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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仲景温经汤为《金匮要略》中治疗崩漏、不孕、月经过多等妇人疾病经方。 张仲景认为,妇人疾病多因“虚、积

冷、结气”导致虚寒血瘀证,故集温、补、通治法于一体创立温经汤方,具有寒热共调、补中寓通、肝脾同治、气血兼顾的功效,掌
握了张仲景温经汤证的诊疗思路和组方用方思想,并习以用之,可提高临床运用经方诊治疾病的能力,其验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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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景温经汤是《金匮要略》中治疗崩漏、不孕、月经过多

等多种妇人疾病的经方。 张仲景认为妇人疾病多因“虚、积
冷、结气”等病因,最终形成虚寒血瘀证,并在此思想指导下

创立温经汤。 该方集温、补、通治法于一体,用药具有寒热

共调、补中寓通、肝脾同治、气血兼顾的特点。 张仲景仅用

短短数语,便将“温经汤医案” 的基本信息、主诉、证候、病
史、病因病机及其独特的望诊见地尽显笔下,充分而完整地

体现了其诊疗思路。 本文从温经汤的立方依据、用药特点、
诊疗思路等方面阐述张仲景的诊疗思路。
1　 出处及立方依据

　 　 温经汤是医圣张仲景创立的一首经方,为区别于后世

医家所立温经汤,现常以“金匮温经汤”或“仲景温经汤”称

之。 本方首见于《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第二十

二》:“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
少腹里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何也? 师曰:此病属

带下。 何以故? 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 何以知之?
其证唇口干燥,故知之。 当以温经汤主之。”仲景还指出,本
方“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

多,及至期不来”,说明本方能治疗多种妇科疾病,体现了其

“异病同治”的思想。 更有学者认为金匮温经汤开辟了后世

妇科临床应用温补法治疗多种疾病之先河[1] 。
关于张仲景是在何种思想指导下确立集温、补、通于一

体的治法并创立本方的? 《金匮要略·妇人杂病脉证并治

第二十二》记载:“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

绝。 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久则羸

瘦,脉虚多寒。” 张仲景总结妇人疾病的三大病因为虚、积
冷、结气。 其虚是指妇人多血亏、气少、脉虚,积冷是指妇人

常久积内寒,结气系妇人肝气易于郁结[2] 。 从温经汤的临

床证候及用药组成来看,本方适用于虚寒血瘀证。 妇人禀

赋多气血亏虚,或经孕产乳等生理过程致耗气伤血,易感寒

或内生久寒,且因半产、感寒、情志郁结等因素致血行不畅、
瘀血内生,故虚、寒、瘀是妇人疾病的重要病因及证候特点。
张仲景由此针对性地创立了具补虚、温寒、祛瘀功效的温经

汤,宗《素问·调经论》大旨:“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而

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
2　 用药特点

　 　 温经汤由吴茱萸三两,当归、川芎、白芍、人参、桂枝、阿
胶、生姜、牡丹皮、甘草各二两,半夏半升,麦冬一升,共十二

味药组成。 从组成来看,有学者总结出本方包含了桂枝汤、
吴茱萸汤、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麦门冬汤、炙甘草汤

等诸方[3] ,这也是本方疗效全面、主治范围广泛、临床应用

丰富的重要依据。 根据方中药物的不同作用,可将其分为

以下几方面:1) 温经通脉。 吴茱萸、桂枝合用擅长温经散

寒,因而能通脉止痛,且瘀血喜温不喜寒,温通有助于祛瘀。
2)活血祛瘀。 当归、川芎、白芍、牡丹皮均入肝经、血分,能
养血活血祛瘀,牡丹皮兼有退瘀血之热功效。 3)调补气血。
人参、甘草补中益气,且资脾胃气血生化,甘草兼有调和药

性之用;阿胶、麦门冬滋阴养血,一则扶已伤之阴血,二则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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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吴茱萸、桂枝温燥之性。 4)散结通瘀。 半夏、生姜温胃通

降散结,有助于祛瘀通经。
温经汤顾名思义,突出“温”法,但从药物配伍来看,方

名用此乃温养、温通之意,非温热、温燥可取。 正如叶天士

所言:“此温字乃温养之意,非温热竞进之谓”。 另外,笔者

认为此“温”字还有温和之意,本方寒热共调,补中寓通,肝
脾同治,气血兼顾,因此陈修园在《女科要旨》中提出:“金匮

温经汤一方,无论阴阳、虚实、闭塞、崩漏、老少,善用之无不

应手取效。”正因为温经汤用药平和兼顾,所以本方广泛用

于治疗崩漏、痛经、月经愆期、不孕症、产后虚寒、围绝经期

综合征、月经期哮喘、女性厥阴寒闭型不寐等多种疾病[4] 。
虽然后世医家对于原文中“下利”有不同认识,但从仲景合

方用药和目前临床应用来看,无论是前阴下血还是后阴下

利,本方均能有效治之。 因此笔者认为,临床可灵活应用该

方缓解解温经汤证(虚寒血瘀证)患者之苦。
3　 诊疗思路

　 　 仲景经方中用药超过十味者并不多见,而温经汤用药

达十二味,兼具温、补、通等治法,那么张仲景是怎样判断温

经汤证并施之以效方的呢? 本条原文是以问答的形式呈现

的,我们可将此看作是张仲景遇到的 1 则典型病案。 他以问

答的形式书写了此则医案,近乎完整地体现了其临床诊疗

思路。
首先,通过 询 问 基 本 信 息, 他 得 知 患 者 的 年 龄 是

五十岁,正处围绝经期,而女性青春期、育龄期以及围绝经

期的生理、病理特点是有明显差异的,因此妇科疾病问诊首

先要明确患者所处的生理阶段,这将有助于疾病的后续诊

治。 后文提到患者有“暮即发热、手掌烦热”等表现,符合围

绝经期女性临床表现。 尽管不少学者认为患者发热乃瘀血

发热,但围绝经期的女性也常因气血不足而发热。 同时患

者的主诉是“下利数十日”,下利时间较长,气血必有亏耗,
这也是为什么温经汤中除了用牡丹皮清透瘀热,还用到了

人参、阿胶、麦冬调补气血,故张仲景认为温经汤证病机之

一是因“虚”致病。
张仲景指出患者有下利数十日,暮即发热,少腹里急,

腹满,手掌烦热,唇口干燥等临床表现,在后文中其也指出

这是判断瘀血在少腹的依据。 腹满、唇口干燥等瘀血的外

在表现与《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第

十六》中“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
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可以相互佐证。 后世医家

受此启发,不仅通过望口唇来判断是否内有瘀血,还将温经

汤用于治疗皮炎、唇炎、痤疮等皮肤病[5] 。
在了解了患者的临床表现后,便是对其所患疾病作出

诊断,言“此病属带下”。 我们将温经汤证条文看作是仲景

书写的医案,通常完整的医案除了记录临床四诊搜集到的

信息和给出的诊断、处方外,医家还会就此病的病因病机作

出一番精妙准确的分析,张仲景在这则医案中也很好地体

现了这一点。 “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此句便是对本

病的病因病机分析。 “曾经半产”,说明不能忽视对患者病

史的询问。 因为在某些病证错杂难辨的情况下,病史可能

是辨证的主要根据。 张仲景经过缜密全面地分析、思考后,
将半产与少腹内有瘀血的病机和患者临床表现联系起来,
最终判断患者属虚寒血瘀证,施之以温经散寒、养血祛瘀的

温经汤。 从临床表现及病史来看,张仲景认为温经汤证主

要病机之一是“血瘀”致病。
温经汤方中散寒止痛的吴茱萸用量最大,且合用桂枝

二两,表明张仲景判断温经汤证患者有“寒凝胞脉”的病机。
这一病机在原文中似乎体现并不明显,其实不然。 《难经》
中载:“血得温则行,遇寒则凝。”患者少腹内有瘀血虽与曾

经半产有直接关系,但半产后极易受寒,若非内有寒邪凝

滞,难以成瘀。 且患者已下利(下血)日久,正气亏耗,也易

感寒生寒,基于“审证求因”的思维方法,张仲景认为温经汤

证致病因素中必定有“寒”。 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辨证论

治的过程必定要经过仔细缜密地思考和分析,不可仅满足

于表象,而应“司外揣内”“审证求因”,深入思考证候与病因

病机之间的因果关系,力求准确把握病情,全面诊断病证,
即所谓“治病求本”。
4　 小　 　 结

　 　 从张仲景“温经汤医案” 一则不难发现,仲景“辨证论

治”的思想被体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短短数语,却将患者基

本信息、主诉、证候、病史、病因病机及其独特的望诊见地诉

诸笔下,让我们清楚地了解到他的诊疗思路。 因为证候特

点的复杂性,所以仲景采取了合方用药的办法,并明确指出

本方亦用于其他多种妇科疾病的治疗,这种合方组方思路

和“异病同治” 的思想值得我们学习。 因此王绵之教授认

为,弄懂温经汤证的复杂性和方药配伍的多重性,对于治疗

月经病大有好处,因其寒热虚实均有[6] 。 笔者认为,掌握了

张仲景温经汤证的诊疗思路和组方用方思想,并习以用之,
可提高临床运用经方诊治疾病的能力,其验如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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