院一因气虚袁脾精

不能上升而下陷也曰一因胃中湿热袁及痰流注于带

脉袁溢于膀胱袁故下浊液也曰一因伤于五脏袁故下五色

之带也曰一因风寒入于胞门袁或中经脉袁流传脏腑而

下也遥 冶同时指出院野或色欲太甚袁肾经亏损之故袁或
产多之妇袁伤血伤液袁皆能成带下之疾遥 冶此外袁局部

异物刺激袁如阴道内放置子宫托尧宫腔内放置节育器

等袁皆可引起带下遥
早在叶素问窑异法方宜论篇曳就有同一病而各地

因地势治法不同的记载院野南方者袁天地之所长养袁阳
之所盛处也遥 其地下袁水土弱袁雾露之所聚也遥 冶岭南

地处北回归线袁全年日照时间较长袁气温高袁又濒临

南海袁降雨多袁空气湿度大袁属典型的湿热气候特点遥
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人群袁疾病的发生尧发展尧
临床证候和防治方法有其特殊性袁以气阴两虚型尧阳
热型和脾湿型体质[1]多见遥 岭南带下病发病受该地

区气候特点影响袁证治亦有其自身的特点遥清代以来

岭南医学的快速发展袁 岭南中医妇科作为其重要的

分支也取得重大发展袁出现了许多妇科著名医家袁本
文试结合岭南妇科名医的理论治验探析岭南妇科辨

治带下病的特色遥
1 辨治特色院化湿为主袁顾护肝脾

岭南地区四季湿气氤氲袁加之贪凉饮冷尧喜食鱼

虾阴柔多湿之品袁且居民有饮下午茶尧宵夜等习惯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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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加重了脾胃的负担袁易致脾失健运袁湿从中生袁两
湿相合袁蕴久化热袁湿热胶结袁使湿浊之邪难以速去遥
广东省名老中医蔡仰高先生认为带下病新患多偏于

湿盛袁脾虚受阻袁久病则责诸肾亏致任脉带脉失固遥
偏于湿盛者袁用扶脾胜湿汤:五指毛桃根尧金钟根(即
牛大力冤尧金樱根各 15 g袁白饭草(即火炭母冤30 g遥脾
虚受湿者常用完带汤加味渊党参尧白术尧茯苓尧续断尧
桑寄生尧菟丝子尧车前子尧炙甘草各 10 g袁淮山 15 g袁
陈皮 6 g冤遥 任带失固者常用家传秘验白带丸袁外用

蛇床子汤煎洗阴道袁治疗白带久流不止者[2]遥 在其专

著叶带下病论治曳中指出了不同证型的带下诊治袁如
湿热带下尧痰湿带下尧虚寒带下尧虚热带下等遥 其中

属于湿热带下用叶医宗金鉴曳清白散或张锡纯清带

汤遥 广东省名中医李丽芸教授结合岭南气候及妇女

的生理病理特点袁指出带下病与湿邪密切相关袁在治

疗上以化湿除浊袁扶正祛邪为法袁并根据湿邪转化类

型有寒热虚实之不同袁应用清化或泻实或补虚的治

法遥 清代岭南名医何梦瑶[3]认为带下病虽有湿热尧寒
湿之不同袁但多由湿热所化袁他在叶三科辑要曳中指出

野带脉横束周身袁诸经湿热皆得遗于带脉袁而冲任督

三脉同起胞中袁带脉所受湿热由之下注胞中噎噎湿

热盛者导水丸袁微者清白散袁赤加地榆荆芥黄芩袁湿
盛加二术遥 冶何梦瑶详细分析了五色带下的成因袁认
为由各经湿热所化袁并提出了相应的治法遥 著名中

医学家和教育家罗元恺教授自拟茵陈败酱汤 [4]渊绵
茵陈 25 g袁败酱草 30 g袁冬瓜仁 30 g袁薏苡仁 30 g袁
淮山 30 g袁金樱子 30 g袁银花藤 30 g袁茯苓 20 g袁麦
冬 15 g袁黑栀子 15 g冤治疗带下病属湿热证者袁疗效

显著遥
带下属津液袁虽表现为阴部局部症状袁但多为肝

脾功能失调所致遥 国医大师班秀文[5]认为带下病因

虽多袁以湿为主袁属机体藏泄失调的一种病理表现袁
常表现为有泄无藏袁施泄太过曰并指出治疗带下病需

调理五脏袁使藏泻有度袁治脾必治肝袁只有气得升发袁
湿邪才可清除袁带脉才能约束遥

班秀文教授主张治带以治湿为主袁但关键还要

掌握好温化与清化之法袁湿为阴邪袁重浊而黏腻袁只
有通过温化袁才能使脾得健运袁肾得温煦袁激活后天

之生机袁使水湿之清者输布全身袁滋养各个脏器袁浊
者从膀胱排出体外袁升清降浊袁带脉得复遥 又湿邪最

易抑遏阳气袁郁久化热袁只有通过清化之法袁才能使

湿热分离袁阳气得升袁浊湿得降袁湿热去而带自止[5]遥
班教授还自创了临床效果卓越的清宫解毒汤渊忍冬

藤尧车前草尧土茯苓尧生苡仁尧鸡血藤尧益母草尧丹参尧
甘草冤袁全方清中寓养袁清不伤阳袁利不伤阴袁升清降

浊袁祛邪顾正[5]遥 广东省汕头市名老中医蔡纯臣先生

治疗脾虚型带下病患者袁用自拟补中固带丸[6]院北黄芪

15 g袁党参 15 g袁白术 10 g袁茯苓 15 g袁淮山 15 g袁炙甘

草 5 g袁芡实 15 g袁莲子 10 g袁金樱子 10 g袁车前子

8 g袁泽泻 10 g袁生薏苡仁 15 g袁砂仁 3 g袁煅牡蛎 15 g袁
煅龙骨 15 g袁鸡冠花 10 g袁扁豆花 12 g袁升麻 3 g袁柴胡

3 g遥 该方也充分体现了疏肝健脾固带之意遥
根据带下病野湿冶尧野虚冶的病机特点及岭南地区

人群体质特点袁治疗带下病多选用化湿除浊袁补清兼

施袁调理五脏袁以肝脾为宗之法遥
2 选药特色院轻清芳香袁甘平清淡

岭南湿热之气较重袁人体腠理疏松袁湿为阴邪袁
易阻气机袁使阳气不伸袁经脉不利袁血行不畅袁由湿致

瘀曰或因瘀阻气滞袁三焦气化不畅袁由瘀致湿袁湿瘀胶

结袁病情缠绵难愈遥 孙思邈叶备急千金要方窑治病略

例曳提出院凡用药皆随土地所宜遥 江南岭表袁其地暑

湿袁其人肌肤薄脆袁腠理开疏袁用药轻省遥 叶内经曳亦
云院辛甘淡属阳袁使脾阳升袁湿邪得温化遥 花者袁集天

地之灵气袁凝本草之精华袁性平质轻而芳香袁药性偏

平和袁疏不伤阴袁往往有醒脾悦肝之效袁无论阴阳之

剂配之袁均能使气机通畅袁血脉调和袁适合妇人阴柔

之体袁不论外湿内湿均为论治佳药遥 因此袁岭南妇科

医家用药多以轻剂为首选袁 善用花类等甘平药物遥
其花类药的品种多达 30 余种袁如菊花袁葛花袁鸡蛋

花袁莲花袁霸王花袁茉莉花袁金银花袁玫瑰花袁木棉花袁
橘红花等[7]遥 岭南著名妇科医家吕楚白先生认为野岭
南妇女多气阴两虚体质袁 用柴胡等疏肝之品易辛燥

劫阴袁如取其法换其药袁用花类药物解郁袁而郁得舒

而阴不伤[8]遥 冶广州老中医郭梅峰善治妇科病袁用药

独树一帜袁多以轻剂著称袁擅长用花药袁对花之特性

非常了解袁他指出野诸花皆散袁故花可散邪袁外感用

之曰花之气味芳香袁芳香以解郁袁故杂病用之曰花类质

轻袁亦是轻剂取胜之意[9]遥 冶 其最常用的花药为南豆

花尧鸡蛋花尧茉莉花尧川朴花尧玫瑰花等遥正如其所言院
野女子善怀袁故以南豆花芳香解郁冶袁南豆花即扁豆花

之优质者袁芳香甘平袁有清热解郁尧芳香醒脾之功袁可
以解妇人之郁遥他不主张浪伐本元袁绝不滥用辛散以

伤阴袁苦寒伤心脾袁而强调野调以甘药冶[10]遥
中医界前辈蔡纯臣先生临床经验丰富袁 治疗带

下病好用扁豆花及鸡冠花袁 如湿热型带下病不拘泥

于方书用二妙散或龙胆泻肝汤袁 恐其过于苦寒攻伐

女子真元袁 而改用较为平和的双花止带汤 [6]渊自拟

方冤院鸡冠花尧扁豆花渊无花可用扁豆代冤尧苎麻根或白

背叶根各 15 g袁 鱼腥草 15 g袁 车前子 10 g袁 黄柏

8 g袁茯苓 15 g袁淮山15 g渊或用白术 15 g袁湿重可改

用苍术冤遥 因双花药性不仅平和袁且有化湿收敛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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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遥
国医大师班秀文重视瘀血与带下的关系袁认为

野带下病以湿为主袁多夹瘀冶袁主张野治湿之时袁勿忘祛

瘀冶的治带原则袁并善用花药袁如素馨花尧凌霄花尧玫
瑰花等遥 素馨花性味甘平袁疏肝养阴袁为治疗肝郁带

下的良药袁带下日久及肝郁日久之人甚佳遥 凌霄花

味酸袁性寒袁在凉血散瘀药中属于性平之品袁治疗瘀

热内结的带下病有较好疗效遥 玫瑰花味甘甜袁性温袁
入五脏袁气血兼治袁温而不燥袁疏不伤阴袁为治疗体虚

兼郁尧带下日久不愈之良药遥 佛手花味微苦袁气香袁
最善理气化痰袁醒悦肝脾袁用之妇人带下病中痰湿甚

者遥 合欢花性味甘平袁能解郁安神袁疏肝活络袁用之

带下病合并心肝脾俱病者[5]遥 班教授认为院使用花类

药物袁重在取其芳香馨甘之性袁悦肝醒脾之力袁才能

使肝之怫郁得解袁脾之运化得行袁虽不化湿袁湿自去袁
虽不治带袁其带自除[11]遥

根据岭南地区气候及女性体质特点袁岭南医派

治疗带下病用药多配伍选用轻清芳香尧甘平清淡之

品袁少用苦寒辛温攻伐之品遥 配伍使用花类药物既

照顾岭南地区女子阴柔之体袁 多虚多湿之体质袁又
能疏肝使气机通畅袁脾土得疏袁湿邪得化袁带下得

解遥
3 调护特色院药食结合袁扶正祛邪

吕楚白治疗带下病提倡治愈后通过食疗来调

养袁且病人易于接受遥带下病以虚为本袁以湿为标遥湿
为阴邪袁久则伤阳袁阳气不足则温煦尧推动能力减弱袁
疾病易演变为正虚邪恋遥 用药化湿祛浊之后袁更应

扶正固本遥 而药食同源袁早在叶素问窑五常政大论曳就
有野谷肉果菜袁食养尽之冶的要旨遥 岭南地区植被丰

富茂盛袁南药资源丰富袁种类繁多遥 岭南生草药医家

何克谏与何省轩对叶食物本草曳进行增补袁编辑成

叶增注备载食物本草曳二卷袁其中每病下面列食治方

若干条袁如患风病袁可服葱粥等[12]遥 罗元恺教授也认

为院在日常生活中袁了解各种食物的性味功能袁有意

识地选择和科学地调配烹饪袁通过药膳达到增进健

康的目的[4]遥
老火靓汤是粤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袁在这

些靓汤和炖品的汤料中袁既有传统中药袁也有岭南草

药遥 五爪龙袁又名五指毛桃袁是岭南道地药材袁性味

辛甘微温袁功能野益气补虚袁行气解郁袁壮筋活络袁健
脾化湿冶袁比较适宜岭南多湿的气候特点遥 国医大师

邓铁涛教授认为[13]袁本品益气补虚袁功同北黄芪袁却
不温不燥袁药性温和袁补而不峻袁正合经云野少火生

气冶之意袁是岭南中草药中一味难得的佳品袁该药也

可以用于煲汤尧茶饮等食用遥 岭南地区群众有较强

的保健意识袁对中医药信赖袁使药膳得以在民间普及

推广袁如健脾渗湿的清补凉汤尧祛湿的土茯苓薏苡仁

汤等曰又如红豆薏苡仁粥袁或者冬瓜茯苓生姜汤等袁
利用食物渊谷肉果菜冤性味方面的偏颇特性袁有针对

性地用于带下病的巩固治疗袁调整阴阳袁使之趋于平

衡袁预防复发遥
在湿热的总的气候特点下袁岭南地区带下病缠

绵反复袁故暂时的缓解袁需要辅以食疗使人体气血

疏泄有度袁调整阴阳偏颇袁培元固本袁增强抵御湿邪

能力遥
4 结语

岭南医学是岭南文化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袁岭
南中医妇科学作为岭南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袁
有自身独特的学术魅力袁 它将中医学的传统理念与

岭南地区的地理气候特点及人体基础体质相结合袁
强调地区潮湿气候在带下病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

影响袁突出以化湿为主袁顾护肝脾的辨证施治原则曰
用药方面根据岭南地区气候及女性体质特点袁 以轻

清芳香袁甘平清淡为主袁既照顾岭南地区女子阴柔之

体袁多虚多湿之体质袁又能疏肝使气机通畅袁脾土得

疏曰同时袁在岭南地区湿热的总的气候特点下袁带下

病易缠绵反复袁药食结合袁扶正祛邪的调护理念袁有
针对性地用于带下病的巩固治疗袁调整阴阳袁使之趋

于平衡袁预防复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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