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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云天万里路 代有玉树芝兰人
———中医妇科学 50 年发展成就史

宋卓敏

天津设卫开埠虽仅 ６００ 年，但因地处京畿，水陆

交通便利，工商业繁荣，人文荟萃，名医云集，为中医

药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名医辈出，尤其中医妇科执全国之牛耳。而今天津中

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仍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发

展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卫生部临床药品研究基

地，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基地，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妇

科专业委员会的挂靠单位。
１ 发展概况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科由天津中医药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一附院）妇科、天津中医药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二附院）妇科、天津中医药研究院妇科

研究室组成。
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科规范化的建设随

天津中医学院 １９５８ 年成立而创建。由天津中医药大

学首任院长、著名中医妇科专家哈荔田教授领导，顾

小痴、王敏之、严毓芝、丁蔚然等分别担任一附院、学
院妇科教研室、二附院的妇科主任，并亲自任教，这

些享誉全国及天津市的名老中医为中医妇科学的课

程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１９６９ 年妇科教研室随学

院外迁至河北新医大，１９７８ 年以王敏之为主任的教

研室随学院的恢复而重建，１９９１ 年因临床课教学改

革分至一附院、二附院。中医药研究院妇科研究室则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哈荔田为首任研究室主任，哈孝贤

继任之，致力于中医妇科文献、临床及基础研究。
韩冰、哈孝贤、赵藕善、张吉金、吴高媛、沙明荣、

刘永志、董淑芹、萧美茹、金季玲、宋卓敏、王玲等名

老中医作为第二代、第三代学科带头人、课程负责

人、学科骨干不断丰富教学内容，注重教学改革和教

材建设以及中医妇科基础与临床基础的科学研究，

在几代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天津打下了深厚良好的

医疗基础，奠定了在全国中医妇科的临床科研地位。
近年来又由王喆、夏阳、宋殿荣等先后担任学科带头

人、课题组负责人。
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专业委员会（妇委会）一直

挂靠天津中医学院，自 １９８４ 年起至 １９９６ 年止，历时

１２ 年之久。哈荔田、戴锡孟先后任主任委员，韩冰、
哈孝贤任副主任委员、委员。期间在天津、成都、福建

等地召集举办了 ６ 届全国中医妇科学术交流会。
１９８４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１２ 月 ２ 日在天津宾馆举行的

会议，非常热烈、隆重，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时

任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发来贺信，时任天津市市长

李瑞环亲自到会祝贺。与会代表 １１４ 人，既有学术造

诣较深的老专家罗元恺、何子淮、蔡小荪、刘敏茹等，

又有在中医妇科上崭露才华的中青年骨干如：现任

湖南中医药大学校长的尤昭玲、浙江名医何嘉琳等。
会议不少论文在妇科基础理论方面提出新见解。会

议成立了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妇科委员会。由哈荔田

教授任主任委员，由罗元恺、蔡小荪、高金亮教授任

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拟定了将全国 ２９ 个省市自治

区按地区划成 6 片开展学术活动，筹办《中医妇科通

讯》，出版《中医妇科杂志》，完成共两届学术交流会

的《学术论文汇编》。
１９９１ 年后，由吴高媛任秘书长。妇委会在组织

举办全国性学术会的同时，组织地方召开妇科学术

会 １８ 次；对妇科常见病、多发病，如崩漏、痛经、不孕

等，进行“中医妇科病名统一规范及诊断疗效标准”
的科学研究工作；成立全国性的妇科单方验方收集、
整理小组，编写成《中医妇科验方选》；在湖北中医学

院举办了全国中医妇科急症学习班；成立了中医妇

科古籍整理筹备小组，组织汇编“历代医籍妇科论著

丛书”工作。妇委会老师们做了大量工作，为全国中

医妇科学术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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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年 ６ 月成为世界中医药联合会妇科专业

委员会挂靠单位，韩冰教授任会长，标志着本学科在

世界中医妇科界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主持召

开了两届世界中医妇科高级论坛会，来自国内外的

学者就当前中医妇科的临床基础研究、临床疑难病

症的诊治关键问题交流观点，提出新见解，推动了世

界中医妇科学术的发展。
目前，本学科组技术、师资力量雄厚，现有研究

员 ３ 名，正主任医师、教授 １２ 名，副主任医师 １４ 名。
学科不仅有老一辈的全国著名的妇科学带头人韩冰

教授、哈孝贤研究员，中医、中西医结合专家萧美茹、
金季玲、王喆、宋卓敏、王玲、杨静教授，更有年富力

强的新一代中医、中西医结合妇产科带头人宋殿荣、
夏阳、赵志梅、夏天、王建玲等主任、副主任医师；博

士生导师 ４ 人，硕士生导师 ７ 人。学科学术梯队结构

合理，整体实力较强，保证了学科学术的向前发展。
中医妇科学科组经过 ５０ 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学

校优秀人才培养的基地。学科组有 ２ 名教授成为国

务院授衔专家，１ 人曾为全国政协委员，１ 人成为国

家名老中医药学术继承人，１ 人成为世界中医药联

合会妇科委员会会长、１ 人成为常务理事、２ 人成为

理事，１ 人成为中华中医药学会妇科分会常务委员、
１ 人成为委员。

中医妇科学课程的建设与科研、临床的蓬勃发

展，为妇科学位点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医妇科

学于 １９８２ 年经过国务院学位办批准开始具有硕士

学位授予权，１９９８ 年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中医妇科学课程建设及科研、临床的发展亦为

本学科建设奠定了基础。１９９２ 年被确定为卫生部妇

科临床药理基地，１９９９ 年被科技部批准为中药临床

评价基地，１９９６ 年被批准为天津市卫生局重点专

科，２００１ 年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为重点发展学

科，２００５ 年中期检查成绩优秀获全额资助，２００７ 年

顺利通过终期验收，２００６ 年被批准为第一批天津市

中医中西医结合专科基地，２００７ 年被批准为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
本学科自被批准为重点发展学科以来，在学校

各级领导大力支持及妇科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下，

积极开展学科建设工作，继承和发扬中医妇科学术

与临床优势，多方位引进现代医学前沿理论和技术，

实现中医药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创建了医、教、研
相结合的良好的工作体系，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获得

了丰硕成果，在全国中医妇科界享有盛誉。

２ 科学研究方面

２．１ 中医药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研究 中医药

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机制研究是以韩冰教授领衔

的团队多年来的主要研究方向，韩冰教授将中医传

统理论与现代医学研究相结合，提出离经之血当行

不行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发病条件。瘀血内停是发

病的病理基础，癥瘕形成是病理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瘀久挟痰，渐成癥瘕”是基本病机特征，制定了“活
血化瘀，软坚散结”治疗大法。并运用现代研究技术，

首创建立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填补了国内空白；揭

示出中医药对机体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非线

形整体调节的作用机制；建立了子宫内膜异位症规

范的治疗方案，其分子、基因水平的机制研究在该研

究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有效制剂妇痛宁颗粒，已转

让岐黄药业，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本研究方向先后承担了省部级等科研课题

５项，其中“活血化瘀，软坚散结法对子宫内膜异位

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的整体调节作用”项目，

获 ２００４ 年天津市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技进步三等奖。
培养博士研究生 ５ 人，硕士研究生 １８ 人，发表

相关论文 ３３ 篇。
２．２ 卵巢功能失调性疾病的研究 通过对月经不

调、围绝经期综合征机制与治法的研究，进一步探讨

中药对女性性腺轴及其旁分泌腺的调节作用机制，

使中医学对肾、天癸、冲任、胞宫的理论认识提高到

现代中医妇科学的水平，运用中药调整下丘脑—垂

体—卵巢—子宫功能，建立中医妇科内分泌学，先后

承担了 ２ 项国家科技攻关课题和 ４ 项省市级课题、
３项局级课题。

１）科技部“十一五”支撑计划“中药治疗盆腔子宫

内膜异位症的临床与疗效评价”（２００６ＢＡ１０４Ａ１７）。
２）国家科技“十五”攻关课题“妇女更年期综合征中

医证治规律研究”（２００１ＢＡ７０１Ａ１９），２００３ 年通过国

家科技部验收。３）国家科技“十五”攻关课题“绝经期

综合征中医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研究”。４）国家中医药

管理局资助课题 “冲任失调与卵巢局部调节因子网

络在卵巢早衰发病中的相关性研究”（０６－０７ ＪＱ０７）
在研课题。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资助课题“益肾软坚

法治疗子宫内膜腺囊型增生性功血临床观察和机制

研究”，已通过市科委鉴定。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

点项目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痛经宁颗粒对原发性痛

经患者子宫雌、孕激素受体的影响”（９７Ｚ００２）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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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发性痛经的证候特征及相应治则的细胞分子层

次的生物学基础，获 ２００６ 年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

奖。７）天津市科委资助课题“中药强骨丹对去卵巢大

鼠骨质疏松症防治作用的实验研究”（９９０５３９），已通

过验收。８）天津市科委资助课题“中药功（更）血宁

Ⅰ、Ⅱ号冲剂治疗功血的临床研究”，已通过市科委鉴

定。９）天津市卫生局资助课题“中药功血宁Ⅰ、Ⅱ号

冲剂的实验研究”（９７０１４）。１０）天津市卫生局中医、
中西医结合科研基金资助课题 “一叶合方对更年期

抑 郁 症 中 枢 单 胺 类 神 经 递 质 及 其 受 体 的 影 响”
（２００５００２）。
２．３ 不孕症的研究 不孕症是中医药治疗的传统

优势病种，该研究注重将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相结

合，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中医药治疗在助孕、安胎方面

的作用机制，同时及时将科研成果应用于临床，显著

提高不孕症患者的妊娠率。
研究以子宫内膜容受性、黄体功能不全及免疫

性不孕三方面为关键点，对中医药的治疗机制、方剂

的配伍优化以及安胎药的用药安全性等方面进行了

一系列有益的探索。同时，对妊娠期用药的有效性、
安全性进行系统、科学的论证，确立相应的关键技

术，建立了“评价妊娠期应用中药有效性、安全性研

究技术平台”，为妊娠期应用中药的安全性研究工作

打下基础。本研究方向承担了省部级科研课题 ３ 项。
包括科技部行业专项 “妊娠期应用中药安全性评价

的关键技术”（２００７１１）。
２．４ 中医药治疗妇科肿瘤的研究 针对妇科常见

病子宫肌瘤、卵巢囊肿，由哈荔田、哈孝贤领衔的科

研团队在国内首先开展了中医药治疗子宫肌瘤、卵
巢囊肿的临床研究（市科委课题），研究遵循辨证论

治的原则，应用中药汤剂，进行大样本的治疗观察

（４００ 余例患者），对子宫肌瘤的病因病机和治疗机

制进行深入探讨后，确定具有广泛意义的证型，筛选

有效方药，研制成“肌瘤丸”。该药补益脾肾，软坚散

结，祛瘀涤痰，经临床 ３８４ 例临床观察，痊愈率为

３１．７７％，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７％。研究成果填补国内外

空白。取得了可观的经济、社会效益，并获得了天津

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在“卵巢囊肿冲剂治疗卵巢囊肿的临床研究”

中，指出了本病属中医之“窠囊”病，由痰瘀互结于经

络、积久形成的学术观点。在治疗上，提出了“涤痰通

络，破瘀消癥”的治疗法则，通过大量前期工作，研制

成卵巢囊肿冲剂。该药配方独特，法度严谨，用药别

具特色，疗效显著。临床对 ３１４ 例卵巢囊肿患者进行

疗效观察，痊愈率为 ７３．８９％，总有效率达 ９４．９１％。
研究成果国内领先，并获得了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
２．５ 妇科炎症的研究 生殖器炎症是妇科常见病、
多发病。该研究充分挖掘中医药传统治疗特色，借助

现代科学技术，拓展了妇科炎症的治疗手段，如经腹

腔镜盆腔局部给药、经宫腔镜输卵管插管疏通给药、
宫腔注药、阴道纳药、中药保留灌肠、离子导入、中药

熏蒸透皮吸收等，取得显著的临床疗效。
１）科技部行业专项“盆腔炎反复发作中医综合

防治方案的规范及推广应用研究”（２００８０７０５８）。２）天

津市教委课题 “阴道泡腾片治疗宫颈糜烂的临床与

实验研究”２００４ 年获天津市科技进步三等奖。３）天

津市卫生局科研基金资助“中药、ＣＯ２ 激光治疗慢性

盆腔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获 １９９４ 年天津市卫生

局科技进步三等奖。
培养博士研究生 ２ 人，硕士研究生 １５ 人，发表

相关论文 ２９ 篇。
２．６ 文献整理与研究

２．６．１ 名词术语规范化研究 在编写 《黄帝内经素

问整理》及《内经词典》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名词术

语规范化研究，规范了 ２００ 多个常用中医妇科名词

术语，并参加了《中医妇科名词注释》审稿工作。
２．６．２ 文献整理研究 创建了较为实用完整的妇科

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收录了 《黄帝内经》、《伤寒

论》、《金匮要略》、《难经》、《经效产宝》、《妇人规》、
《傅青主女科》等医家经典，同时收录了大量现代中

医研究文献，该数据库以关键词为检索途径可查阅

古今中外相关文献。
２．６．３ 著作的编写 撰写了多部经典文献研究与临

床经验总结的著作：《内经妇科辑文集义》、《金匮要

略妇人篇集义》（均由哈孝贤主编）、《哈荔田妇科医

案医话选》、《哈孝贤医文集》、《中国百年百名中医临

床家－哈荔田》、《中医妇科学》、《中医妇科学》（六版

教材）、《中医纲目·妇科》、《中西医诊疗全书·妇科》、
《中医必读·妇科》、《更年期综合征的防治与保健》、
《中西医结合治疗丛书·妇科疾病诊断与治疗》等。
３ 临床医疗方面

本学科临床研究基地有床位 ６２ 张，住院患者年

平均 １ ４００ 人次，年门诊量达 １６ 万余人次（一附院

１２ 万人次、二附院 ４ 万人次、保康医院 １５ ０００ 人

次）。专业人员 ３９ 人（一附院 ２０ 人，二附院 １６ 人，保

康医院：３ 人），４５ 岁以下高级职称 ７ 人（一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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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人，二附院 ４ 人），占 １７．９５％。具有博士学位 ５ 人

（一附院 １ 人，二附院 ４ 人），硕士学位 １２ 人（一附院

５ 人，二附院 ５ 人，保康医院 ２ 人），具有研究生学历

人员占 ４３．５９％。
运用中医药防治妇科常见病、疑难病，将中医辨

证与现代医学的诊断学相结合，开设了妇科化验室，

进行细菌涂片、宫颈刮片、Ｂ 超、宫腔镜等多项检查，

增强对疾病的科学诊断性，提高疗效；引进多种先进

治疗仪器，创造性地与中医药相结合开展疾病的治

疗，如离子导入、微波治疗等。此外，学习吸取现代医

学的各种诊治手段，开展了各种计划生育手术。全科

大部分中医大夫不仅掌握了手术操作技巧，取得了

计划生育手术上岗证，而且能适时应用中医药提高

临床疗效，形成了独特的强大优势，专科专病日门诊

量达 ２００ 人次，年门诊量达 ４ 万人次。
随着门诊量的增加、病种的增多，我们扩大并完

善了病房，收治各种妇科肿瘤，完成各种妇科手术，

如子宫切除术、肿瘤根治术等，充分利用中医药的优

势，采用中西医结合的单元疗法，使患者能如期拆

线、切口Ⅰ期愈合，病愈出院，宫外孕的中药保守治

疗是我科的一大优势，采用中药保守治疗宫外孕患

者，深受患者信赖和好评。
积极开展微创手术，如宫腔镜黏膜下子宫肌瘤

切除术、子宫内膜切除术、腹腔镜下子宫及附件肿物

切除术，在国内率先开展了病灶局部应用中药治疗

与微创技术相结合治疗卵巢子宫内膜异位囊肿，形

成了又一特色，体现了中西医结合的强大优势。
４ 教学方面

本学科组一直承担着天津中医药大学五年制、
七年制、留学生及研究生的妇科教学工作，根据不同

生源类别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突出中医教学特色，

培养具有中医思维模式，适应教学、科研、临床需要

的各层次人才。
教学工作由既有专业理论知识，又有临床经验的

副高级以上医师承担，邀请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传授教

学经验，定期组织观摩课，开展示范教学，对任课教师

进行评估，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形成精品课程。
加强本科生临床实习管理，严格出入科考试制

度，定期安排小讲座，组织教学查房及疑难病历讨

论。创造机会让实习医师实践各项临床技能操作，加

深对医学理论知识的理解，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综

合分析能力，加强实习生的临床技能培养，使毕业生

能迅速适应临床工作。

研究生培养：注重培养学生严谨治学的科研作

风。明确研究方向，关注本学科前沿科学发展动态，

贯注创新意识，加强独立科研能力、临床诊疗技能及

实验技能的训练，善于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使之

成为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多年来，本学科共培养了博士生 １２ 人，硕士生

１０７ 人，在学博士生 ６ 人，硕士生 ４５ 人。多人在本学

科学术界、领导岗位承担重要职务。
５ 积极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

本学科为国家级继续教育培训基地，每年举办

一次全国妇科学术论坛，邀请全国知名专家教授做

专题学术演讲，吸引全国各地学者纷纷参会，充分显

示了本学科在中医妇科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有力

地促进了中医药学术的广泛交流。
每年派出人员参加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紧跟

学 科 发 展 前 沿 ，加 强 对 外 沟 通 与 学 术 交 流。近

５年，本学科有 ４ 人先后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重要

学术报告。
本学科与国外学术机构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协作

关系，在学术交流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曾有多人赴

欧洲中医药研究中心（德国）讲学、医疗。为中医药学

传播到欧洲作出了贡献。
与日本国有限会社伊藤商事、太田福岛综合病

院、浦生病院、京都田边病院建立了医疗合作关系，

与韩国巨林中医药研究院建立了中韩联合妇产科研

究所，与台湾的学会顾问、女中医师学会、中国针灸

学会建立了合作关系，每年互派交流学者数人。
此外，每年还有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医师

前来进修和学术交流，近 6 年来接待各国访问学者、
留学生、进修生 ６６７ 名，扩大了本学科的学术影响。
６ 展望

随着天津中医药大学的晋更，本学科建设将在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天津市政府及校领导的高度重

视和大力支持下得到更加飞速的发展。在韩冰、哈孝

贤等老一代专家的指导下，由新一代多位中医妇科

学科带头人组成了一支结构合理，科学严谨，富有开

拓精神的学术团队。在坚定地继承中医传统理论的

基础上，引进现代医学前沿理论和技术，实现中医药

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为中医妇科学的持续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妇

科组的教师们将为天津中医药大学中医妇科学科明

日的辉煌，贡献绵薄之力。
（收稿日期：２００8－０4－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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