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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3/2021_2022__E5_A4_8D_

E4_B9_A0_E6_8C_87_E5_c22_453066.htm 妇女在月经前后或经

期，出现小腹及腰部疼痛，甚至剧痛难忍，影响工作和学习

者，称为痛经，亦称经行腹痛。痛经是妇女常见病之一，尤

以青年妇女为多见。如果仅感小腹或腰部轻微胀痛不适，这

是常有的现象，不作痛经论。笔者经多年总结，自拟通经汤

，治疗数十例，效果满意，现介绍如下。 1自拟通经汤的组

成 当归、香附、泽兰、玄胡各12g，川芎、木香、赤芍、红花

各9g，丹参20g，肉桂9g.随证加减：小腹冷痛，经色淡褐，加

炮姜6g，乌药12g，吴茱萸9g；小腹两侧刺痛，经色鲜红，加

丹皮12g，焦山栀12g，去肉桂；血量多加艾叶炭15g，棕榈

炭15g，去红花；腹痛经量少有紫块，排出不畅加莪术10g，

益母草15g；经后小腹隐痛，经来色淡量少，加炙黄芪15g，

补骨脂12g；胁痛乳胀，加郁金12g，柴胡9g，路路通12g. 2病

例介绍 例1，患者，女，18岁，2005年9月14日初诊。自述经

期腹痛1年，每次经期超前，行经前5～6天少腹胀痛，经停痛

解，月经量少，淋漓不畅，胸胁乳房胀痛，心烦易怒，手足

心发热，脉细弦而数，舌红苔薄白少津。此系气滞血瘀，郁

热内阻。拟基本方加丹皮15g，莪术6g，桃仁12g.服药6剂，使

紫黑血块得下，少腹疼痛大减。继用基本方加清热凉血解郁

之柴胡9g，丹皮15g.均于每次月经前3天起服药，每天一剂，

水煎，早晚各温服一次，连服三剂，紫黑色血块减少，腹痛

减轻；5个月后腹痛消失，月经时间，经量及颜色均正常。 

例2，患者，女，19岁，2005年12月22日初诊。自述经期腹痛



已2年余，每次行经前腹痛，小腹有灼热感，腰骶胀痛，月经

前或月经后常有鼻子出血，头痛，咽痛，月经量少、色暗、

有血块。平素口干渴，舌红苔黄，脉弦数。面部反复出现暗

疮，带下黄，大便燥结，小便黄等。此系气滞血瘀，肝胃郁

热。拟基本方去红花，加地榆炭6g，以凉血止血；牛膝6g，

引血下行。服药5剂，使紫黑血块得下，少腹疼痛大减，鼻出

血止。继用基本方加清热凉血、养阴润肺生地15g，丹皮9g，

沙参12g，均于每次月经前3天起服药，每日一剂，水煎，早

晚各温服1次，连服5剂，6个月后，面部暗疮消失，面色红润

，腹痛消失，月经时间，经量及颜色均正常。 3体会 近代医

学把痛经分为原发性和继发性两种。月经初潮后即有疼痛，

而经双合诊检查未发现盆腔器官有明显异常者，称原发性痛

经；如盆腔生殖器官有炎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肿瘤等器质

性病变而痛经者，称继发性痛经。祖国医学认为，痛经原因

有气滞血瘀、寒湿瘀滞、气血虚弱、肝肾亏损等，但均可导

致气血运行不畅，冲任瘀滞，致使胞宫经血流通受阻。而经

水为血所化，血行气行，气充血沛，气顺血和，则经行顺利

，自无痛疾；若经行不畅，不通则痛。故治当用行气活血、

疏达冲任，以合“通则不痛”。故自拟通经汤治之数十例，

均有明显疗效，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本方重在通调气血，如

方中用香附、木香、玄胡入肝脾以行气止痛；川芎、红花、

赤芍、泽兰、丹皮以行血活血。其有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气

调之意。用肉桂以温经通脉，调理冲任。全方围绕理气行血

，以通血脉治疗痛经，随证加减，用之得当又可治疗不同性

质的痛经，如因虚者加补益之品，血热气实者加清热凉血之

品等。应用本方宜在痛经发作时，这样便于掌握病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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