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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醫
生
殖
理
論

女性從青春期開始具備生育能力，持續30年左右。

女性最佳生育期在25-35歲

卵巢儲備在35歲後减少，生育力下降。

不孕和自然流產的發生率增加。



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髪長；
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冲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
四七筋骨堅，髪長極，身體盛壯；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髪始堕；
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髪始白；
七七任脈虚，太冲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壤而无子也。

《素問·上古天真論》

《素問·上古天真論》：女子七歲，腎
氣盛……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冲
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腎氣充盛，天癸按期而至，冲任通盛，
胞宫定期藏瀉，則可正常孕育
·腎-天癸-冲任-胞宫轴是女性生殖調節
的核心
·女性生殖與生命週期

中 醫 生 殖 理 論



腎
• 主導作用

• 主藏精，為先
天之本

• 元陰、元陽之
宅，冲任之本

• 促使天癸成熟

天癸
• 促進生長、發育和

生殖的陰精，月经
產生的動力

• 随腎氣的盛衰而
「至]或「竭」

• 通過调節冲任而司
生殖

冲任
• 冲為血海，任主一身

之陰經，並主胞胎

• 在天癸作用下，任脈
所司之陰精充沛

• 沖脈聚臟腑之血，並
下注於胞宫

胞宫
• 主月经與孕育，藏瀉

有期

• 受腎丶肝的藏泄调控
丶沖任督脈的调節，
带脈的約束

• 血海定期滿盈，月經
按時來潮

腎-天癸-沖任-胞宮軸

高
齡
不
孕
不
育

中

醫

病

機

血瘀

脾虛

肝鬱腎虛

脾虛痰濕

腎虛

腎虛血瘀



第
二
章
節

中
醫
從
不
同
體
質
認
識
不
孕
症



《傅青主女科∙種子》篇

•提出“十不孕”

•包括身瘦不孕、胸滿不思食不孕、
下部冰冷不孕、胸滿少食不孕、
少婦急迫不孕、嫉妒不孕、肥胖
不孕、骨蒸夜熱不孕、腰酸腹脹
不孕、便澀腹脹足浮腫不孕

白明華,王停,李英帥,張妍,王濟,王琦.《傅青主女科》治療不孕症的中醫體質思想探析[J].中華中醫藥雜,2019,34(08):3388‐3391.
•

肝
腎
同
源
：
精
血
同
源
、
腎
為
肝
之
母

•

腎
之
陰
精
虧
虛
，
水
不
涵
木
，
肝
腎
陰
虛

•

腎
精
不
能
化
生
肝
血
，
肝
木
熱
燥
生
火

，

火
又
耗
陰
傷
精

陰
虛
火
旺 治法：

大補腎水而平肝木

處方：養精種玉湯

‐滋腎陰，清肝火



•

骨
蒸
夜
熱
不
孕
：
由
於
骨
髓
內
熱
所
致

•

“
骨
髓
內
熱
，
則
骨
中
空
虛
，
惟
存
火
烈
之
氣
，
又
何

能
成
胎?

然
骨
熱
由
於
水
虧
”

•

傅
氏
認
為
腎
之
陰
水
虧
虛
，
引
起
骨
髓
內
熱
，
僅
存
火

烈
之
氣
，
以
致
骨
蒸
夜
熱
，

不
能
成
胎
。

•

“
必
須
清
骨
中
之
熱
，
然
骨
熱
由
於
水
虧
，
必
補
腎
之

陰
，
則
骨
蒸
除
，
珠
露
有
滴
濡
之
喜
矣
。
壯
水
之
主
，

以
制
陽
光
”

治法：

補腎陰，滋內燥，除骨蒸

處方：清骨滋腎湯

陰
虛
骨
蒸
，
內
熱
內
燥

•

先
天
腎
氣
不
能
生
化
後
天
脾
胃
之
氣

•

“
人
以
為
脾
胃
之
氣
虛
也
，
誰
知
是
腎
氣
不
足
乎
”

•

“
脾
胃
之
氣
雖
充
於
脾
胃
之
中
，
實
生
於
兩
腎
之
中
”

脾
腎
氣
虛

治法：補氣為要

處方：並提湯

必以補腎氣為主，兼用

補脾胃之品



•

雖
為
“
帶
脈
之
拘
急
”
，
其
根
本
是
“
脾
胃
氣

虛

”
，
即
後
天
所
致
氣
虛
體
質

•

“
脾
胃
氣
虛
，
則
腰
臍
之
氣
閉
，
腰
臍
之
氣
閉
，

則
帶
脈
拘
急
”

脾
胃
氣
虛

治法：脾胃兩補，兼利

腰臍之氣

處方：寬帶湯

大補脾胃之氣與血

寬其帶脈之急

•

女
子
下
部
冰
冷
不
孕
是
由
於
胞
胎
寒
極
，
不
能
溫
運
胎
元
，

以
致
不
孕

•

胞
胎
系
於
心
腎
，
腎
為
水
火
之
宅
，

居
元
陰
元
陽
，
藏

元
陽
之
火
，
心
主
火
，
為
君
主
之
官
，
內
含
“
君
主
之
火
”

•

“
元
陽
之
火
”
與
“
君
主
之
火
”
共
同
溫
陽
胞
胎

•

可
見
胞
胎
寒
極
不
孕
乃
為
先
天
所
致
陽
虛
體
質
而
發

心
腎
陽
虛

治法：

補心腎二火

處方：溫胞飲

“補心而即補腎，溫腎

而即溫心。心腎之氣旺，
則心腎之火生。心腎之
火生，則胞胎之寒自散”



•

脾
胃
虛
寒
，
生
化
無
權
，
胞
胎
失
養
，
帶
脈
無
力

而
不
能
孕
育

•

“
脾
胃
之
虛
寒
，
原
因
心
腎
之
虛
寒
”

•

先
天
心
腎
陽
虛
又
引
起
後
天
脾
胃
虛
寒
終
致
陽
虛

體
質
而
不
孕

心
腎
火
衰
，
脾
胃
虛
寒

治法：

溫補脾胃而兼補心腎之陽

處方：溫土毓麟湯

•

脾
胃
受
困
，
不
行
津
液
，
停
而
為
濕
為
痰
，
與
精
津
混

雜
而
下
，
浸
潤
胞
胎
，
胞
胎
受
困
，
而
難
為
有
孕

•

肥
胖
之
濕
，
時
非
外
邪
，
乃
脾
土
之
內
病
也

•

“
濕
勝
者
多
肥
胖
，
肥
胖
者
多
氣
虛
，
氣
虛
者
多
痰
涎
”

脾
虛
痰
濕

治法：

泄水化痰為主，兼以急

補脾胃之氣

處方：加味補中益氣湯



•

“
腰
酸
腹
脹
不
孕
”

•

在
臟
腑
應
為
脾
腎
之
氣
虛
，
而
化
濕
利
水
之
功
不
行
，

痰
濕
凝
聚
，
疝
瘕
成
而
為
痰
濕
體
質

•

“
況
任
督
之
脈
既
虛
，
而
疝
瘕
之
癥
必
起
”

•

“
疝
瘕
礙
胞
胎
而
外
障
，
則
胞
胎
縮
於
疝
瘕
之
內
，

往
往
精
施
而
不
能
受
”

脈
虛
痰
凝

治法：

去其疝瘕之病，

補其任督之脈

處方：升帶湯

‐滋腎陰，清肝火

•

便
澀
腹
脹
足
浮
腫
不
孕

•

腎
中
陽
氣
不
足
，
不
能
助
膀
胱
氣
化
，
溫
化
水
飲
，

水
濕
之
氣
久
之
深
入
胞
胎
，
胞
胎
不
暖
而
不
孕

•

“
倘
膀
胱
無
腎
氣
之
通
，
則
膀
胱
之
氣
化
不
行
，

水
濕
之
氣
必
且
滲
入
胞
胎
之
中
”

•

腎
陽
不
足
，
水
飲
不
化
成
濕
而
致
痰

陽
虛
痰
濕

治法：

壯腎氣以分消胞胎之濕，

益腎火以達化膀胱之水

處方：化水種子湯

“水化則膀胱利，

火旺則胞胎暖”



•

嫉
妒
不
孕
是
由
於
肝
氣
鬱
結
所
致

•

肝
氣
郁
結
，
肝
木
不
疏

，
肝
木
克
土

，
脾
土
氣

塞
，
腰
臍
之
氣
不
利

，
進
而
任
脈
不
通
，
帶
脈
氣
塞
，

胞
門
閉
塞
，
以
致
不
孕

•

“
婦
人
有
懷
抱
素
惡
不
能
生
子
者
，
人
以
為
天
地

心
厭
之
也
，
誰
知
是
肝
氣
郁
結
乎
”

氣
鬱
體
質

治法：

解四經（肝、脾、任、帶）

之鬱，以開胞胎之門

處方：開郁種玉湯

•

無
專
篇
論
述
此
類
體
質
，
從
其
治
療
用
藥
中
得
知
血

瘀
體
質
的
廣
泛
存
在

•

不
孕
的
治
療
方
藥
中
，
使
用
了
具
有
活
血
化
瘀
作
用

的
藥
物

•

“
酒
炙
”
的
炮
制
方
法
增
加
藥
物
的
活
血
化
瘀
之
功

•

王
清
任
《
醫
林
改
錯
》
創
制
少
腹
逐
瘀
湯
調
經
種
子

血
瘀
體
質

治法：調經種子

方藥：少腹逐瘀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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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巢儲備功能減退(diminished ovarian reserve，DOR)

DOR 與精血關系密切：先天之腎精後天之脾精

DOR 是以腎虛、 精血不足為主要病機，

主要病機：腎精氣不足

與肝脾、沖任關系密切

治療以補腎填精為主，兼以疏肝、化痰、活血、調補沖任

排 卵 障 礙

輸卵管通而不暢

病因：盆腔急、慢性炎症導致輸卵管發生不同程度的粘連、積水，部分梗阻

• 輸卵管運送卵子、精子及受精卵的能力下降

• 使精子與卵子的結合受到阻礙

• 婦女經行產後攝生不慎，邪入胞宮致瘀，且婦女懷孕心切、氣機不暢

• 故輸卵管通而不暢臨床常見為氣滯血瘀證，

• 或夾有寒凝、痰濕、熱灼、氣虛等。

盆 腔 因 素

高山鳳，方慶食，楊琪，黄欲曉，朱馥麗，蔡連香補腎填精、疏肝通絡治療雙因素不孕經驗[J].中日友好酱院學報,2020,34（01）:45+47



02內服中藥01 飲食調理針灸 03

05 06穴位敷貼 中藥灌腸 宮腔注藥04

金鳳羽，阮祥燕，秦爽，許新，楊瑜，谷牧青，李妍秋，杜娟，程姣姣，尹曉丹定坤丹治療子宫闪膜薄型不孕的臨床效果[U]首都醫科大學學報，2022,43(03):364-368.

堯淑梅.定坤丹治療排卵障礙性不孕癥臨床觀察[J].光明中醫,2022,37(13):2363‐2365.



疏
肝
行
氣
，
理
血
调
經

平
補
腎
氣
，
和
调
氣
血

溫
腎
助
陽
，
调
理
氣
血
，

促
陰
陽
轉
化

滋
腎
陰
，
養
肝
血

月經 經前 經間 經後

中
醫
週
期
療
法

治法: 補腎填精，養血疏肝，健脾滋沖任。
處方: 
醋龜甲15g (先煎)，熟地黃12g，菟絲子 20 g，女貞子 12 g，
補骨脂 10 g，紫河車 12 g，當歸 10 g，山藥 15 g，
北柴胡 10 g，炒白扁豆 12 g，葛根 30 g，虎杖 15 g，
黃芪 15 g，淫羊藿 10 g，合歡皮 15 g，玫瑰花 6 g，
木香 6 g，陳皮 10 g。

張翠珍，蔡連香.蔡連香運用精血理論治療不孕癥经驗[J].中酱雜志，2016,57（21）:1815-1817.DOl:10.13288/5.11-2166/r:2016.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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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女性，33 歲。 2018年5月10日因“結婚後未避孕未孕2年”初診。

現病史：

12歲初潮，月經規律 5/28d，量中，痛經(+)，LMP: 2018 年 5 月 10 日。

患者結婚2年，夫婦同居、性生活正常、未避孕但一直未孕。 平時陰道分泌物少，納眠可，二便常。

舌質紅苔薄，脈弦。

既往體健，孕0，否認家族遺傳病史。

輔助檢查：

2018 年3月20日子宮輸卵管碘油造影示:雙側輸卵管通而不暢、盤曲、彌散局限。

多次於周期 D2 FSH: 10.6~14.6mIU/ml。 丈夫精液正常。

病案





病案分析

• 本例患者屬原發性不孕，多次於月經 D2 檢查 FSH 升高，>10mIU/ml，診斷 DOR。
• 子宮輸卵管碘油造影示:雙側輸卵管通而不暢、盤曲、彌散局限，故其不孕原因為 DOR 合並輸
卵管通而不暢雙因素所致，

• 證屬腎虛肝郁，經脈瘀阻。

• 治則:月經期予血府逐瘀膠囊祛瘀生新。

• 卵泡期以補腎填精、疏肝通絡為法，

• 內服方藥以“保卵安坤湯”加首烏、雞血藤、威靈仙補血、活血、通絡，加柴胡疏肝解郁，陳
皮理氣，並防補藥之滋膩;配合白芍養血柔肝。同時予活血化瘀、溫經通絡中藥腹部外敷，增
強局部血液供應，改善卵巢功能。

• 二診時為排卵期，加王不留行增強活血通絡之功，配以皂角刺，促進卵泡成熟、排出。

• 三診患者治療有效，繼續按子宮藏泄周期療法，排卵前中藥內服外敷促卵泡發育、改善盆腔內
環境，排卵後補腎助孕鞏固治療。

• 四診時已診為早孕，B 超提示胎芽 1cm，胎心好，鑒於患者偶有褐色分泌物及腹痛，孕前 DOR
，恐胎元不固，又兼惡心、嘔吐，予補腎和胃安胎治療。

• 2019 年 8 月 8 日電話回訪，患者已於 2019 年 4 月 10 日剖宮產一男嬰，母子平安。



壹至少3-6個月治療週期

放鬆耐性

貳 規律監測基礎體溫（BBT）

叁排除器質性疾病 肆 排除伴侶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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