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9 9 5 年第 4 期 天津中医学院学报 N O
.

4 1 9 9 5

·

理论探讨
·

漫谈生理性带下及其与月经的关系

天津中医二附院 王建玲

“

带下
”
之义有广狭之别

.

广义的带下是泛指妇

女经常带胎产诸病
,

如丹波元简说
: “

疾系于月经者
,

总称带下
. ”

尤在径《金匾心典》也说
: “

带下者
,

带脉

之下
。

古人列经脉为病
,

凡 36 种
,

皆谓之带下病
,

非

今人所谓赤白带下也
。 ”

狭义的带下则单指阴道中分

泌的一种粘滑液体
。

如《女科证治约旨》说
: “
阴中有

物
,

淋漓下降
,

绵绵而下
,

即所谓带下也
. ”

狭义的带下又有生理
、

病理之分
。

前者如《沈氏

女科辑要笺正 》引王孟英按语说
: “

带下
,

女子生而即

有
,

津津常润
,

本非病也
。 ”

说明女子在发育成熟后
,

阴道有少量无色透明的粘液
,

布露于胞脉
,

润滑于阴

户
,

乃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

但若带下量明显增多
,

或

淋漓不已
,

色
、

质
、

嗅味异常
,

甚或伴有局部或全身症

状者
,

即属于病态
。

所以张山雷说
: “

女子生而带下
,

不足为病
。

即所谓津津常润者
,

本属无多
,

亦不秽恶
,

⋯ ⋯如其太多
,

或五色稠杂及腥秽者
,

斯为病候
。 ”

自《素问
·

骨空论 乡提出
“

任脉为病
,

女子带下症

聚
”
的理论后

,

纵观历代 医籍中
,

凡论带下皆述其病

理
,

而于带下生理则少有专论
.

然而
,

认识生理始能

究其病理
,

所谓知常方能达变
。

故本文拟就带下的

生理及其作用等问题略作探讨
,

以待指教
.

生理状态的带下主要来自宫颈和阴道 的分泌

物
,

状似稀粘的浆糊
,

无色透明
,

量少无嗅味
,

不会渗

泄于体外
,

具有濡养阴户的作用
。

生理性带下
,

就其

性状而言
,

当与涕
、

泪
、

唾等液体一样
,

都属于津液的

范畴
。

津与液在其性状
、

功能
、

分布等方面虽然有所

不同
,

如《灵枢
·

五瘾津液别》说
: “

津液各走其道
,

故

三焦出气
,

以温肌肉
,

充使肤
,

为其津
;
其流而不行

者
,

为液
。 ”

但津与液同属 于水液
,

俱源于 饮食水谷
,

并有滋润濡养的功能
,

二者名异而类同
,

可分而不可

离
.

所以《类经 》说
: “

津液本为同类
,

盖津者
,

液之清

也 ;液者
,

津之浊也
。 ”

生理性带下虽属津液的范畴
,

但津液化生为带

液则需要经过其特有的生化道路
,

所谓
“

五脏四海
,

各因经以受水谷之气味
,

故津液随化各走其道
。 ”

(《类经 》)带下的生成
,

首先与肾之精气有关
。

肾藏

精
,

又为水脏而
“

主津液
” ,

津液经由肾气的蒸腾
,

肾

精的渗灌
,

始能化生为带
,

如女子在生长发育过程

中
,

至
“

二七
”

肾气初盛
,

天癸 (阴精 )泌 至
,

月经开始

4

来潮
,

带下也开始出现
; “

三七
”

以后
,

肾气平均
,

发育

成熟
,

月经规律
,

带下亦津津常润
,

并伴随月经周期

而有量
、

色
、

质方面的正常改变
,

故《血证论
·

崩带》

称带下为
“
无病之月信

” ;及至
“
七七

”
以后

,

由于肾气

虚衰
,

天癸竭止
,

地道不通
,

月经断绝
,

从而带下亦

涸
,

阴中失润
。

《景岳全书
·

妇人规 》说
: “
白带出于胞

宫
,

精之余也
. ”

充分说明
,

带下的生成主宰于肾
.

其次
,

带的产生与任脉
、

带脉
、

脾 胃也有密切关

系
。

任脉主一身之阴经
,

称为
“

阴脉之海
” ,

凡精
、

血
、

津
、

液等均由任脉总司
, “
辟犹水也

,

而任脉则为之

总任焉
,

故曰阴脉之海
。
” (《十四经发挥》)又任脉始

于胞中
,

隶于少阴
, “

肾与任脉相通以相济
” 。

(《付青

主女科》)故任脉通畅
,

津液肾精并注于胞宫而为带

下
。

带脉围腰一周
,

联系并约束诸纵行经脉
,

特别是
“

带脉横生通于 任脉
” ,

(《付青主女科》)具有约束阴

液循其常道涵养生殖器官的作用
。

脾胃为后天之

本
,

津液是通过胃对饮食水谷的
“

游溢精气
,

上输于

脾
”

的作用而生成
,

脾为胃行其津液各走其道
,

与精

之余和合渗注于前阴而为带下
。

故《灵枢
·

五瘾津

液别 》说
: “

五谷之津液
,

和 合而为膏者
,

⋯⋯下流 于

阴股
” 。

总上可以认为
,

生理性带下化生于水谷
,

源于脾

胃
,

主宰
、

调节于肾
,

由任脉所主司
,

带脉为之约束
。

肾对生理性带下的主宰调节作用
,

还表现为带

下的量
、

质与月经周期有着内在联系
,

受肾中阴阳消

长转化节律的影响
。

例如
,

月经后期是胞中气血渐

变
,

肾气渐盛
,

阳精始长的阶段
,

因而带下分泌
,

由无

到有
,

由少渐多 ; 排卵期阴精盛极
,

重阴转阳
,

是阳气

开始发动
,

阴精开始施泄的阶段
.

故带下量增多
,

质

稀
、

色白
,

绵绵 不断 ; 排卵后期阳 气鼓动
,

阴精施泄
,

阳长阴消
,

带下减少 ; 经前期冲任通盛
,

天癸必至
,

精

血充旺
,

血海满盈
,

带下又增多
,

且色白
、

质稠
,

此为

由阳转阴
,

月经即将末潮之兆
。

带下与月经的生理病理关系密切
。

在生理方

面
,

如《血证论
·

崩带》说
,

带下
“

乃胞中之水也
,

此水

清则为天癸
,

以济经血
。 ”

说明生理性带下的濡润胞

宫
,

充养经血的作用
,

因而有
“
经带同源

”
之说 ; 在病

理上亦能互相影响
,

如脾虚健运失常
,

则水湿不能循

其常道而从其类
,

下注为带下量多
.
同时脾虚中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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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门者
,

目也
”
释

天津中医学院 李健宇

“

命门
”
之说源于《内经》

,

《灵枢
·

根结篇》曰

“

太阳根于至阴
,

结于命门
,

命门者
,

目也
” 。

《内经 》

认 为
“

命 门
”
就是两 目

,

因此我们研究祖国医学的
“

命门学说
”

时
,

必须先了解一下《内经 》把两 目作为
“

命门
”
的真正涵义

。

生命与门户

从构词上看
“

命门
”
由

“

命
”
和

“

门
”
两字组成

,

《内经》中的
“

命
”

做名词用时
,

可解释 为
“
生命

” ,

如

《素间
·

四气调神论》云
“
万物不失

,

生命不竭洲交

通 不表
,

万物命故不施
。

内经 》中的
“
门

”

与
“
生命

”

之类合在一起用时
,

是用来烘托
“

生命活力
”
的

,

如

《四气调神论 》云
“

圣人春夏养阳
,

秋冬养阴
,

以存

其根
,

故能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
”“
生命

”

在《内

经 》中被认为是天地的产物
,

如《灵枢
·

本神》云
“

天之在我者
,

德也
‘

地之在我者
,

气也
。

德流气薄而

生者也
” 。

天地又称乾坤
,

而天地的
“

德流气薄
”

运动

在 《易经 》中又被比作
“

门户
”

的开合
,

如《易
·

系辞》

曰
“
阖户谓之坤

,

辟户谓之乾
”
由于

“

门户
”

的开合

而产生的
“
出入

”

作用
,

《易经 》认 为是
“

神
”

的表现

—
“

利用出入 民咸用之谓之神
” 《易

·

系辞
。

同

样《灵枢
·

九针》有
“

神客在门
”
之说

,

明代通于《易》

理的张介宾认为命门是
“

先天立命之门户
” 。

赵献可

认为命门是人体的
“

元神
” ,

道教的养生家也将人体

两 目之间神秘的第三眼称为
“

天 目
”

或
“

天门
”

那么
“

天地门户
”

与
“

命门
”

之间是否有着内在联系呢

目与
“

夭门
”

《楚辞
·

九歌
·

大司命》有
“
广开兮夭门

”
之句

,

洪兴祖补注云
“

天门
,

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

可以

看出这里的
“
天门

”
是指进入天界的门户

。

古人还认

为
“
天门

”
在西北方

,

这是因为
“
天不足西北⋯⋯西

北为天门
。 ” 《周礼

·

大司徒》疏引《河 图纬括地

象》 《素问
·

举痛论》曰
“

善言天者
,

必有 验于

人
。 ”
人体有无与之相应之处

《素问
·

阴阳应象大论 》曰
“

上配天 以养头
”

因此头是人体的
“
天

” 。

《阴阳应象大论 》又曰
“
夭不

足西北
,

故西北方阴也
,

而人右耳 目不如左明也
。 ”

《内经 》不但承认
“
天不足西北

”
之说

,

而且还认为与

之有相应之理
, “
目

”
就是其中之一

。

这里指的是左

目明
。

“
目

”

的生理作用是视物
,

而
“
目

”

的视物作用是

以其接受五脏六腑的精气为基础的
,

因此《内经 》称
“
目

”

的视物作用为
“

精明
”。

如《灵枢
·

大惑论》曰
“

五脏六腑之精气
、

皆上注于目而为之精
,

气素问
·

脉要精微论》曰
“

精明者
,

所以视万物
,

别白黑
、

审

短长
”
而启玄子注

“

命门者
,

目也
”

时认为
“

命门

者
,

藏精光照之所则两目也
”

由此可见《内经》把目

做为命门也与目的
“

精明
”

作用分不开
,

而目的这种
“

精明
”

作用又与古人的
“
天门

”

说相吻合 《文选》注

谢 惠连 《雪赋 》引《诗纬含神雾》云
“

天不足西北

⋯⋯故有龙街火精以照天门中
” 。

我们知道
“
天门

”

是
‘
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

。 ”
而

“
上帝

”
又 是阴阳的

“

神
”

化
州

也就是《易经》所谓的
“

阴阳不测之谓神
” 。

同样《灵枢
·

五色篇》在阐释面部明堂五色望诊时

也将两 目之间附会为
“
王 宫

, ”《灵枢
·

九针篇 》认

为
“
凡刺之时

,

必在悬阳⋯⋯神属勿去
。

洲悬阳
”

指
“
两目

” 。

因此《内经 》也认为两 目是
“

神
”
所居之处

。

“

夭门
”

与命门

祖国医学认为望目可以察
“

神
” ” 、

而望
“

神
”

的

能受气取汁变化而赤为血
,

则血之化探不足
,

造成月

经量少
,

色谈质稀 若因肾阳虚衰
,

封藏失职
,

任脉不

固
,

带脉失约
,

阴液滑脱而下
,

则可见带下量多
,

清

冷
、

质稀薄
,

终日淋漓不断 肾阳气虚
,

封藏失司
,

还

可致冲任不调
,

血海蓄溢失常
,

月经周期紊乱
,

先后

不定
,

甚至非时而下 阳气不足以温煦
,

月经色淡质

清
。

如果肾阴虚
,

精血亏少明显
,

则滋润阴道之阴液

乏源
,

带下量极少或无 精血亏少
,

则血海不充
,

故月

经量少
,

甚或经闭不行
。

另外
,

肝郁不舒
,

克伐脾土
,

致肝郁脾虚
,

亦可造成经带异常
。

肝郁日久化热伤

阴
,

久必及肾
,

导致肾阴不足
,

经带失常
。

凡此均表明

带下与月经生理病理的关系密切
,

在理论和临床方

面均有一定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