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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是以月经不调为主要病理特征的妇科常见病，其发病机制与心、肾、肝、脾等脏

腑功能失调有关。中医传统上强调对肾脏、肝脏和脾脏的调理，然而心脏作为主管血脉的器官，且是五

脏之首，与其他四脏(肾、肝、脾、肺)之间在生理机能以及病理变化上有着紧密的联系，在PCOS的发生

发展中不容忽视。当心脏功能出现异常，或者心脏与其他四脏之间的协调关系失衡时，均可引发PCOS。
“从心论治”，即深入探讨心脏的生理特性及其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理解心脏与PCOS发病之

间的关联性，并从宁心安神、交通心肾等角度治疗P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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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olycystic Ovary Syndrome (PCOS) is a common gynecological disorder primarily characterized by 
menstrual irregularities, with its pathogenesis related to dysfunctions in the heart, kidneys, liver, 
spleen, and other visceral organ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lways emphasized the regula-
tion of the kidneys, liver, and spleen. However, the heart, being the organ that governs the blood 
vessels and is considered the chief among the five viscera, has close connections with the kidneys, 
liver, spleen, and lungs both physiologically and pathologically, playing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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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of PCOS. When the cardiac function is abnormal or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other four viscera is imbalanced, it can trigger PCOS. “Trea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eart” involves delving into the phys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art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visceral organs to understand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heart and the 
onset of PCOS, and treating PCOS from the angles of calming the mind, stabilizing the spirit, and 
harmoniz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art and kidne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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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作为一种常见的妇科内分泌失调疾病，以月经周期不规律为主要特征。这种

疾病可能导致多种身体和情绪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生育能力下降、毛发过度生长、痤疮、皮肤色素沉着、

体重增加等症状。在中医理论中，PCOS 被认为是月经后期的一个征象，同时也与不孕症有着紧密的关

系。现代医学主要通过调整生活方式、重建月经周期、改善胰岛素抵抗、降低雄激素水平、促进排卵等

方法来治疗 PCOS。中医学认为，PCOS 与“五脏失调”关系密切，肾虚、脾虚、肝郁、痰湿、血瘀等因

素是主要的致病机制。临床对该病多从肝、脾、肾三脏入手辨证施治，而从心论治的则较少：通过对近

三年内相关文献资料的分析，发现有关从肾论治 PCOS 的研究报道数量最多，达 400 余篇；至于论治脾、

肝的研究则各有百余篇；然而，专门针对心论治的研究文献则明显不足。可见虽然心脏在整体五脏六腑

的功能活动中占据核心地位，但在实际治疗中，从心论治多囊卵巢综合征的实践并不广泛。为了深入探

讨心与 PCOS 发病、治疗及预防的关系，现从病因病机、从心论治 PCOS 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2. 病因病机 

2.1. 心功能失调 

2.1.1. 心主血脉 
《素问》言：“诸血者，皆属于心。”心主血脉，而女性以血为本，行经、胎孕、分娩、哺乳这些生

理上的重要环节无一不与血液息息相关[1]。心主血即意念驱动、调控血液流动，心气旺盛时，其阳刚之

气和阴柔之力相辅相成，使血液有序地输布全身，发挥滋养和修复的功效[2]。心主脉，指在心气的推动

和调控下，心搏强而有力，脉动而不乱，血流通畅，营养物质得以循血而行，达至各脏腑、官窍，以达濡

养之效[3]。 
心主血行，血行不畅，则血瘀。瘀血阻滞了气的正常运转，使气滞，津液不畅，从而产生“痰湿证”。

湿阻血道，痰瘀互络，对冲任胞宫造成损害，故可出现经量少，月经后期，甚至闭经、不孕。 

2.1.2. 心主神志 
《灵枢·邪客》中提到，心为诸脏之主，神之所居，《素问》亦云心为君之官，诸神出之。都说明心

在脏腑功能和神志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另外，神依赖血液滋养。如《灵枢·平人绝谷》中“血脉和利，精

神乃居”，揭示了身体内气血充足与否对精神状态的影响。当气血运行受阻，精神自然也就失去了其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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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支撑的源泉。一些因素直接导致气血亏虚，如饮食不节、过度劳累、情绪波动等；另一些则间接作用

于血液运行，如长期不良生活习惯、遗传疾病等。多种因素所致的气血亏虚或血液运行不畅，常会伴有

情绪上的种种不适和反应，可能表现为焦虑、抑郁、失眠或其他类型的心理问题，严重时甚至会引发身

体健康的进一步恶化[4]。 
情绪的波动直接影响心脏的功能，并进一步影响到子宫的状态。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的育龄女性通

常迫切希望怀孕，而漫长的治疗周期又加剧了她们的抑郁和焦虑情绪。这些情绪变化会损害心脏阴液平

衡，扰乱精神安宁，对月经周期和生殖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近年研究还揭示了焦虑情绪与炎症介质(如白介素-6、肿瘤坏死因子-α等)的产生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情绪上的压力能够触发身体的应激机制，促使这些炎症介质的释放，进而干扰免疫系统的平衡状态，增

加流产的风险[5] [6]。 

2.1.3. 心与子宫 
女性生殖系统，包括月经、妊娠以及分娩等过程，都受到心气升降、疏通状态的影响。中医学认为，

心脏调控子宫可分为：“心经肾而行宫”，主藏泻之功；直接调控子宫，主治子宫之泻，都表明了心脏在

月经的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医学将心脏描述为“君主之官”，主诸神，主血脉，统御一

身。心脏功能正常，才能确保血液循环通畅，支持子宫的正常生理。故虞天民曰：“妇人百病皆自心生。” 
从整体上看，心与子宫的关系，是中医学“五脏相关”“互济”的整体观。心脏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

子宫，因此，重视心脏的保养，便成为维护女性健康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环节。在治疗 PCOS 等妇科疾病

时，亦应充分考虑到心脏的功能。 

2.2. 心与肾肝脾关系 

心肾相交 
夏桂成教授提出的“心(脑)–肾–子宫轴”理论强调，心脏主宰精神活动，是五脏之首，对应于西医

学性腺轴中下丘脑、垂体的上游调控作用[7]。《傅青主女科》中也提到：“盖胞胎居于心肾之间，上系

于心而下系于肾。”心肾相交这一概念在中医理论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涉及到水和火、升与降、

动与静的平衡，以及坎卦和离卦的交融，体现了精神与物质的依存与协调。心肾达到完美的和谐状态时，

便会产生“坎离既济”的效果，阴阳得到调和，子宫藏泻有度，月经周期规律，人体生殖功能正常。反

之，心肾不交可致月经不调、闭经、不孕等症状。 
心为君之官，脑为元神所，心脑共同协作，维持脏腑的和谐，确保冲任气血的顺畅流通。只有当这

些生理机能处于良好状态时，卵泡才能正常发育，胞宫的开闭也能有序进行，月经才能准时而至，顺时

而止。 
肾脏中所产生的天癸，即所谓“先天之精”，对人体的生长、发育以及生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

色，还在女性体内参与月经周期的形成，从功能性上讲，天癸在月经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与脑垂体前叶分

泌激素的过程颇为相似，因此推测天癸具有垂体一级的调节功能，这一点在中医经典文献《黄帝内经》

中有详细记载。“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的说法描述了冲任二脉的重要性。任脉和太冲脉都属

于人体经脉系统，它们各自的盛衰状况直接影响月经来潮。西医理论则认为，性激素主要由卵巢分泌，

直接作用于子宫内膜，引发周期性的变化，最终导致月经来潮。两种理论虽然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月经发

生的机制，但“冲任二脉”与“卵巢主子宫”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此外，中医还特别强调督脉和

带脉的功能。督脉作为十二正经中的阳脉之一，主全身阳气，调节和维持身体的平衡状态。带脉则负责

约束膀胱经，它的调节作用同样不容忽视。督脉和带脉的功能与月经周期紧密相关，又与西医学的反馈

作用有着密切联系，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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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天癸、冲任二脉、督脉和带脉等概念在中医理论中相互关联，共同构建起一个复杂而精

妙的生理网络。通过深入研究这些脉象与脏腑的关系，可以更加全面地认识到中医对于女性健康管理的

深刻见解。 

2.3. 心脾关系 

心主血脉，脾主统血。心主宰血液的化生和运行，血的生成，以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为物质基础，

汇聚于心脉，经心阳之气化而成血。心脉通畅，可温养脾胃之阳，助其运化。从病理学角度讲，心脾也互

为因果，如脾脾胃功能失调，则气血生化之源不足；或者是劳心过度，气血亏损，均可导致心脾两虚[3]。 
心主神志，若精神不能得到充分的滋养，就会导致睡眠不宁，从而导致脾胃运化功能紊乱[8]。《素

问·评热病论》中“二阳症”即符合这一论点。郁结积累在心，积思在脾，心气不舒，脾不健运，长期如

此，则气血不足，冲任二脉空虚，血不能下至胞宫，致月经不调[9]。可见经血的发生与心、脾两脏有密

切联系。 

2.4. 心肝协调 

2.4.1. 心主血脉，肝主藏血 
“血藏于肝，流注子脏，而主其血者在心”。心脏，作为血脉的主导者，担负着输送血液的重要职

责；肝脏则扮演藏血之脏，维持血液在体内的平衡。两者相互配合，血液得以在全身流动，保证机体的

正常功能。在临床实践中，无论是因为心血不足还是肝血亏空，严重情况下，最终都可能导致心肝血两

虚。在女性患者中，这种失调往往表现为月经量减少、经期稀短甚至闭经、不孕等症状[10]，不仅影响了

女性的生殖健康，也对其心理状态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治疗过程中应注重调和心肝两脏，通过调整气

血的平衡来恢复月经周期，促进生殖系统的健康发展[3]。 

2.4.2. 心主神志，肝主疏泄 
《妇科要旨·种子》中提到，女性若不能受孕生子，根本原因在于经水失调。而造成经水失调的主

要因素，乃源自于内心深处的七情所伤。女性因忧思过度，使得气血凝结，进而引发气结，再由气结转

化为血结，最终导致气血在脏腑经络间发生逆反，从而使月经出现紊乱。女子以肝为先天之本，负责疏

泄情绪，调畅情志；心被视为神明之所居，主宰神志，精神与情志与女子的月经、排卵等生理过程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11]。 

2.4.3. 肝气郁闭，心肾闭塞，胞胎受扰 
傅青主认为，心与肾的交合，也离不开肝一方面，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肝气郁结，心肾气机阻

滞；另一方面，肝体阴而用阳，为肾之所生，为心之母，肝之血滋养心、肾，荣生胎。肝气顺畅，气运血

荣，才能滋养胎儿。《傅青主女科·大怒小产》中详细阐述了肝病导致的流产现象：肝脏的血液运行异常

迅速，使得血门未能良好闭合，血液便会直接流向胎儿。胎儿在母体内的生存依赖于脐带与母体心肾系

统的紧密相连，而当肝血汹涌而来，将破坏这条至关重要的通道；一旦心肾之路被阻断，胎儿就失去了

来自母体水火交融滋养的重要条件，极易发生流产[12]。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怀孕困难，怀孕后担心流产，

再加上经血入胞宫来滋养胎儿，导致肝木不能滋养，凝滞加重，肝郁气冲，气郁血滞，心肾不交，胎动不

安，易发流产[13]。 

3. 从心论治多囊卵巢综合征 

3.1. 宁心安神 

多囊卵巢综合征的治疗重在养血滋阴，其治尤以固卵为先。中医理论强调“静能生水”的概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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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一个自然现象，也是一种治疗原则。它的精髓在于通过内心的平静来激发体内津液的生成。当心

处于宁静状态时，就能影响到肾脏，使之亦“静”，进而促进肾阴癸水的提升，正如古语所言“欲补肾者

先宁心，心宁则肾自实”。因此，要想有效地调理多囊卵巢综合征，需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内心的平静与

安宁。通过减轻压力、保持情绪稳定、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逐步改善身体状况。 
药物治疗中，柏子仁因其养心安神以及交通心肾的功效而被广泛使用。卷柏与泽兰以其辛散特性用

于温通经络、活血调经。远志则能舒解心气，达宁心安神效果。郁金与制香附等药材则擅长疏肝理气，

调理肝脏功能。续断作为一味补肝肾、益精血的药材，有助于增强身体的整体机能。牛膝具有活血通经

的作用，引导血液顺畅下行；当归与丹参都是活血调经的良药；生地黄与莲子芯、淡竹叶则分别用于清

心火、降心气，对于平衡心肝脾胃之间的气血关系有着重要作用[14]。肝受气于心，心气得到舒缓，肝气

也会随之顺畅，同时，心火的安宁可以带动肾水的充盈，形成良性的水液代谢循环[14]，各种药材配伍并

用，于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效验显著。 
另外，临床研究发现孕期炎症因子过度分泌可激活机体免疫细胞，导致免疫失衡，杀伤胚胎滋养细

胞，引发流产[15]。黄连、莲子心等药物具有抗炎、抗氧化应激作用，可降低对胎儿的损伤，保胎安胎。

[16]-[18]。“从心论治”，通过宁心安神，调节炎症介质的释放，减轻炎症反应，这与现代医学中使用抗

炎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和糖皮质激素)抑制炎症介质的生成和作用有相似之处，但中医更注重通过调整

整体机能来达到治疗效果。 

3.2. 交通心肾 

如上文所述，“心(脑)–肾–子宫轴”理论，强调心脏在精神活动中的主导作用，与西医学中下丘脑、

垂体的上游调控作用相对应。中医通过调和心肾，可能有助于恢复内分泌系统的平衡，这与现代医学中

使用激素治疗(如口服避孕药、抗雄激素药物)来调整激素水平的方法相辅相成。在临床实践中，可以选用

具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功效的中药，如柏子仁、远志、郁金等，通过宁心安神、滋补肾阴、调和气血等

方法，促进肾阴癸水的提升。然而，交通心肾的治疗并不是孤立的，应与调理肝脾、疏肝解郁等其他中

医疗法相结合，综合治疗。现代医学中的心理干预和药物治疗也可以与交通心肾的治疗相辅相成，共同

改善 PCOS 患者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3.3. 疏肝解郁 

传统中医理论中，对于妊娠子悬胁疼的治疗有着独特而深邃的见解。傅青主在其著作《女科》中提

到：“故保胎必滋肾水，而肝之血必旺，自然灌溉胞胎，合肾水而并协养胎之功”[12]。阐述了保胎安胎

的关键在于滋养肾水，同时强调了肝脏血气旺盛的重要性。肝脏为心肾的枢纽，选方“解郁汤”，以白

芍、阿胶等为主要成分，平和肝阳、解郁安神，使脾土不受克制，达到内外兼修、调和气血的效果。《本

草备药》记载，白芍能够收敛体表的邪气，并深入血液循环，直达厥阴经脉；它适用于治疗鼻出血、眼睛

干涩、肝血不足等症状，也可用于女性的妊娠和各种血液疾病的调理。《长沙药解》中，称阿胶能滋养阴

液，补养肝脏，缓解胞胎疼痛，防止经脉塌陷，清除厥阴经的风燥。白芍和阿胶可以柔和肝脏，补充血

液，平抑肝火，使肝气在心肾之间顺畅流通，上达心肺，下至肾脏，确保胎儿得到适宜滋养。现代医学研

究也证实了这一点：适量的白芍苷能有效抑制子宫收缩[19]，同阿胶一起起到抗炎、抗氧化、调节免疫、

安胎的作用[20]。另外，通过疏肝解郁、调节情绪，可以抑制炎症因子的表达，提高机体抗应激能力，进

而降低流产的风险[21]。 

3.4. 调养心脾 

“心者血之主，脾者血之源”，心脾两虚可致气血不足，影响月经和生殖健康。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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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OS 患者常伴有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这与中医学中心脾失调有一定的关联。通过调养心脾，可能

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敏感性和代谢状态，这与现代医学中通过饮食控制、运动疗法和药物治疗来改善胰岛

素抵抗的策略一致。 
在中医治疗中，有一剂名为归脾汤的药方，可根据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加减调整。方中黄芪、白术、

甘草等补脾益气、养血，有效补充因过度思虑而流失的心血，养护心脾之气；当归味甘而润，补血养心，

滋养人体的根本；龙眼、阿胶增强心脏的活力，帮助身体滋润本源；丹参以补血活血著称，对各种原因

引起的血瘀有很好的疗效；此外，茯神、远志以及酸枣仁几味药材都被认为可以养心定神、安神助眠；

鸡血藤则有助于安神降气，同时有活血通经的作用；木香作为一味理气健脾、通滞之药，可避免大补药

物过多导致的不良反应。诸药同用，旨在益气养血，恢复经络通畅，从而达到治疗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

的目的。 

3.5. 心身同调 

随着“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的盛行，人体健康与心理、社会的关系日益受到重视。精神和

心理是影响女性健康的重要因素，与妇科疾病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

复发性流产等疾病，长期迁延不愈，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影响脏腑功能，“因病致郁”，二者相互影响，形

成恶性循环[22]。李荔等对 262 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患者的心理状况进行了研究，应用 GAD-7，PHQ-7 量

表评定，结果显示：30.5%的 PCOS 患者存在焦虑症状，29%的患者表现为抑郁[23]。“从心论治”，不

仅包括药物治疗，还应注重情志心理疗法。与现代医学中的心理干预(如认知行为疗法、心理咨询)相结合，

可以为 PCOS 患者提供更全面的治疗方案。在漫长的治疗旅程中，医生需密切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和情

感变化，为其提供关于病情的全面而准确的解释，阐明病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同时，医生还应当

对患者展开深入的心理疏导，运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来缓解其内心的焦虑和紧张，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此

种综合治疗方法，为患者提供全面的康复支持，对多囊卵巢综合征等身心疾病尤为适用。 

4. 小结 

心主血脉，统领脏腑，通过深入理解心与肾、肝、脾等脏器在生理与病理层面的相互作用，可以更

好地揭示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病因。“从心论治”，涵盖了多方面的调理，包括但不限于宁心安神、交通心

肾之法，疏肝解郁之术以及调养心脾之道，为临床诊治多囊卵巢综合征提供参考。另外，在实际临床操

作中，我们需要对多囊卵巢综合征这样的妇科疾病中身心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有更深入的认知，通过形

神合一、身心同调的综合治疗方法，帮助患者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实现生理与心理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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