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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7章，分别阐述了妇科临床方剂学的概念、发展概况，简述其分类、剂型等，着重探讨妇科方
剂与治法、病证、中药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特点、组方规律，介绍古今名家治疗妇科疾病的用药特色
和经验。
为了方便临证实用，突出中医辨证论治特色，采用病、证(症)结合的方法对方剂进行分类，以妇科经
、带、胎、产、杂五大类疾病为主线，根据所属疾病证型，以疗效为前提和原则，分别精心遴选、编
录古今有效代表方剂正方409首，类方192首。
详细阐述了常见妇科疾病的发病机制、治疗原则和方法、用药规律和禁忌等。
既注重介绍、分析每首方剂的理论独特性、系统性，又重点根据中医妇科学对女性生理、病理特点的
基本认识，阐述具体方剂配伍用药的特色及临床实用性。
对一方可治多种不同病证者，为探索其在不同病证中的应用规律和治疗机制，则将该方分列于不同病
或证之下，分别论述。
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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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不但许多医家创制了不少妇科新方新药，提高了临床治疗水平；而且有专家潜心探讨妇科处
方用药规律及方剂特色，对妇科方剂进行理论总结；更有学者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与方法，对妇科专方
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进行临床及实验研究，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从而使妇科方剂学的研究进入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期。
三、方剂分类方剂的分类，历代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有以病证分类者、以病因分类者，亦有以脏腑分类者、以治法（功能）分类者、以组成分类者等。
但妇科临床方剂以按病证、治法分类较多见。
（一）按病证分类以病证分类者，首推《五十二病方》。
该书按以病统方的体式，将283首医方，分载于包括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在内的52类疾病中。
但所载方剂组成简单，用量粗略，且部分病名、药名无从查考，故现已基本不具.临床指导意义。
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也是以病证归纳方剂。
其《金匮要略》一书，首次明确地将妇科疾病分为妇人妊娠病、妇人产后病、妇人杂病等类，并根据
病证列出方药。
其后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宋代《妇人大全良方》、清代《竹林女科证治》、《傅青主女科
》、现代《男女科5OOO金方》等，虽分类或略有不同，但基本精神则一。
这种分类方法，便于临床以病索方，是以颇具实用性。
（二）按治法（功能）分类方剂的功用与其所体现的治法是一致的，故方剂以治法分类，是在早期功
用分类法的基础上逐渐发展成熟的。
受唐代陈藏器按功用归纳药物为“十种”的分类方式影响，宋.赵佶著《圣济经》仅于每种之后加一“
剂”字，形成方剂相应的分类名称；金。
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药方论》中进一步明确道：“制方之体，宣、通、补、泻、轻、重、涩、滑、燥
、湿十剂是也。
”至此，方书理论上常有“十剂”之名。
不过，从实际情况来看，历代真正据此分类方剂者却为数极少。
明.张介宾鉴于“古方之散列于诸家者，既多且杂，或互见于各门，或彼此之重复”，而主张“类为八
阵，曰补、和、攻、散、寒、热、固、因”。
清?汪昂著《医方集解》开创新的功能分类法，分方剂为补养、发表、涌吐等22剂。
由于其分类方法概念明确，切合临床用药实际，故后世较多方书，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的各版方
剂学规划统编教材，大率沿其分类方式增改以成。
何国樑编著《实用妇科方剂》一书，则根据妇科病证特点进行功能分类，分妇科方剂为调经、止带、
种子安胎、育胎保产、杂病调治五大类，并于每类下又分补肾养阴、清热凉血等小类。
这种分类方法，显然有助于初学者较快把握方剂基本特征。
　　四、常用剂型　　剂型是根据不同的药性和治疗需要，将药物加工所制成的一定的制剂形式。
随着医药的发展，历代医家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创造了多种剂型，常用者除汤、丸、散、膏等传统
剂型外，还有近代发展的针剂、片剂、冲剂、颗粒剂、糖浆剂、浸膏等。
特别是那些既便于临床使用、又有利疗效提高等新的剂型，在临床实践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它们代表了中药剂型发展的趋向。
治疗妇科病证的常用剂型可分如下类型。
　　1.汤剂系将药物混合加水浸泡一段时间，再用水煎煮后，去渣取汁，所得液体剂型。
汤剂的特点是易吸收，发挥疗效快，且便于加减使用，能较全面、灵活地照顾到每个患者或各种病证
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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