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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枢轴运动”探析“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

徐芸  王苏丽  李世梅

【摘要】  月经轴理论溯源于《内经》，成熟于现代。前辈罗元凯、杨家林教授系统提出“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

是产生月经的主轴，已得到业界充分的学术认证。“枢轴运动”是清代名医黄元御的核心学术思想，强调中土斡旋气机

升降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要影响。该文基于黄元御“枢轴运动”理论及其对月经理法方药的阐述，探索性提出“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是育龄期女子月经产生和调节的关键轴心，并以现代医家从脾、脾肝论治月经病经验，为月经病

的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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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在 《内经》被称为“月事”，首见于 《素

问 · 上古天真论》：“女子七岁，肾气盛……二七

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

能有子……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

地道不通”［1］。历代妇科医籍对月经的产生和调

节，皆从脏腑、气血、经络等方面笼统论述，总

结为“月经的产生是脏腑、气血、经络作用于胞宫

的正常生理现象”，但没有讲明关键的作用环节［2］。

20 世纪 80 年代初，老中医罗元凯教授系统地提出

“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是产生月经的主轴，杨

家林教授进一步明确“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是

月经产生的主轴，脏腑、经络、气血的活动是月

经产生的基础［3-5］。此理论受到现代中医妇产科医

家的尊崇，数十年来已得到理论、临床及科研的

学术认证［6-7］。月经的产生有赖于肾气盛，天癸至，

冲任通盛，胞宫藏泻有常。

目前有关女子月经生殖轴理论还有国医大师

夏桂成教授提出的“心（脑）- 肾 - 子宫生殖轴”

理论，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了“肝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轴”［8-9］。本文基于清代名医黄元御“枢轴运动”

理论及其对月经理法方药的认识，提出“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是育龄期女子月经产生和调节

的关键轴心，并以现代医家从脾论治月经病发微，

以期供教学、临床、科研参考。

西医中月经病包括功能失调性子宫出血、闭

经、痛经、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等。下丘脑 -
垂体 - 卵巢轴（HPO）是一个协调神经内分泌的系

统，其主要生理功能是控制性腺发育和激素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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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正常的月经和性功能。HPO 相互依存、相互

制约，还受大脑皮质、外界环境和精神因素的影

响，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障碍，都会引起卵巢

紊乱，导致月经失调。生育年龄功血以止血、调

整月经周期、促进排卵为主，绝经过渡期功血以

止血、调整月经周期、减少月经量，防止子宫内

膜病变为原则。月经病的药物治疗以激素类药物

为主，辅以刮宫术、一般止血药、矫正贫血、抗

感染等治疗。

一、黄元御“枢轴运动”学术思想

黄 元 御（1705—1758 年 ） 名 玉 璐， 字 元 御，

为乾隆皇帝御医，乾隆亲题“妙悟岐黄”“仁道药

济”赞誉。黄元御著述颇多，医学专著有《素问悬

解》《灵枢悬解》《难经悬解》等十一部，理必内经，

法必仲景，药必本经。《四圣心源》是黄元御诸医

书之会极，集中体现了黄元御的学术精华［10］。黄元

御在书中原创提出“枢轴运动”理论，强调中土斡

旋气机升降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是中医圆运

动之源流，愈来愈被当今医门研读和崇尚［11-12］。

黄元御在《四圣心源 · 天人解》中曰：“阴阳未

判，一气混茫……升则为阳，降则为阴……清浊

之间，是谓中气，中气者，阴阳升降之枢轴，所

谓土也”［10］。人与天地日月相应，左主阳升右主阴

降，阴阳升降之枢在天地谓中气，在人体谓中土，

即脾胃。黄元御指出“枢轴运动，清气左旋……方

其半升，未成火也，名之曰木。木之气温，升而

不已，积温成热，而化火矣。方其半降，未成水

也，名之曰金。金之气凉，降而不已，积凉成寒，

而化水矣”［10］。“水、火、金、木为名四象”。四

象即阴阳之升降，阴阳即中气之浮沉。人体阴阳、

脏腑、五行的产生均有赖于中气的升降运动，后

世将“枢轴运动”归纳为“土枢四象，一气周流”［12］。

对于人体之病理，黄元御指出“中气衰则升

降窒，肾水下寒而精病，心火上炎而神病，肝木

左郁而血病，肺金右滞而气病……四维之病，悉

因于中气”［10］。脾胃中气升降失常，则导致肾水、

心火、肝木、肺金四象异常进而出现精、神、血、

气疾病。然肾、心、肝、肺四维疾病，究其根本

原因在于中土斡旋不利，中气升降乖戾所致。黄

元御曰“一切内外感伤杂病，尽缘土湿”，湿分

外湿和内湿，外湿侵袭可致中气不运，清阳下陷；

脾阳不足，升运失常，则土湿内生，又影响脾气

升清，终致阴阳失调，衰老病已。由此也体现了

黄元御贵阳贱阴的又一学术思想。黄元御指出“土

湿、水寒、木郁”是百病机制。治疗上，以培土

温阳达木为治则，自拟方颇多，在温阳培土基础

上，兼顾气机升降运动中出现的症结用药，总体

药性偏温，归经以肝脾肾为主。

二、“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是月经产生和调

节的关键轴心

2.1“枢轴运动”理论支持

2.1.1 “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与月经生理

2.1.1.1 脾为经水之源

黄元御“枢轴运动”理论认为脾土左旋生血，

胃土右转化气，全身血液源于脾土，经血为全身

血液的一部分亦源于脾土。“脾为生血之本”“经

水之原，化于己土”［10］。肾为先天之本，主宰人体

的生长发育生殖与衰老，而脾为后天之本，是气

血生化之源，先后相资、脾肾互赞方可使人体机

能正常。女子月经从初潮到绝经，一生行经 30~40
年，与脾土化源有着密切关系。

女子一生按有无生殖功能可分为幼童期、生

育期、老年期。女子在幼童期 / 老年期虽然“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轴”未成熟 / 已衰竭，或为“石女”

一生无月经，或因病切除卵巢子宫，但女子仍然

可以健康生存。这说明后天之本脾在人体生、长、

壮、老等过程，在天癸未行、已行、已绝期间都

发挥着先天之本肾所不及之重要作用。

2.1.1.2 肝为经水之司

黄元御指出“血藏于肝而化于脾”“凡脏腑经

络之血，皆肝血之所流注也”“经脉者，风木之所

化也”［10］。

肝受肾精所化之血和脾运水谷精微所化之血

而藏之，若肾精不足，脾失健运，则化源匮乏，

肝藏受限。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若肝气不

舒，经脉涩滞，则气血不和。故月经的畅行，经

量的多寡，与肝经疏泄条达与否密切相关。

育龄期女子由于生活、工作等压力，加之经

孕、产、乳数伤于血，易滞肝气伤肝血，而发月

经期量、色、质异常或伴发月经前后诸证。故前

人有“女子以肝为先天”，今人有“肝为生殖之枢”

以及“女人养巢不如养肝、疏肝”之说［13-16］。故肝

为经水之司，调节月经期量有规，经调然后子嗣。

2.1.1.3 冲任为经水之道

冲任二脉属奇经八脉，“任脉行于身前，起于

中极之下……诸阴之领也……冲脉起于气冲，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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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少阴……诸经之海也”［10］。冲脉含蓄调节十二经

气血， 为“十二经之海”，任脉为阴脉之海，任主

胞胎。黄元御指出：“血藏于肝而总统于冲任，阴

中阳盛，生意沛然，一承雨露，煦濡长养，是以

成孕而怀子”，而“冲脉隶于阳明”，脾、肝、肾经

均与冲任二脉相通，肝所藏之血须经冲任下达胞

宫，化为经水［10］。故冲任为经水之道，任脉通，冲

脉盛，经如潮汐，应时而至。

2.1.1.4 胞宫为经水之宅

胞宫在《四圣心源》称谓“血室”“盈缩按时，

月满而来，月亏而止者，事之常也”［10］。胞宫属奇

恒之腑，亦藏亦泄，藏泻蓄溢有常，经水以时下，

如若“胎成经断，血室盈满，不复流溢”［10］。故胞

宫是经水之宅、胎育之殿。

综上，基于黄元御的“枢轴运动”理论，脾为

经水之源，肝为经水之司，冲任为经水之道，胞

宫为经水之宅。脾气健运，肝气条达，则冲任通

盛，胞宫藏泻有序，月经按期来潮。

月经初潮依赖于肾气盛，绝经责之于肾气衰。

初潮后月经正常的期、量、色、质，脾土的化源

健运和肝气的疏泄条达则起着重要作用。因此，

“肾 - 天癸 - 冲任 - 子宫轴”主宰青春期和绝经期

女子月经；而“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在育

龄期女子月经的产生和调节中起着关键作用。

2.1.2 土湿木郁是月经病病机

黄元御在《四圣心源 · 妇人解》中共述闭结、

崩漏、先期、后期、结瘀紫黑、经行腹痛、热入

血室 7 种月经病。他指出闭结缘于“肝木之郁”；

崩漏因于“肝木之陷”；先期者“木气泄之”；后期

者“木气之遏郁”；经水结瘀紫黑“土湿水寒，木

气郁塞”；经行腹痛“肝木郁塞而刑脾也”；热入

血室“盖经下之时， 血室新虚…… 而入血室， 势所

自然”。黄元御虽强调了肝木功能失常在月经期量

色质及经行伴发腹痛、发热中的病理机制，然月

经异常为脾阳不升，土湿停聚，则肝木郁陷，冲

任失常，盈缩无序，则导致月经周期、经期、经

量、经色、经质及月经前后、绝经前后诸证，临

床上月经病以黄元御所论月经七疾为多见。

2.1.3 运脾达肝是月经病治则

针对月经病病机，黄元御强调“调经养血之

法，首以崇阳为主”，用药重土崇阳，条达肝木，

归经以肝脾为主［10］。

《四圣心源 · 妇人解》中月经病共载 7 方，方

简药少，配伍精当，7 方共用 13 味药，用药频率

依次为甘草 7 次，茯苓 6 次，桂枝 6 次，丹皮 6 次，

芍药 5 次，干姜 4 次，首乌 4 次，地黄 2 次，桃仁、

牡蛎、当归、柴胡、黄芩各 1 次。每方必用甘草，

6 方中均用到茯苓和桂枝、丹皮，5 方用芍药，4
方用干姜、首乌。足见黄元御重在培土疏木之用

药特点。

2.2  现代医家以脾、脾肝论治月经病经验

当今，是中西医结合时代，中医的月经病，

在临证时多接受相关化验检查，并冠以西医病名，

如 PCOS、功能性子宫出血、闭经、卵巢早衰等。

现代医家以脾、脾肝论治月经病，从临床科研方

面论证了脾、脾肝在月经生理病理中的重要作用。

国医大师路志正教授认为脾胃居中为气机升

降之枢纽， 交通上、下而联系四脏［17］。女性生理功

能依赖脾胃而成，脾胃健旺，任脉通，太冲脉盛，

血海满溢，月经如期。路教授论治脾胃失调引起

的妇科病或“持中央，运四旁”重调脾胃；或“怡

情志，调升降”肝脾同治；或兼顾肾脾；或饮食生

活调养［18］。

著名老中医高忠英治疗月经病时不仅强调调

理冲任与肝肾先天之精的关系， 且兼顾阳明不忘后

天之本的不断补充［19］。擅用干姜入足太阴脾经以温

中散寒，助脾阳左旋上升；用半夏入足阳明胃经

以和胃降逆，冲脉隶于阳明，降阳明即间接降冲

任。脾升胃降，斡旋以常，气血下行，冲任通盛，

胞宫藏泻有度，月经调和。

新中国“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龙友治疗月

经病首重肝脾，用扶土抑木、疏肝理气，兼以清

热养阴治疗因肝木横逆脾土，气血生化无源之月

经推后不行或伴经期头痛、失眠等月经病，体现

了脾胃健运则肝气自平［20］。

张舒清等［21］从脾胃论治痛经，认为饮食不节、

起居不慎、情志失调、禀赋不足致脾胃功能失常，

气机升降不利，冲任失调，邪犯胞宫，引发痛经。

调养脾胃为治疗痛经的根本，脾胃气机升降有序，

气血生化充盈冲任、胞宫，达到标本兼治。

PCOS 好发于育龄期妇女，临床表现为月经

异常、闭经、多毛、痤疮、肥胖等。医家基于黄

元御学术思想，将 PCOS 病机归纳为水寒土湿木

郁，独创抑囊助孕汤为基础方补肾健脾，祛瘀化

痰，对 PCOS 患者在调整月经病周期和生殖功能，

改善内分泌代谢，预防远期并发症方面都有明显

疗效［22］。现今从脾论治 PCOS 的立论与经验屡见报

道［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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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无论从中医的月经病还是西医以月经

失调为主要表现的妇科病，现代医家从脾、脾肝

论治者亦多，直接或间接体现和发扬了黄元御“枢

轴运动”学术思想。或通过健运脾胃以安四脏，

或通过调四脏以运中土，从而达到五脏安和，冲

任通畅，胞宫藏泻蓄溢有时，月经期、量正常，

规律潮止。

三、结 语

本文基于黄元御“枢轴运动”理论及其对月

经生理病理的阐述，结合现代医家发微，在公认

“肾 - 天癸 - 冲任 - 胞宫”学说的基础上，探索性

地提出“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是育龄期女性月经

期量色质及月经伴发症的调节轴心。

月经的按期初潮，全赖于肾气的充盛；经潮

后月经周期、经量的建立，则依靠后天脾胃的健

运与否；月经是否畅行，经期是否兼证合病，主

责 于 肝 气 的 疏 泄 条 达， 故 云“ 肝 肾 同 为 女 子 先

天”［26］。“脾 - 肝 - 冲任 - 胞宫月经轴”功能失常则

多见育龄期月经不调、痛经、闭经、崩漏以及冠

以西医病名的功能性子宫出血、PCOS 等。育龄期

月经病以运脾疏肝为主，兼以调补肾气，使胞宫

盈亏蓄溢有度，一气周流，月事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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