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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发病率日益上升，影响女性月经及生育，现代中医对于本病的认识以肾虚为主要病

机，与肝、脾、心相关，兼夹血瘀。在治疗上根据辨证论治，随证加减。同时运用中成药、中医外治法

如针灸、埋线、中药保留灌肠等方法，充分发挥中医的治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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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cidence of early onset ovarian insufficiency is increasing, affecting women’s menstruation 
and fertility. Modern Chinese medicine recognizes kidney deficiency as the main pathogenetic 
mechanism of the disease,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liver, spleen and heart, and is accompanied by 
blood stasis. The treatment is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disease and the addition and sub-
traction of medicines according to the evidence. At the same time, proprietary Chinese medicines 
and external treatments of Chinese medicine, such as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embedded 
threads, and Chinese medicine retention enema, are us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therapeutic ad-
vantages of Chinese medicine.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2053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4.132053
https://www.hanspub.org/


唐源，程博源 
 

 

DOI: 10.12677/tcm.2024.132053 340 中医学 
 

Keywords 
Premature Ovarian Insufficiency, PO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卵巢发挥生殖和内分泌的功能，是女性重要的性腺器官，影响女性的生长发育、生殖功能。自然情

况下，卵巢的衰老是女性衰老的必经之路，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及工作压力以及环境污染的增

加，病理性的卵巢衰老——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POI)的发病率日益上升并呈年轻化趋势[1]。据流行病学

显示，中国女性 POI 的发病率为 1%，并随年龄增长发病率增加[2]。根据 2023 年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

会将 POI 定义为[3]：女性在 40 岁之前出现的卵巢功能减退，主要表现为月经异常(闭经、月经稀发)、FSH > 
25 U/L，雌激素水平波动性下降。大部分 POI 患者在初期时并没有明显的月经周期、经期或经量的改变，

导致很多女性患者并未重视，错失了生育的最佳时期。 

2. 中医病名 

传统中医没有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病名，但可根据 POI 的临床症状，将本病归于“月经过少”、

“月经后期”、“闭经”、“不孕”、“血枯”、“经断前后诸症”等病症中。《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记载：“能知七损八益，则二者可调，不知用此，则早衰之节也。年四十而阴气自半也，起居衰矣”，

最早提出“早衰”。 

3. 中医病因病机 

现代中医认为肾虚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主要病因，同时与肝、脾等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其

病机以“虚”、“瘀”为主，导致气血不调，从而引发“肾–天癸–冲任–胞宫”轴的功能紊乱。 

3.1. 肾虚为本 

POI 中西医结合最新指南中指出“肾精亏虚，天癸竭”为 POI 发病的根本原因[4]。国医大师柴松岩

[5]根据其数十载临床经验，认为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根源责之肾虚。肾虚、冲任虚衰、天癸渐竭

是本病的发病基础。黄光英[6]教授提出本病辨证应以肾虚为本，瘀血为标，可兼夹脾虚、肝郁。夏桂成

[7]教授认为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病机为肾阴亏虚、癸水衰少、心肝火旺。胡国华教授[8]指出，早发性

卵巢功能不全的主要病机为肝肾亏虚、冲任受损。现代中医通过借鉴不同动物模型探究早发性卵巢功能

不全的发病机制，其以补肾滋肾为纲，为纠正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所致的月经异常及生殖功能低下提供

了理论基础[9]。杨鉴冰教授[10]认为肾精亏虚是 POI 的基本病机，肾阴阳失调是其病机特点，治疗重在

补充肾精，调整阴阳。 

3.2. 肝脾相关 

滕秀香教授[11]强调肝、脾在女性生殖发挥重要功能，肝疏泄功能失常，脾气运化功能受损，均引发

气血不调，最终导致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发病。朱玲教授[12]认为肾精亏虚是 POI 病机基础，肝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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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是其病机特点。治疗以补肾填冲为基，疏肝养血为要，并配合心理疏导。李丽芸教授[13]指出，肾虚为

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发病的主要病因，肝郁不疏、脾失健运是导致该病发病的主要因素。魏绍斌教授[14]
认为该病病机以肾虚为本，同时兼有肝郁脾虚之证。 

3.3. 心肾不交 

国医大师夏桂成[15]认为本病主要病机为心肾不交，指出了“心–肾–子宫”轴的理论概念，并提出

该病治则以清降心火，交济心肾为主。陈文俊[16]根据临床研究提出心肾不交是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重

要病机之一。李伟莉教授[17]认为心肾不交导致冲任失调，是造成 POI 的重要发病原因。 

3.4. 瘀血阻滞 

韩延华[18]教授根据多年临床经验指出，对于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的患者而言，肾虚是本，肝郁气滞

为关键，血瘀则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尤昭玲教授[19]认为本病发病以肾虚为本，与心、肝、脾密切相关，

她强调了“瘀”是主要的病理环节，其基本治法是补肾调经、活血祛瘀。朱南孙教授[20]创制“朱氏调经

方”用于治疗肾虚血瘀型 POI 患者，取得良好疗效。 

4. 中医治疗 

4.1. 中医辨证治疗 

王小云教授[21]在临证诊疗中把五行五脏辨证同望诊相结合，根据“五脏配五行”理论，通过运用五

脏生克乘侮规律来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同时强调五行化五志，注重情志因素致病，加强心身同治。

柴嵩岩教授[22]将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分为脾肾阳虚证、肝肾阴虚证，兼肝郁、血热、血瘀、痰湿等病理

产物。脾肾阳虚证治以健脾补肾、养血填冲，温肾以平补为主，避免过于温热而伤阴津。肝肾阴虚证治

以滋补肝肾，清热养血。谢萍教授[23]创制滋肾培膜膏，据临床观察对改善 POI 患者月经、临床症状、血

清激素水平，增加子宫内膜厚度，AFC 数量，并指出对于肝肾阴虚患者，可用大量滋补肝肾之物及血肉

有情之品，以充其源，并选用膏方以缓渗滋润，以图其细水流长。说明了运用血肉有情之品滋补肝肾阴

精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善卵巢的储备功能。夏桂成教授[7]治疗本病重视月经调周，从心肾辨治，以恢复卵

巢的节律。经后期常用归芍地黄汤、滋肾生肝饮以滋阴补肾，配伍清心、养阴之药。许润三教授[24]根据

月经周期阴阳消长变化而施以不同治法，卵泡期治以滋肾填精、调养气血；经间期治以补肾壮阳，佐以

理气活血药物以促进排卵；经前期在温补肾阳的基础上，引血下行；月经期治以疏肝理气、活血调经。 

4.2. 中成药治疗 

现代医家也研发了不少中成药用以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其药物多以补肾为主。罗月华[25]通过

临床随机对照实验研究证明坤泰胶囊能够促进 POI 患者卵巢血液循环，调节激素水平，其药物功效以滋

养肾阴为主。阿茹娜[26]等也通过研究发现坤泰胶囊能上调卵巢中性激素受体的含量，使雌激素的作用环

境得到改善，从而改善 POI 患者临床症状和卵巢激素水平。魏丹[27]等通过机制研究证明桂枝茯苓胶囊

可显著改善卵巢早衰大鼠性激素水平、减少卵巢细胞凋亡。沈影[28]通过中西医结合阐明滋肾育胎丸治疗

卵巢储备功能下降的机制，滋肾育胎丸以特定因子及通路作用于卵巢，从而改善卵巢功能。庞震苗等[29]
通过临床观察发现滋肾育胎丸对 POI 患者性激素水平有改善作用，同时能够较好地改善其临床症状。吴

曦桐[30]等团队使用乌鳖口服液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患者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 

4.3. 外治法 

现代中医在治疗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患者除口服中药外，也常使用针灸、穴位埋线、中药足浴等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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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法。张金文等[31]通过实验证明针灸治疗可改善 POI 患者月经及临床症状，改善性激素水平，在临床

症状积分改善、停经复发率方面优于芬吗通治疗。董彩英[32]等采用芒针针刺法治疗 POI，其临床疗效甚

优。李丽[33]采取穴位埋线治疗在改善 POI 患者潮热汗出症状、月经经色情况、雌激素水平方面，效果

优于激素替代治疗。帅振虹[34]等对 IVF 中 POI 患者采用经皮穴位电刺激治疗，结果表明穴位电刺激可

增加优质胚胎数量、获卵数量，提高临床妊娠率。齐琳婧等[35]采用坤泰胶囊口服联合针刺法治疗早发性

卵巢功能不全，对改善患者性激素水平及窦卵泡数量疗效优秀。吕淑民[36]采用麒麟丸联合足浴治疗肾虚

型早发性卵巢功能不全发挥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大量研究表明，中医整体辨证论治加之中医外治法如针灸、埋线、中药保留灌肠等方法的综合使用，

可充分发挥中医治疗优势，有效减少西医激素替代治疗引起的并发症，提高患者的依从性，以避免卵巢

功能的进一步衰退，从根本上改善患者的卵巢功能，同时也符合中医的“治未病”思想，达到尽早干预、

防微杜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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