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Clinical Medicine 临床医学进展, 2024, 14(6), 611-61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m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4.1461817    

文章引用: 陈晨, 陈佐龙. 浅谈治未病用于治疗男性不育[J]. 临床医学进展, 2024, 14(6): 611-615.  
DOI: 10.12677/acm.2024.1461817 

 
 

浅谈治未病用于治疗男性不育 

陈  晨1，陈佐龙2* 
1黑龙江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黑龙江 哈尔滨 
2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男科，黑龙江 哈尔滨 
 
收稿日期：2024年5月21日；录用日期：2024年6月15日；发布日期：2024年6月24日 

 
 

 
摘  要 

随着生活习惯及环境的改变，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我国成年男性精液质量正以每年1%的速

度下降，且发病年龄也趋向年轻化。因此治疗时注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同时整体考虑，身心同治，

综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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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living habits and environment, the incidence rate of male Infertility increase 
year by year; the quality of adult male semen in China is declining at a rate of 1% per year, and the 
age of onset also tends to be younger. So during treatment, emphasis is placed on prevention, 
combining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nd overall consideration, physical and mental treatment,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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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约 15%夫妇存在生育问题，随着生育率下降，不孕不育日益成为社会关

注点，不孕不育中 50%为男性因素。据统计，我国正常生育年龄的夫妇不孕不育者达到 10%~20%，不孕

不育总人数超过 4000 万，占总人口的 12.5% [1]。男性不育症(Male Infertility, MI)是指排除女方因素后，

育龄夫妇未避孕 1 年以上未受孕。临床上把男性不育分为性功能障碍和性功能正常两类，后者依据精液

分析结果可进一步分为无精子症、少精子症、弱精子症、精子无力症和精子数正常性不育。MI 的病因分

为睾丸前、睾丸和睾丸后因素，染色体异常、免疫因素、内分泌因素、泌尿生殖道异常、高温、辐射以

及精神心理异常等均可影响男性性功能、精子质量和性腺功能，最终导致男性不育[2]。目前临床上以内

分泌、抗氧化、免疫等治疗为主，但临床症状繁多，治疗效果有限。中医药治疗 MI 具有独特优势，已

将其列为中医药优势病种之一[3]。 
“上工治未病”是中医学的一贯思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明确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所谓治未病，不仅包括了未病先防，也包括了非显性疾病的治疗，注重于“病”的

临床前期、先兆症状。从整体观来讲，生殖能力也是人体功能中一部分，当健康状态不佳时，应当及时

调整，强身健体，提高生活质量，预防疾病的发生[4]。当身体出现亚健康状态时，即使当前症状还不明

显，也要及时调理，通过调整生活习惯和饮食结构阻止亚健康状态进一步发展为疾病[5]。当下受各种因

素的影响，男性不育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治未病思想特别适合男性不育及优生优育。 

2. 未病先防 

《灵枢·逆顺》中记载“上工，剌其未生者也；其次，剌其已衰者也……故日：上工治未病，不治

已病，此之谓也”即“防患于未然”。即在未病之前对机体做一些有益的调整，使其养生防病延年。 

2.1. 法于自然之道 

顾名思义，顺应自然规律的发展变化，起居能顺应四时的变化：春三月，应晚睡早起，在庭院里散

步，舒缓身体，以使神志随生发之气舒畅；夏三月，应晚睡早起，不要厌恶白天太长，应使腠理宣统，

使阳气疏泄于外；秋三月，应早睡早起，保持意志安定，使精神内守，不急不躁；冬三月，应早睡晚起，

等到太阳出来再起床，避开寒凉保持温暖，不能让皮肤开张出汗而频繁耗伤阳气。对于四时不正之气能

够及时回避，能够顺应“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法则，即春夏顺应生长之气以养阳，秋冬顺应收藏之

气以养阴。合理的起居，充足的睡眠能够改善身体的亚健康状态。相关研究提示，患有睡眠障碍的人群

相较普通人更易罹患不育症[6]。其作用机制可能与睡眠障碍导致男人长期低氧状态，睾酮分泌减少有关，

诱导睾丸生精功能等结构和功能产生改变而出现不育症。由此我们认为充足的睡眠可以改善精液质量。 

2.2. 调理精神情志 

即保持精神上清净安闲，无欲无求，保持心志闲舒，心情安宁，没有恐惧，调整自己的爱好以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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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习惯，不生气，不使思想有过重的负担，以清净愉悦为本务，以悠然自得为目的，春天使情志随生

发之气而舒畅，夏天保持心中没有郁怒，秋天保持意志安定不急不躁，冬天使意志如伏似藏，保证心里

充实。这样以来，真气深藏顺从，精神持守而不外散。Yoldemir T 等[7]研究证实，随着年龄增长，越容

易产生压力，在不育方面引起焦虑、抑郁与心理健康程度呈负相关。另有研究显示[8]，男性不育患者过

度肥胖也会导致焦虑、抑郁，表明肥胖是抑郁与焦虑障碍的相关因素。抑郁焦虑作为一种消极的心理情

绪，直接对男性不育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中医整体论治、全面考虑，四诊合参、治病求本，

在治疗焦虑抑郁方面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疗效确切，且安全性更高、复发率更低、依从性更好，可明

显改善患者焦虑、抑郁等不良情绪，能有效帮助男科疾病患者缓解症状、减少痛苦，值得在男科诊疗中

推广应用[9]。 

2.3. 保持阴平阳秘 

《黄帝内经》所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绝”，阐明了阴阳的平秘对生命活

动的重要意义。调和阴阳是最好的养生方法，阳气固密于外，阴气才能内守，如果阳气过于亢盛，不能

固密，阴气就要亏耗而衰竭；阴气和平，阳气周密，精神就会旺盛；如果阴阳离绝而不相交，那么精气

也就随之耗竭。在治疗的时候可根据明代医学家张景岳在《景岳全书·新方八阵》中所说：“善补阳者，

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泉源不竭”，采取燮

理阴阳之法，补阴以生阳，补阳以化阴，使阴生阳长，以恢复其动态平衡。《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

曰：“阳化气，阴成形。”因此在男性不育进行辨证治疗的整个过程中要把调和阴阳平衡作为疾病治疗

的基本总纲。“阳化气、阴成形”理论也是具有运动和相对统一规律的哲学概念[10]。男性不育症的病理

变化是复杂多变的，故临床辨证论治男性不育症亦不可墨守一则、刻遵一律。正所谓“阴在内，阳之守

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的相互转化，互根互用，也要在辨证论治中充分兼顾。“善治阳者，必

阴中求阳；善治阴者，必阳中求阴”即补阴和补阳需相互结合，以达“阴平阳秘”“阴阳乃合”“补肾

填精”之效[11]。 

3. 既病防变 

已病防变是中医“治未病”理论的经典含义之一。《金匮要略》有“若人能养慎，不令邪风干杵经

络，适中经络，未流传藏府，即医治之，四肢才觉重滞，即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即疾病刚

刚发生，就要采取确切有效的措施，积极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 

3.1. 积极治疗原发病 

经研究表明代谢异常会影响男性生育功能，例如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肥胖患者外周芳香

化酶含量升高，使得睾酮转化为雌激素，肥胖还会介导炎症和内质网应激，并改变脂肪因子如瘦素和

CTRP3 分泌从而影响男性生育能力；糖尿病患者睾丸糖代谢异常，间质细胞功能异常，氧化应激水平加

剧，这些都会导致男性不育症的发生；而甲亢和甲减也会通过影响睾酮分泌、调节细胞周期蛋白酶抑制

因子、上调 cAMP 合成和 Ca2+释放等途径影响精液质量[12]。因此首先应积极治疗患者原发疾病，治疗

甲亢，控制体重、血糖等方面，以排除代谢综合征对生殖系统的伤害。同时对病人进行个体化诊疗，根

据不同情况选择药物进行联合治疗，从而提高疗效。比如在应用降糖药的同时，配合提高精液质量药物，

并且同时对睾酮降低的患者补充睾酮。清·徐大春《医学源流论·防微论》有“故凡人少有不适，必当

即时调治，断不可忽视为小病，以致渐深，更不可勉强支持，使病更增，以贻无穷之害。”稍有疾，即

重视，不要让尿道炎发展成前列腺炎、精囊腺炎、肾炎；腮腺炎、睾丸炎、附睾炎以致少、弱、无精而

影响生育；及心情、心态各种慢性疾病而影响到性功能而破坏了眼前的“性”福生活。疾病既来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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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病邪深浅、盛衰、强弱，分而消之，以防传变、合病，泛滥成灾。减缓病情和痛苦，减少治疗的难度。

如腮腺炎并发睾丸炎、淋病所致的附睾尾结节、慢性附睾炎出现的附睾精液囊肿等等，会影响到精子的

通路和获能。故宜早、宜防变[13]。 

3.2. 综合防治疾病传变 

疾病的发展都有顺逆传变的规律，正确的预测到疾病的发展则能够及时阻断疾病的加重或转变。男

性不育症患者长时间治疗未果易出现焦虑和抑郁等负面情绪，而这些负面情绪又会影响患者的治疗效果，

如此反复形成闭环。因此在临床治疗男性不育症的同时，应关注患者的心理因素，改善患者的心理状态，

从而提高不孕症的治疗效果。因此，其一：医护人员应给予患者足够的耐心，解除其疑虑，缓解抑郁情

绪，增加治疗的有效性；其二：希望有更好的医疗政策给予不育症患者支持，降低患者的经济压力[14]。
另外李海松教授[15]认为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男性不育症本身不是一种独立的疾病，而是多种疾病

或因素引起的一种结果。因此，在辨治男性不育过程中，无论采用西医辨病还是中医辨证，或是辨病与

辨证论治相结合，都应该强调整体观念，树立整体的治疗思想，包括预防和调护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并

且在治疗男性不育过程中要有针对性治疗，明确其病因病机，根据传变的规律了解其可能产生的变证，

重在预防。此外，用药应寒热温凉有道，中病即止，切不可过于峻猛，即既不过于寒凉致精子活力、存

活率下降，也不过于温燥致精液凝滞影响精子质量，此乃阴阳互生、互长、互根之理。在临床实践中，

以“补肾”为核心，依据肾中精气阴阳的虚损程度及病理偏重情况，分别选用不同的代表药物补偏救弊，

恢复肾与精室的功用。 

4. 小结 

随着饮食、环境、生活和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及我国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高龄患者越来越多，这

就导致患有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性功能障碍等疾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导致病情越来越复杂化，并且

男性不育患者往往伴有或多或少的精神心理问题，因而在治疗男性不育的同时，强调患者生活方式的调

整和心理健康的维护，对保证临床疗效亦十分重要。单靠中医或者西医无法完全解决患者的问题。这就

需要中西医相互合作，有机结合，共同解决问题。当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

柔，如此能气盛神全，阴阳平和，脏腑协调，气血畅达，则精气溢泻，精血合凝，胎元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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