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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定坤丹是在传统中药配方的基础上精心调制而成，融合了多种珍贵药材，如红参、鹿茸、西红花、三七、

白芍、熟地黄、当归、白术、枸杞子、黄芩等，其主要功效包括滋补气血、调经舒郁、固本培元。本文

旨在综述定坤丹在治疗妇科内分泌及月经失调等相关疾病中的临床应用及其作用机理。定坤丹通过多种

药理作用展现其独特疗效，包括但不限于调节内分泌系统、促进血液循环、增强机体抵抗力、改善卵巢

功能、调整月经周期及缓解经前期综合征等。在治疗月经不调、痛经、更年期综合症、不孕不育、习惯

性流产及产后恢复等方面，定坤丹显示出显著的治疗效果。临床研究表明，定坤丹与常规治疗方法相结

合，能够显著调节女性体内激素水平，改善子宫内膜环境，促进卵泡发育，从而提高受孕率。同时，它

还能有效减轻更年期女性的潮热、出汗、情绪波动等症状，提升生活质量。此外，定坤丹在调节免疫功

能、抗氧化应激及促进组织修复方面也表现出积极作用，有助于减少疾病复发，且其副作用轻微，安全

性高。因此，定坤丹在妇科内分泌及月经失调等相关疾病的综合治疗中，展现出重要的临床价值和广泛

的应用潜力，为女性健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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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ingkun dan is meticulously formulated on the basi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recipes, incor-
porating various precious herbs such as red Ginseng, pilose antler, saffron Crocus, notoginseng, white 
peony root, prepared reishmannia root, Angelica sinensis, Atractylodes macrocephala, Chinese wolf-
berry fruit, and Scutellaria root. Its primary efficacies include nourishing qi and blood, regulating 
menstruation and soothing depression, and reinforcing the body’s fundamental energy. This article 
aims to review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s and mechanisms of action of Dingkun dan in th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endocrine disorders and menstrual irregularities. Dingkun dan demonstrates its 
unique therapeutic effects through various pharmacological ac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egulating the endocrine system, promoting blood circulation, enhancing body resistance, improv-
ing ovarian function, adjusting menstrual cycles, and alleviating premenstrual syndrome. Dingkun 
dan has shown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effects in treating menstrual disorders, dysmenorrhea, men-
opausal syndrome, infertility, habitual abortion, and postpartum recovery. Clinical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when combined with conventional treatment methods, Dingkun dan can significantly 
regulate female hormone levels, improve the endometrial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follicular de-
velopment, thereby increasing the pregnancy rate. Additionally, it effectively alleviates symptoms 
such as hot flashes, sweating, and mood swings in menopausal women, enhancing their quality of 
life. Furthermore, Dingkun dan exhibits positive effects in regulating immune function, antioxidant 
stress, and promoting tissue repair, which helps reduce disease recurrence. With mild side effects 
and high safety, Dingkun dan demonstrates significant clinical value and broad application poten-
tial in the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endocrine disorders and menstrual irregular-
ities, providing strong support for women’s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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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定坤丹的经典组方融合了多种中药成分，包括但不限于红参、鹿茸(酒制)、熟地黄、当归(酒制)、
西红花、红花、三七、阿胶、鹿角霜、白芍(酒制)、枸杞子、益母草、鸡血藤膏、五灵脂(醋制)、茯苓、

白术(土炒)、茺蔚子、川芎(姜炙)、香附(醋制)、柴胡、乌药、延胡索(醋制)、黄芩(酒制)、砂仁、杜仲

(炭)、干姜(炭)、细辛、川牛膝、肉桂、炙甘草等，辅以蜂蜜(炼)为辅料。这些药材经过精心挑选与配

比，共同发挥出卓越的药效。定坤丹具有滋补气血、调经舒郁的功效。它主要用于治疗气血两虚、气滞

血瘀所致的月经不调、痛经、经量少伴有血块、四肢无力、面色苍白等症状[1]。此外，它还能改善白

带量多、颜色白、质地稠等问题，并对功能性子宫出血、慢性盆腔炎、阴道炎等妇科疾病展现出良好的

治疗效果。定坤丹结合了补气养血和活血止痛的双重效果，既能改善手脚冰凉、疲劳乏力等气血两虚

症状，又能缓解经期腹痛、情绪烦躁等气滞血瘀问题[2]。《排卵障碍性不孕症中西医结合诊疗指南》

权威推荐：在中医与西医的智慧交融中，定坤丹以其独特的疗效脱颖而出，成为治疗女性生殖健康问

题的优选药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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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定坤丹组方及药理研究 

定坤丹的组方精妙，以红参、鹿茸为君药，红参性微温，味甘、微苦，具有大补元气、复脉固脱、益

气摄血的功效[4]；鹿茸性温，味甘、咸，能壮肾阳、益精血、强筋骨[5]，两药合用，共奏益气养血、温

肾助阳之效，为全方奠定温补基础。同时，红参的甘温之性可调和鹿茸的温燥，避免伤阴动血。臣药则

由白术、当归、熟地黄、白芍、川芎组成。白术性温，味甘、苦，能健脾益气、燥湿利水[6]；当归性温，

味甘、辛，补血活血、调经止痛[7]；熟地黄性微温，味甘，补血滋阴、益精填髓[8]；白芍性微寒，味苦、

酸，养血调经、柔肝止痛[9]；川芎性温，味辛，活血行气、祛风止痛[10]。五药合用，加强君药益气养血、

调经止痛的功效，同时使气血运行更为顺畅。佐药包括西红花、枸杞子、阿胶、香附、柴胡等。西红花性

寒，味甘，活血化瘀、凉血解毒[11]；枸杞子性平，味甘，滋补肝肾、益精明目[12]；阿胶性平，味甘，

补血滋阴、润燥止血[13]；香附性平，味辛、微苦、微甘，疏肝解郁、理气宽中、调经止痛；柴胡性微寒，

味苦、辛，疏散退热、疏肝解郁、升举阳气[14]。这些药物共同辅助全方，增强活血化瘀、疏肝解郁、滋

补肝肾的作用，改善局部血流循环。使药则以甘草为使，甘草性平，味甘，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

咳、缓急止痛、调和诸药。甘草的调和作用能使全方药物更好地协同发挥药效，直达病灶。现代药理研

究表明，定坤丹的组方药物展现出丰富的药理活性，涵盖了调节内分泌、抗炎镇痛、促进血液循环、增

强机体免疫力以及潜在的抗肿瘤效果等多重作用。通过网络药理学深入分析，定坤丹被证实能通过多条

复杂的生物学通路来发挥其全面的药理效应。具体来说，定坤丹对内分泌系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涉

及性激素平衡、卵巢功能调节等关键方面，同时它还影响了与能量代谢、应激反应紧密相关的信号通路，

如胰岛素信号通路和 AMPK 信号通路[15]。在抗炎方面，定坤丹的核心作用靶点涵盖了 NF-κB、COX-2
等炎症调节的关键分子，这些靶点对于抑制炎症反应、减轻组织损伤至关重要[16]。其次，定坤丹还通过

调节 Jak-STAT 信号通路、PI3K-Akt 信号通路以及 MAPK 信号通路等[17]，进一步参与调控细胞的增殖、

分化与凋亡过程，对维持机体稳态、促进组织修复具有积极作用。此外，有研究表明[18]，定坤丹具有显

著的免疫调节作用，它通过提升 CD3+、CD4+细胞数量以及 CD4+/CD8+比值，同时有效降低 CD8+细胞

数量，从而全面增强了机体的免疫功能。这一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抵御外界病原体的侵袭，还能促进体

内免疫平衡，为身体的健康稳定提供有力保障。定坤丹的这一独特功效，使其成为提升免疫力、维护健

康的优选中药之一。通过这些多层次、多靶点的综合作用机制，定坤丹在临床上展现出对妇科疾病、内

分泌失调及免疫功能低下等多种病理状态的有效治疗潜力。综上所述，定坤丹以其独特的组方和多重药

理效应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于妇科疾病的治疗。通过调节免疫功能、改善内分泌、促进血液循环等多方面

的作用机制，定坤丹能够实现对多种病理状态的综合治疗。 

3. 作用机制 

3.1. 调节内分泌系统 

定坤丹作为一种传统中药，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这是一种常见于育龄

期妇女的复杂内分泌疾病，其病因多样且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多数学者认为，PCOS 的发病可能与下

丘脑–垂体–卵巢轴功能失调、生长激素与类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分泌异常，以及胰岛素抵抗等

因素有关。胰岛素抵抗在 PCOS 的发病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外周组织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

或完全丧失时，机体会代偿性地促进胰岛素分泌，从而引发高胰岛素血症。这一病理过程不仅干扰了正

常的卵泡发育，还可能导致无排卵，进而严重影响女性的受孕能力。而定坤丹凭借其独特的药效成分，

被证实具有显著的内分泌调节和改善胰岛素抵抗的能力。临床研究表明，定坤丹能够有效降低 PCOS 患

者的雄性激素水平，包括睾酮(T)、黄体生成素(LH)/卵泡刺激素(FSH)比值，以及空腹胰岛素(FINS)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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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时升高 2 小时胰岛素(2hPINS)及胰岛素抵抗稳态模型评估 β细胞功能指数(HOMA-β)，从而显著

改善患者的胰岛素抵抗状况，为 PCOS 患者带来了新的治疗希望[20]。 

3.2. 抗炎镇痛 

定坤丹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制剂，在临床应用中展现出降低血浆 C 反应蛋白(CRP)和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的显著效果，这两种因子是体内炎症反应和免疫调节的重要指标，其水平升高往往与多种疾

病的发生和发展密切相关，从而减轻炎症反应，促进身体的恢复和健康，这一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治疗

因炎症反应引起的相关疾病，还为中药在调节免疫功能方面的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21]。此外，深

入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定坤丹在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EMs)方面的潜力。据研究表明，定坤丹干预 EMs 大

鼠模型后，能够显著降低异位子宫内膜中的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与基质金属蛋白酶-9 (MMP-9)的表

达，同时减少微血管密度以及血清中的 VEGF、MMP-9、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iNOS)及肿瘤坏死因子-α 
(TNF-α)水平。这一作用机制有助于减少炎性因子及促血管生长因子的表达与合成，从而有效抑制炎症反

应及新生血管的形成，最终，定坤丹能够减小大鼠异位子宫内膜的体积与异位病灶的重量，延缓 EMs 的
病情进展。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定坤丹在治疗 EMs 方面的显著疗效[22]。 

3.3. 改善气血不足 

定坤丹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制剂，被发现能够显著提升多种细胞生长因子的水平，其中包括血小板源

性生长因子-AB (PDGF-AB)、血小板源性生长因子-BB (PDGF-BB)、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以及转化

生长因子-β (TGF-β)等[23]。其中，PDGF-BB 在调节新生微血管的形成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同时还能促

进血管平滑肌细胞与内皮细胞的迁移和增殖[24]。VEGF 则主要通过调节内皮细胞的增殖、迁移以及血管

通透性来促进血管生成[25]。此外，TGF-β 作为一种由 Treg 细胞分泌的抑制性细胞因子，其水平高低能

够反映出卵泡的发育程度[26]。在此研究中[27]中定坤丹通过其独特的药理作用，能够显著降低全血黏度、

血浆黏度以及血细胞比容，这一显著效果进一步验证了定坤丹在改善机体气血不足方面的卓越功效。它

有助于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血液流动性，从而缓解因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症状，为患者的健康带来了积

极的影响，展现了定坤丹在中医调理领域的独特价值和广泛应用前景。 

3.4. 促进子宫发育与受孕 

定坤丹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制剂，在妇科领域展现出了显著的治疗效果。研究表明，它能够有效地调节

患者的性激素水平，平衡内分泌系统，这对于许多妇科疾病的治疗至关重要[28]，此外，定坤丹还能显著改

善卵巢储备功能，通过促进卵泡的成熟和排卵，帮助解决因卵巢功能衰退导致的不孕问题。同时，它还能

积极促进子宫的发育，增强子宫肌肉的收缩力，以及提高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为胚胎的着床和发育创造更

加有利的环境。值得一提的是，定坤丹还能改善卵巢动脉的血流动力学，增加卵巢的血液灌注量，为卵泡

的发育提供充足的血流供给，从而确保排卵过程的顺利进行[29]。综上所述，定坤丹通过多方面的调节作

用，为女性的排卵和妊娠提供了良好的生理条件，是治疗相关妇科疾病的一种值得推广的药物[30]。在温晓

艳[31]的研究发现，在超声技术的密切监测下，不孕症妇女口服定坤丹的治疗效果展现出了显著的正面效

应。该药物能够显著提升子宫内膜的容受性，为胚胎着床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同时，定坤丹还能有效调

节患者的性激素水平，使之趋于平衡状态，这对于恢复正常的生殖功能至关重要。值得一提的是，整个治

疗过程安全可靠，未观察到明显的不良反应，进一步验证了定坤丹在治疗不孕症领域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3.5. 调节免疫功能 

定坤丹作为一种传统中药制剂，其中药物成分具有较好的抗氧化作用，可对抗自由基过氧化，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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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基过氧化损伤，共同调节体内激素和神经递质水平，改善临床症状，促进身体恢复[32]。此外，定坤

丹对抑制血管增生及炎症介质的分泌有一定效果，能减少子宫组织纤维化面积，降低血清中血管内皮生

长因子、IL-6 和 IL-8 水平其机制可能与下调 PI3K/AKT/mTOR 信号通，的表达，抑制血管增生及炎症介

质的分泌相关[33]。一方面来说，巨噬细胞在人体免疫中存在很大作用，而定坤丹中的活血化瘀的药物能

促进巨噬细胞吞噬，从而大大增加细胞的免疫功能[2] [34]，这一系列的发现，无疑为补肾中药及活血化

瘀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中药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显

著的疗效，主要得益于其成分中蕴含的多种滋补药材。这些药材不仅能够改善女性体内的新陈代谢，还

能有效抑制微血管的形成，减缓甚至抑制内膜包囊的生长，展现出调节免疫系统的多方面、多靶点的强

大效应。这一系列的发现，无疑为中药的深入研究和广泛应用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前景[18]。更进一步，临

床试验表明[35]，在针对艾滋病抗反转录病毒治疗后出现月经后期症状的患者进行的临床研究中，采用定

坤丹干预的治疗组患者，其 CD4+、CD8+细胞数量以及 CD4+/CD8+比率均表现出明显的改善。这些研究

成果揭示了定坤丹通过有效调节免疫功能，促进免疫细胞恢复正常功能的重要作用。这不仅为艾滋病相

关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妇科炎性等相关疾病的临床治疗提供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展现了定坤

丹在中医药领域的独特价值和广阔应用前景。。 

4. 临床应用 

4.1. 月经不调 

月经不调是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之一，表现为月经周期、经期或经量的异常。定坤丹具有滋补气血、

调经舒郁的功效，能够调节女性的内分泌系统，改善气血两虚所引起的月经不调症状。李长风等人的研

究[36]进一步证实了定坤丹在月经不调中的疗效，该研究显示，在治疗月经不调中加入定坤丹，治疗的总

有效率进一步提高，达到了 97.83%，远高于常规对照组的 82.61% (P < 0.05)。黄忠辉等[37]研究者将 65
例月经不调患者进行治疗，其中 32 例使用西医常规治疗，另 33 例联合使用西医常规治疗和定坤丹治疗，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P < 0.05)；观察组腹痛消失时间及月经恢复正常时间均短于对照组(P < 
0.05)；治疗 3 个月，两组 E2、P 水平均较治疗前提高，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两组 FS H、LH 水平均低

于治疗前，且观察组低于对照组(P < 0.05)；治疗 3 个月，两组月经失血量评分均低于治疗前，且观察组

低于对照组(P < 0.05)；治疗 3 个月，两组子宫内膜厚度高于治疗前，且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月

经不调患者应用定坤丹治疗，可有效缓解症状，改善性激素水平。 

4.2. 痛经 

痛经是指女性在行经前后或行经期间出现的下腹部疼痛、坠胀等症状[38]。定坤丹中的多种药材具有

活血化瘀、疏肝解郁的作用，能够缓解子宫平滑肌的痉挛，从而减轻痛经症状。对于原发性痛经[38]和继

发性痛经，定坤丹都有一定的治疗效果。姜晶等人[39]的研究了 142 例患者，试验组(69 例)接受定坤丹水

蜜丸(DKP)治疗，对照组(73 例)接受模拟定坤丹水蜜丸安慰剂(DKP palcebo)，结果显示：试验组 VAS 评

分绝对值明显低于对照组(P < 0.01)，试验组在治疗第 12 周后双侧子宫动脉的搏动指数(pulsation index, 
PI)、阻力指数(resistance index, RI)和收缩期峰值流速与舒张未期流速比值(S/D)均不同程度下降，对照组

血小板轻度上升，血肌酐值轻度下降，均在正常范围内，对生命体征、血常规和肝、肾功能无明显异常

影响，DKP 能有效控制原发性痛经患者痛经症状，并降低子官动脉血流指数。王燕[40]在 300 例原发性

痛经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通过临床疗效观察及对照组的对比观察，进一步说明定坤丹及其改变方对

原发性痛经有确切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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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围绝经期综合征 

围绝经期综合征是指女性在绝经前后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如潮热、盗汗、失眠、烦躁等。这些症状

主要是由于卵巢功能衰退，雌激素水平下降所致。定坤丹能够调节卵巢功能，改善雌激素水平，从而缓

解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症状[41]。此外，定坤丹还能改善患者的情绪状态，提高生活质量。李海燕等[42]研
究者通过对具有更年期症状的女性进行研究，对照组和治疗组各 80 例，各自口服替勃龙及定坤丹治疗，

结果显示结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86.3%，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87.5%，治疗组疗效与对照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 > 0.05)，定坤丹治疗围绝经期综合征的疗效显著，并且不增加因激素治疗引起的子宫内膜病变及乳房

癌的不良反应，安全可靠，值得临床推广应用。吴萍华[43]在定坤丹联合心理干预辅助治疗围绝经期综合

征研究中发现治疗后观察组的 FSH、LH 水平及 SAS、SDS、SCL-90、PQSI 评分低于对照组，E2 水平、

GCQ 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7.9%)低于对照组(10.5%)，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表明在激素替代治疗基础上加用定坤丹联合心理干预治疗围绝经期综合

征，效果优于常规激素替代治疗，前者能有效调节性激素水平，改善不良心理状态，缓解临床症状。 

4.4. 不孕症 

不孕症是指夫妻双方有正常性生活，未采取避孕措施，而一年以上未能怀孕的情况。定坤丹具有促

进子宫发育、提高子宫内膜容受性的作用，能够为受精卵着床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定坤丹还能调节卵

巢功能，改善卵巢的微环境，从而提高受孕几率[44]。对于因子宫发育不良、卵巢功能低下等原因导致的

不孕症[45]，定坤丹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在钟丽珍等[46]人的研究中发现定坤丹联合补佳乐治疗能可明

显改善子宫内膜血供，增加子宫内膜厚度，提升子宫容受性的基础上，提升着床率，促进卵泡成熟，纠

正疾病症状，提升治疗效果。于雪等[47]的研究中显示定坤丹具有补肾健脾、补气养血、助孕的功效，该

研究中 A 组(50 例)患者接受定坤丹联合来曲唑片促排卵治疗，B 组(50 例)患者接受来曲唑片单独促排卵

治疗，结果提示 A 组促排卵率及最终临床妊娠率优于 B 组。 

4.5. 产后诸虚 

产后诸虚是指女性在分娩后出现的身体虚弱、乏力、出汗等症状。这些症状主要是由于分娩过程中

失血过多、体力消耗过大所致。定坤丹能够滋补气血、调和营卫，从而改善产后诸虚的症状。此外，定坤

丹还能促进子宫收缩，减少产后出血，有助于产后恢复。在曾莉等[48]人的研究中，将 100 例剖宫产产妇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各 50 例，试验组术后口服定坤丹，并静滴缩宫素，对照组术后静滴缩宫素，结

果显示结果试验组使用定坤丹后，比对照组虚寒证症状有明显改善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子

宫缩复情况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术后血性恶露及恶露持续时间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治疗有效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定坤丹可以明显促进术后的康复。 

4.6. 其他应用 

除了上述提及的主要临床应用范畴，定坤丹的效用还广泛延伸至其他妇科症状的治疗中。它对于崩

漏下血、赤白带下以及贫血衰弱等症状均表现出良好的治疗效果，为患者带来了福音[49]。进一步地，现

代药理研究揭示了定坤丹更为丰富的药理作用。它具备显著的抗炎效果，能够有效缓解炎症引起的不适；

同时，其镇痛作用也为患者减轻了疼痛困扰。此外，定坤丹还展现出强大的抗菌能力，能够对抗多种病

原体，为妇科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选择[50]。 

5. 小结 

定坤丹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经典中药方剂，凭借其独特的组方和广泛的药理作用，在妇科疾病的治

https://doi.org/10.12677/acm.2025.1541227


黄欣悦 等 
 

 

DOI: 10.12677/acm.2025.1541227 2683 临床医学进展 
 

疗中展现出显著的临床疗效。它通过调节内分泌系统、抗炎镇痛、改善气血不足、调节免疫功能以及促

进子宫发育与受孕等多重机制，能够在多个生理和病理环节发挥作用，有助于治疗月经不调、痛经、不

孕症、围绝经期综合征等多种妇科疾病。然而，现有的关于定坤丹的研究同样存在一些局限性。部分临

床研究的设计不够严谨，缺乏足够的对照组和足够的样本量，这可能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普适性。

此外，大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定坤丹的短期疗效，而对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的系统性评价相对缺乏。 
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根据中医药学的理论和现有的药理学研究推测，定坤丹可能通过调节内分

泌系统、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组织修复等多重作用，间接影响女性的整体生理机能和健康状况。特别是，

定坤丹在调节卵巢功能、改善子宫内膜容受性方面的作用，为治疗不孕症提供了新的思路。然而，目前

关于定坤丹在这些方面的具体作用机制，如影响的具体信号通路和分子机制，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在临床应用方面，定坤丹在治疗多种妇科疾病中显示出一定的疗效，能够改善患者的症状，提高生

活质量。然而，这些结论同样需要谨慎解读，因为现有研究在方法学上仍存在不足，如缺乏双盲设计、

对照组设置不完善等，这可能导致选择偏倚和报告偏倚。 
综上所述，定坤丹凭借其多方面的药理作用和潜在的临床应用前景，在妇科疾病的治疗中显示出一

定的潜力。然而，为了更全面地评估其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其信号通路和分子机制

的研究，开展更多严格设计的高质量临床试验，如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以全面评估其长期疗效与

安全性，减少潜在偏倚，推动其在临床实践中的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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