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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治疗盆腔炎，中医强调辨证施治，通常遵循以下原

则：清热利湿：针对湿热型盆腔炎，选用清热燥湿、利

水通淋的药物，如黄连、黄芩、车前子等，以清除湿热

邪气。温经散寒：对于寒湿型盆腔炎，应用温经散寒、

化湿止痛的药物，如附子、干姜、苍术等，以温化寒湿。

活血化瘀：瘀血型盆腔炎则需活血化瘀，如桃仁、

红花、丹参等，以改善血液循环，消散瘀血。补益脾肾：

对于脾肾虚弱的患者，使用补益脾肾的药物，如党参、

黄芪、山药、熟地等，以增强体质，改善盆腔环境。

一、中医对盆腔炎的认识

在中医理论中，盆腔炎被视为妇科疾病的一种，被

称为“带下病”或“癥瘕积聚”。中医认为，盆腔炎的发

生与人体的正气亏损、邪气入侵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

女性胞宫内气血调和，邪气难以侵犯。当机体抵抗力下

降，或因过度劳累、情志不畅、饮食不节等因素导致脏

腑功能失常，湿热、寒湿、瘀血等邪气便可能乘虚而入，

滞留于胞宫，导致盆腔炎症的发生。

二、常用中药及方剂

（一）清热解毒类中药

清热解毒类中药在治疗盆腔炎时，主要作用是清除

体内热邪，消炎解毒。例如，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和

鱼腥草等，均具有清热解毒之效。金银花性甘、寒，能

清热解毒，疏散风热，常与黄连、黄芩等配伍，以增强

清热解毒的作用。连翘则善清心火，散结消肿，适用于

治疗盆腔炎导致的局部红肿疼痛。鱼腥草有清热解毒，

利尿排脓的功效，可改善盆腔炎症引起的不适。

（二）活血化瘀类中药

活血化瘀类中药如当归、桃仁、红花、益母草等，

能有效改善盆腔内血液流动，减轻炎症引起的血瘀。当

归活血补血，调经止痛，常用于治疗妇科疾病。红花能

活血通经，散瘀定痛，对于盆腔炎引起的血瘀症状有显

著的改善效果。益母草则能活血化瘀，调经消肿，常与

桃仁、五灵脂等合用，以增强活血化瘀的效果。

（三）利湿化浊类中药

茯苓、薏苡仁和车前子是利湿化浊的常用中药。茯

苓能健脾渗湿，安神，有助于改善盆腔炎引起的湿热症

状。薏苡仁则有健脾利湿，清热排脓的功能，对于湿热

下注的盆腔炎有较好的调理作用。车前子则以清热利尿，

渗湿，常与茯苓、猪苓等配伍，以加强利湿化浊的效果。

（四）经典方剂介绍及应用

四妙丸：由苍术、黄柏、薏苡仁、牛膝组成，有清

热利湿，消炎止痛的效果，适用于湿热型盆腔炎。少腹

逐瘀汤：由当归、川芎、赤芍、桃仁、红花等组成，具

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的作用，对气滞血瘀型盆腔炎有

良好疗效。五味消毒饮：以金银花、紫花地丁、蒲公

英、野菊花、天葵子等清热解毒药为主，对于急性盆腔

炎有显著的治疗作用。完带汤：由白术、苍术、陈皮、

荆芥、防风等药组成，适用于脾虚湿困，带下过多的盆

腔炎患者。

三、中医外治法

（一）针灸治疗盆腔炎

针灸作为一种古老的中医治疗手段，对盆腔炎的治

疗有其独特优势。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调节人体

的气血运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达到消炎、止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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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化瘀的效果。常见的穴位如中极、关元、归来、足三

里等，这些穴位对于改善盆腔内环境，缓解盆腔疼痛，

促进炎症吸收有着积极的作用。治疗过程中，可采用平

补平泻或泻法，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灵活运用。

（二）拔罐与刮痧疗法

拔罐和刮痧是中医外治法中常用的两种手法，能有

效改善局部的气血循环，促进炎症的吸收。在盆腔炎的

治疗中，通常选择背部膀胱经、督脉等相关穴位进行拔

罐，以帮助驱寒化湿，改善盆腔内气血不畅的状况。刮

痧则通过在特定部位的皮肤上刮拭，以舒筋活络，促进

气血畅通，减轻疼痛。这些疗法需由专业中医师操作，

以避免不当操作导致的不良反应。

（三）中药熏洗与坐浴

中药熏洗和坐浴是中医治疗盆腔炎的辅助疗法，通

过将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功效的中药煎煮后，让患

者坐浴或用热气熏洗患处。常用药物如金银花、蒲公英、

红花、艾叶等。这种方法能直接作用于病变部位，改善

局部微循环，缓解疼痛，同时具有一定的抗菌消炎效果。

患者在家中也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但需注意水温和时

间，避免烫伤。

（四）其他外治法概述

除了上述方法，中医外治法还包括敷贴、热敷、推

拿按摩等。敷贴法是将具有药效的膏药或药饼贴敷在特

定穴位，如神阙、气海等，以达到治疗目的。热敷则通

过温热刺激促进血液循环，减轻盆腔疼痛。推拿按摩则

通过手法对盆腔区域进行操作，促进气血畅通，缓解肌

肉紧张，减轻疼痛。这些方法在临床实践中常常结合使

用，以增强疗效，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然而，每种方

法的运用都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由专业中医师进

行个性化选择和指导。

四、辨证施治策略

（一）湿热蕴结型盆腔炎治疗

湿热蕴结型盆腔炎通常是由于湿热之邪侵及下焦，

导致气血不畅，常见症状包括下腹部疼痛、带下量多色

黄、口苦咽干等。治疗此类盆腔炎，中医常选用清热利

湿、解毒化浊的药物。常用的方剂有龙胆泻肝汤、八正

散等，常配伍黄柏、黄芩、薏苡仁、车前子等清热利湿

的药物，以清热而不伤阴，利湿而不助湿，达到消炎、

止痛的效果。

（二）气滞血瘀型盆腔炎治疗

气滞血瘀型盆腔炎患者多表现为小腹胀痛、经期紊

乱、情绪抑郁等。中医治疗此类盆腔炎，常以疏肝理气、

活血化瘀为原则。四逆散、柴胡疏肝散等经典方剂常被

用于治疗，配合香附、川楝子、延胡索等行气活血药物，

以调畅气机，通络止痛，改善患者症状。

（三）寒湿凝滞型盆腔炎治疗

寒湿凝滞型盆腔炎表现为小腹冷痛、得温痛减、遇

冷加重等。治疗上宜用温经散寒、温阳化湿的药物，如附

子理中丸、桂枝茯苓丸等方剂，常用药物包括干姜、桂

枝、苍术等，旨在温中散寒，化湿止痛，促进气血通畅。

（四）脾肾阳虚型盆腔炎治疗

脾肾阳虚型盆腔炎患者常感小腹冷痛，伴见腰部酸

软、带下清稀等。治疗时需温补脾肾、固涩止带，四神

丸、济生肾气丸等方剂可作为治疗选择，常用药物有炮

附子、干姜、山药、茯苓等，旨在温阳健脾，固肾涩精，

改善患者体质。调理饮食，避免生冷，以助于改善脾肾

功能，提高身体抵抗力。

五、综合治疗与护理

（一）中西医结合治疗

中西医结合治疗盆腔炎的理念是充分利用各自的优

势，以达到最佳疗效。西医治疗通常采用抗生素治疗，

以消除感染病原体，控制炎症。而中医则注重调整机体

的整体平衡，改善盆腔内环境。在临床上，可以先用抗

生素控制急性感染，同时配合中药调理体质，以减少抗

生素的副作用和防止病原体的耐药性发展。中药可以改

善患者体质，促进盆腔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炎症反应。

例如，可以使用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

如黄连、金银花、丹参、桃仁等，配合西药治疗，可以

提高疗效，缩短病程。

（二）生活方式调整与预防

生活方式的调整是盆腔炎康复和预防的重要部分。

患者应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避免性生活不洁，定期进

行妇科检查。饮食上应选择清淡、富含营养的食物，避

免辛辣、油腻，以防止湿热内生。适当运动，如瑜伽、

太极等，可以帮助增强体质，促进盆腔血液循环。保持

规律的作息，避免熬夜，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在月经期

间，尤其要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盆浴和游泳，防止病菌

上行感染。性生活后应及时排尿，减少细菌在尿道停留

的时间。

（三）心理疏导与护理

盆腔炎的长期困扰可能导致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

心理问题，因此心理疏导和护理同样重要。患者应学会

放松，保持乐观的心态，积极面对疾病。可以通过冥想、

呼吸练习、心理咨询等方式减轻心理压力。家庭和社会

的支持也至关重要，家人应理解患者的情绪变化，给予

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医疗机构可以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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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疾病认知，增强治疗信心。通过心

理疏导，患者可以更好地配合治疗，提高生活质量，加

速康复。

六、临床实践案例分享

（一）成功案例剖析

在我院的中医妇科门诊，王医生接诊了一位 45 岁的

患者，张女士，她曾长期遭受盆腔炎的困扰，包括下腹

疼痛、月经不调和白带异常等症状。在经过多次西医治

疗无明显改善后，张女士开始寻求中医治疗。医生诊断

其为湿热下注型盆腔炎，给予清热利湿、活血化瘀的中

药方剂，如当归、川芎、红花、桃仁、苍术、薏苡仁等，

并配合腹部艾灸治疗。经过 3 个月的中医治疗，张女士

的盆腔炎症状明显改善，下腹疼痛减轻，月经周期趋于

正常，白带质量也有所好转。

（二）治疗效果评估

在张女士的治疗过程中，医生定期进行中医四诊

（望、闻、问、切），结合现代医学的辅助检查，如 B 超

和血液检查，来评估疗效。经过两个月的中药调理，张

女士的盆腔积液明显减少，下腹疼痛评分下降了 70%，

且月经周期稳定，白带质量接近正常。艾灸治疗也帮助

改善了局部血液循环，减轻了盆腔的炎症反应。治疗的

显著改善验证了中医药在盆腔炎治疗中的有效性。

（三）注意事项与反思

尽管中医药在治疗张女士的盆腔炎上取得了积极效

果，但医生也强调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

需要个体化、辨证施治。治疗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患者对

中药的耐受性，适时调整方剂。中医治疗往往需要一定

时间才能显现效果，患者需保持足够的耐心。配合健康

的生活习惯，如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

以及保持良好的心态，对于疾病的康复至关重要。在张

女士的案例中，中医治疗与生活方式的调整相结合，展

示了中医药全面调理身心的特色，为其他患者提供了治

疗盆腔炎的新思路。

七、中医药在治疗女性盆腔炎中的应用优化措施

（一）现代科技在中医药治疗中的应用

现代科技，如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和代谢组学，

正在与中医药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这些

“组学”技术，科研人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药对疾病

治疗的分子机制，优化药方，提升疗效。现代医学成像

技术也使中医外治法如针灸、拔罐等的效果评估更为准

确。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结合也为个性化诊疗提供了可

能，通过收集和分析患者的健康数据，有助于为盆腔炎

患者定制更精确的中医药治疗方案。

（二）提高患者认知与接受度

提高患者对中医药治疗盆腔炎的认知与接受度是另

一个重要方向。这需要通过健康教育和科普宣传，让患

者了解中医药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中医药的治疗理

念、方法和疗效需要更广泛的传播和推广，包括患者教

育、医患沟通和患者支持团体的建设。通过开展临床试

验和案例分享，展示中医药治疗盆腔炎的临床效果，有

助于进一步提升患者及公众对中医药的信任。

（三）推广中医药治疗盆腔炎的策略

推广中医药治疗盆腔炎，需要多管齐下的策略。这

包括加强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提升服务质量；加强

与西医的协作，实现中西医结合治疗；利用社交媒体和

数字化平台，向全球传播中医药知识；与国际组织和机

构合作，推动中医药国际标准化进程，使之更易为国际

社会所接受。政策支持也不可或缺，通过医保政策的调

整，鼓励患者尝试中医药治疗，鼓励科研机构进行更多

的中医药临床研究，以确证其疗效和安全性，为中医药

治疗盆腔炎的广泛应用奠定科学依据。

结束语

中医药在治疗盆腔炎方面的研究正朝着更深入、更

精准的方向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研究者们

正在探索如何利用中医理论，结合现代医学研究手段，

以期找到更有效的治疗方法。这包括对中药活性成分的

深入分析，以确定最佳的药方组合和用药时机，以及针

对不同类型的盆腔炎进行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开发。中医药

在治疗盆腔炎中的作用机制，如免疫调节、抗炎、抗菌和

抗纤维化等方面的生物学效应，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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