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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科擂康
.

妇科外用药疗法种种

天津中医学院 中医研究所 (3 00 1 9 3) 哈幸赞

外用药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

内容之丰富
,

方法之多采
,

历史之悠久
,

均堪称道
.

如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 》
,

是我国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医方书
.

其中即载有
.

傅 (敷)法
” 、

“

封 (涂 )法
” 、 “
洒 (喷撒 )法

” 、“
}尾(冲洗 )法

” 、 “

浴法
” 、

“

熏法
”
以及

“

沃肢 (灌肠 )法
”

等等
。

而熏法中又有药

烟熏
、

药气熏燕的不同用法
。

如说
: “
令烟熏肢 (直

肠 )
” , “

以羽熏纂(会阴 )”
, “
血痔

,

以弱 (溺 )熟煮一牡

鼠
,

以气熨
. ”
同时

,

书中尚有依据病情而数法合用以

疗疾的记载
.

如敷药后再用
“

播 石
,

淬 (醋 )中
,

以

熨
. ”

便是敷法与熨法的综合运用
。

书 中在记述用药汤熏蒸
,

治疗
“

所久伤者痈(腿

部溃疡 )时
” ,

还巧妙地设计了在药汤 中置木踏足
,

既

可防止脚掌在热汤中烫伤
,

又可借助园木的滚动
,

使

容器中保持足够的蒸气
。

书中还交代了药汤熏蒸中

的诸多注意事项
.

例如
:

宜饭后进行
,

每次治疗需维

持较长时间
、

要随时调节容器内的温度以及脓尽肉

芽长出后即应中止治疗等
,

考虑可谓周密
。

反映了当

时的外用药疗法不仅实践经验 已颇丰富
,

其方法技

巧亦已相当高超
。

又 帛书《养生方 》中
,

尚有关于女子 阴道给药法

的记载
。

如
“

勺
” 、 “

益甘
”
题介绍

:

将诸药粉碎
,

取各等

分
, “

以密若枣脂和丸
,

大如指端
,

裹 以疏布
,

入中(塞

入阴道 ) ” ,

或
“

令女子自探
,

人其戒 (玉门 )
” .

所有药

物如干姜
、

菌桂
、

蛇床子等
,

均属辛热之品
,

对女子阴

冷
、

性欲淡漠者
,

当有一定作用
。

姑不论使用这种方

法的目的为何
,

就其在用药史上的意义而言
,

足征我

国至迟在汉初已经采用了阴中坐药疗法
。

《养生方 》

“

口巾
”

一题还介绍了以药巾摩擦局部
,

借从皮肤给

药的治法
,

其对药巾的制备过程 及方法
,

介绍尤详
。

《灵枢
·

寿夭刚柔 》篇亦有关于药巾的制备及使用方

法的详细记述
,

可知秦汉时期这种外药疗法的使用

已较普遍
,

只是后世临床应用较少
,

文献记载亦不多

见
,

是值得进一步发掘和推广的
.

外用药疗法见于《内经》的记载
,

如《素问
·

玉机

真脏论 》之汤熨法
、

浴法
,

《灵枢
·

寿夭刚柔 》篇之寒

药熨法
,

《灵枢
·

经筋》篇之马膏膏法
,

《灵枢
·

痈

疽》篇之泵青膏法等
.

俱都方
、

法悉备
。

且每以外用药

与内服药兼施
,

或与其它疗法配合应用
。

如 泵膏治米

疽既饮亦涂
.

并配以贬石 ; 马青治喝斜配合播针

刺 ; 寒痹熨法系以药巾熨
“

所刺之处
”

等等
,

对后世具

有一定启迪作用
。

追《金厦要略》妇人三篇
,

不仅首开

专篇论述妇科病证治之先河
.

且在
“

妇人杂病脉证并

治
”

篇中
,

载有多种妇科外用药之疗法
.

如以蛇床子

散为温中坐药治寒湿带下
;

狼牙汤淋洗阴部治下焦

湿热
、

阴中生疮 ;矾石纳阴中治内有干血
、

阴中时下

白带
;
膏发煎导肠治阴吹正喧等

.

迄今仍有一定应用

价值
。

其中
,

蛇床子性温而用于阴中寒湿
,

狼牙性赛

则用于下焦湿热
,

亦体现 了外用 药需辨证施 用的原

则
。

仲景以降
,

历代医家对妇科病外 用药疗法 不断

有所发展
,

不仅所治疾病种类 日益广泛
,

所用方药亦

日渐繁多
。

如宋代《太平圣惠方》
,

仅用于妇女阴痒及

阴部湿痒的熏洗方
,

即有 24 首之多
。

至清代吴尚先
, “

博采他书
,

益取其精
” ,

在约会

前人经验的基础上
,

结合自己的实践体会和心得
,

著

《理 骄文》一书
,

是为我国第一部外治法专著
。

其中
“

先列辨证
,

次论治
,

次用药
.
”
不仅所载方

、

法之多
,

用病之广蔚然可观
,

且对外用药疗法的理论依据
、

施

用原则等
,

亦有精辟论述
。

如在
“

略言
”
及

“

续增略言
”

中说
: “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
,

外治之药亦即内治之

药
,

所异者法耳
。 ”

并强调诊病当先
“

察其阴阳
,

审其

虚实
” 、 “

求病机
” 、 “

分脏腑
”
以

“

求其本
” 。 “

本者何 ? 明

阴阳
,

识脏腑也
。 ”
在治疗上则

“

外治必如内治
” ,

用药

须
“

如汤有君药
,

⋯⋯有臣
、

佐
、

使药
” , “

风归风
、

寒归

寒
、

气归气
、

血归血
、

痰归痰
,

⋯⋯有散有敛
,

有清有

温
,

有凉有热
,

有攻有补
。 ”
要

“

知古人处方用药之意
,

庶几⋯⋯其有内外一贯之妙
。 ”
总之

,

治法虽有 内外

之分
,

唯宜格守
“

医理药性无二
”
的宗旨

, “

虽治在外
,

无殊治在内也
。
”
诸凡这些论述

,

对临床确有指导意

义
。

外用药疗法沿至近代
,

在给药途径
、

施用方法以

及理论研究等方面
,

均有长足发展
。

其在妇科临床的

应用更是愈益普遍
,

并积累了大量经验
.

如外阴熏洗

法
、

阴道中洗法
、

阴道纳药法
、

贴敷法
、

热熨法
、

导肠

法
、

腐蚀法
、

以及药物离子导入法
、

中药宫腔 内注入

法等
,

均为 目前所常用
.

兹就诸法的施用作简括介

绍
,

以备临床家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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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熏洗法

即将煎取的药液对患 部进行熏蒸
,

,
洗涤或坐浴

的方法
,

以期达到消肿
、

止痛
、

止痒及局部组织软化

的 目的
。

常用于外阴
、

阴道及会阴部位的病变
,

如阴

疮
、

阴痒
、

阴部肿痛
、

带下量多以及子宫脱垂
、

小便淋

痛
、

肿瘤等病症
。

使用方法
:

将药物用纱布包扎
,

冷水浸泡(给用

水 1 0 0 0 ~ 2 0 0 0 毫升 ) 1 5 分钟
,

煎煮 一s分钟后
,

倾入

专用盆巾
.

乘热熏燕患部
,

候温度适宜再行洗涤或坐

浴
。

熏
、

洗共 15 分钟
,

晨晚各 1 次
.

熏洗后
,

患部无需

拭干
,

待其自然吸收
。

l 包药可用两次
,

用过的药液

不宜再用
.

疗程及每次用药量
,

可依病情酌定
‘

有溃

疡者不宜洗浴
;
子宫脱垂者要注意 坐盆高度

,

不宜下

蹲
。

2 冲洗法

即 以药液直接冲洗外阴
、

阴道而达到治疗目的

的方法
,

适用于阴痒
、

带下量多等症
.

但若阴道红肿

锨热者宜慎用
,

若有溃破或脓
,

或发热
、

腹痛者
,

禁用

此法
。

使用方法
:

将备用药液 (药温 37 ℃ 以下)的一次

用蟹 (约 50 0 毫升)
,

倾入特制的阴道冲洗器内
,

按操

作程序冲洗外阴及阴道
.

3 纳药法

此法系将药物直接纳入阴中
,

使之直接作用于

阴道
、

宫颈外 口等部位
,

以达到解毒杀虫
、

除湿止痒
、

祛腐生肌
、

收缩子宫等治疗目的
.

常用于 阴痒
、

带下

量多等症
,

包括子宫颈糜烂和肥大
、

宫颈癌
、

子宫脱

垂等病
。

禁忌同阴道冲洗法
。

使用方法
:

纳药可有栓剂
、

青剂
、

粉剂
、

片剂
、

丸

齐lJ等不同剂型一般涂剂
、

粉剂
、

膏剂及宫颈上药等
,

应由医务人员进行操作 , 若为栓剂
、

片剂 (泡腾片 )
、

胶囊等
,

可嘱患者于清洁外阴后自行纳入
.

药物宜置

于 阴道后弯窿部
,

以免从阴道脱落
.

若带下量多
,

则

需先行冲洗阴道
,

侯白带清除后再行纳药
.

4 贴敷法

即将药物直接敷贴患处
,

以达到解毒消肿
、

散寒

止痛
、

利尿通淋
、

或托毒生肌等治疗作用的方法
.

常

用于乳病
、

外阴炎
、

外阴白色病变及盆腔包块
、

痛经
、

小便淋痛等病症
.

使用方法
:

可按需要将药物制成膏剂
、

粉剂
、

糊

剂
,

或取鲜药捣烂如泥敷贴于患部或穴位处
.

敷贴前

宜先用温水将局部清洗拭干
.

药物可 24 小时一换
.

5 热熨法

即将药物加工并加热后敷贴患部
,

借助药力及

热力的作用
,

使局部气血流畅
,

以达到活血化寮
、

消

肿止痛
,

或温经通络的 目的
,

常用于寒凝气滞所致之

妇科痛证
、

小便在闭等
.

使用方法
:

将药物切碎
,

或为粗末
,

以布包扎或

置入 布袋封 口
,

隔水蒸热 15 分钟
,

敷于患部
,

冷则易

之
。

日 1~ 2 次
,

每次 30 一 60 分钟
,

或据病情反复应

用
,

取效则止
.

也有于药末中加入致热物质
,

置袋中密封
。

应用

时抖动药袋
,

使之发热
,

敷于患处
,

可持续发热 10 一

15 小时
,

如
“

痛闭安
” .

另以泥
、

蜡或盐
、

砂
、

葱白
、

姜(均妙热 )
,

以及加

热熨器作热熨
,

也可为应急措施
。

使用热熨法应注意勿灼伤皮肤
.

6 导肠法

即将中药栓剂纳入肛中
,

或以浓煎剂保留灌肠
,

以达 到润肠 通腑
、

清热解毒
、

活血化寮之 目的的方

法
。

适用于产褥感染之发热腑实证
、

或阴吹症
,

以及

邪毒蕴结下焦
、

气滞血痕所致之胞中叙块
、

慢性盆腔

炎
、

慢性盆腔痕血症等等
。

使用方法
:

若为中药保留灌肠
,

宜用浓煎剂约

100 毫升
,

药温不超过 37 ℃
,

一次性倾入肛管
,

管插

深度在 1 4c m 左右
,

一般每 日一次
,
7 ~ 10 次为一疗

程
。

经期停用
,

孕期忌用
.

如为栓剂
,

可嘱患者于每日

临睡前自行纳入肛中
.

使用导肠法须在排空二便或清洗灌肠 后进行
,

给药后宜休息 30 分钟
,

以利保留
.

7 腐蚀法

即用药物腐蚀患部
,

以祛腐生新为治疗 目的的

方法
。

可用于子宫颈糜烂
、

肥大及早期宫颈癌
.

使用方法
:

视患部面积大小及深浅程度的不同
.

将药物制成不同剂型
,

按操作程序上药
。

切勿使患部

周围的粘膜
、

皮肤解到腐蚀药物
.

8 宫腔注人法

此法系将药物制成注射剂
,

直接注入宫腔及

(或 )输卵管腔内
,

以达到活血化癣
、

通络散结的治疗

目的
.

可用 于宫腔及 (或 )输卵管粘连
、

阻塞所致之月

经不调
、

痛经
、

不孕等病症
。

使用方法
:

常规消毒外阴
、

阴道后
,

将药液加压

推注宫腔及 (或 )输卵管腔内
。

压力可维持在 15
.

9 6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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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
。

9 药物离子导人法

此法系运用药液
,

借助药物离子导入仪的直流

电场作用
,

将药物离子经皮肤或粘膜导入胞中或阴

道
,

以达到清热解毒
、

活血化安
、

软坚散结的治疗 目

的
。

常用于慢性盆腔炎
、

疲
、

外阴炎及妇科手术后腹

膜粘连等病
.

使用方法
:

电极置于外阴 (阳极 )及腰能部 (阴

极 )
.

药液从阳极导入
,

电流为 5 ~ 10tn A
,

持续 20 分

钟
,

每日一次
。

疗程视病情而定
。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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