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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对中医辨证治疗妇科月经不调的临床疗效进行分析。方法：选取某院妇科2019年10月

-2020年10月期间所收治的80例月经不调病患为对象,以就诊顺序将该例病患平分两组,每个小组均40

例。常规组实施西医治疗,研究组则以西医治疗基础配合中医辨证法治疗,观察两组疗效。结果：与常规

组相比,研究组病患临床疗效显著,且发生不良反应几率较低,组间的数据差异性统计学意义存

在,P<0.05。结论：在西医治疗基础上配合中医辨证的治疗法,对于妇科的月经不调疗效显著,不良反应

少,应用价值突出,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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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Talk on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reatment of Gynecological Irregular 
Menstruation 
Hanyu Zhao 

[Abstract] Objective: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icacy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n treating gynecological 

irregular menstruation. Methods: Select 80 patients with irregular menstruation who were admitted to the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in a hospital from October 2019 to October 2020 as subjects, and divide the patients 

into two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order of treatment, with 40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vention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research group was treated with the basis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curative effect of the two groups was observ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the 

conventional group, the patients in the study group had a significant clinical efficacy and a lower probability of 

adverse reactions. There wa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data between the groups, P<0.05. Conclusion: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combined with the treatment of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it 

is effective for gynecological irregular menstruation, with few adverse reactions and outstanding application 

value. It is worthy of clinical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Key words] TCM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treatment;gynecology;irregular menstruation;clinical efficacy 

 

月经不调是一种妇科育龄期女性较

常见的临床病症,主要是指月经周期紊

乱,经量异常,长此以往,易导致患者机

体内性激素分泌异常,对其生育功能和

生殖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因此临床上需

针对月经不调予以积极治疗。西医上对

月经不调患者的治疗主要是以药物治疗

为主,通常是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采用

雌激素和孕激素改善患者的内分泌情况,

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患者的症状。但使

用西药治疗时通常需要长时间用药,这

样会导致患者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

并且会给患者带来较大的经济负担。中

医上认为月经不调属于崩漏和经期延长

等范畴,其主要是因为患者在经期前后

气血充盈容易受到外邪入侵,导致血液

瘀阻于下腹,从而引发腹痛的情况,因此

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需要以调整气血和

祛瘀补血的方式为主。 

相关研究表明,临床上使用西药治

疗月经不调患者的疗效相对较差,中医

在治疗月经不调方面具有较好的疗效。

因此为深入研究关于妇科月经不调的

中医辨证法临床治疗疗效,此次临床实

验观察研究选取某院2019年10月-2020

年10月期间妇科所收治80例月经不调病

患为对象,分别给予西医治疗与以西医

治疗基础配合中医辨证法治疗,现报道

如下： 

1 一般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选取某院妇科2019年

10月-2020年10月期间所收治80例月经不

调病患为对象：研究组的病患年龄区间范

围20-37岁,平均的年龄(21.32±3.25)

岁；常规组的病患年龄范围21-36岁,平均

的年龄(22.50±3.38)岁；所有的病患、

家属们均知晓、应允此次临床试验观察,

同意书已签署。两组病患资料间的差异无

统计意义,可比性存在,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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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方法。常规组实施西医治疗：月

经后第5d给予雌激素补佳乐口服治

疗,2mg/d,持续治疗20d；口服补佳乐最后

5d,给予黄体酮肌肉注射治疗,20mg/d,20d 

即为1疗程,持续治疗1疗程； 

研究组则以西医治疗为基础配合中

医辨证法治疗,主要是依据病患中医体

质做好辨证的分型： 

(1)气滞血虚类型。临床表现：经期

延后、小腹胀痛、色淡、面色苍白。针

对该类型病患,需采用调经的活血片、妇

科的回生丸子予以调经治疗；(2)血淤类

型。临床表现：经量较少、呈暗红色、小

腹胀痛、存在血块、血块排除之后腹痛

明显减轻。针对该类型病患,需采用益母

膏、复方的益母草青予以调经治疗；(3)

血寒类型。临床表现：经量较少、经期

延后、小胶冷痛、呈暗红色,存在血块。

针对该类型病患,需采用补中的益气丸、

艾附的暖宫丸予以调经治疗；(4)血热类

型。临床表现：经量较多,质粘稠呈深红

色或鲜红色等。针对该类型病患,需采用

益母草与加味的消炎丸调经治疗。 

1.3观察指标。(1)比较分析两组临

床疗效。(2)比较分析两组不良反应。 

1.4统计法。通过spss20.0软件系统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数据计数的资料用

x2计作算检验,t值对计量的资料作计算

检验。P<0.05,证明组间的数据差异统计

学意义存在。 

2 研究结果  

2.1比较分析两组临床疗效。经过比

较分析两组临床疗效可了解到,与常规

组相比,研究组病患临床疗效显著,组间

的数据差异性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详如表1。 

2.2比较分析两组不良反应。经过比

较分析两组不良反应可了解到,与常规

组相比,研究组病患发生不良反应几率

较低,组间的数据差异性统计学意义存

在,P<0.05,详如表2。 

3 讨论 

月经不调又被称之为月经失调,以

出血量与月经周期异常为主要的临床症

状表现,且还会伴有着经期前及经期时

腹痛与全身性症状表现,发病原因可能

与功能异常或器质性的病变有着密切联

系,严重者会诱发不孕不育症,对女性身

体健康威胁较大。月经不调发生与患者

饮食、生活习惯以及情志有着直接的相

关性。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生活节奏及

饮食习惯等的变化,女性发生月经不调

的几率不断上升。患者在发生月经不调

后会出现月经周期和月经量的明显变化,

并且会伴有经期腹痛的情况,导致其正

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相关研究表明,

月经不调的发生可能还与患者的其它一

些疾病相关,其中宫外孕、生殖道感染、

人工流产和生殖系统肿瘤等均可导致患

者发病。相关研究表明,月经不调患者长

时间未得到有效治疗时将很容易导致其

机体正常功能受到影响,导致其出现早

衰和闭经等情况,因此在其发病后应及

时给予其有效的治疗。 

月经不调会直接影响患者生活和

工作,甚至会引发不孕。西医的临床治

疗以雌激素、孕激素调节内分泌治疗为

主,但患者治疗过程中容易引发不良反

应,治疗疗效也并不理想,长时间治疗

也会降低患者依从性,同时增加患者经

济负担。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与患者气

血不和、冲任失调、肝肾亏虚等因素相

关,中医辨证论治能够对疾病辨证分型,

能够针对患者不同的证型针对性治疗,

提升治疗的有效性,减少药物治疗的副

作用。 

中医辨证法认为,由于气血不和所

引起冲任失调,会伴有着血热活气虚等

临床症状表现。女性的月经不调主要包

含着气滞血虚类型、血淤类型、血寒类

型、血热类型等,不同疾病类型,有着不

同的临床症状表现,需给予分型对症治

疗。艾附的暖宫丸,有着暖宫调经、补血

理气之功效；补中的益气丸,内含当归、

炙甘草、党参、炙黄芪等中药主料,且还

包含大枣、生姜等辅料,具有和补中益气

之功效；益母草膏,具有着化瘀生新、养

血调经之功效。 

目前在妇科临床上针对于月经不调

症治疗方法以中医、西医两种治疗方法为

主,在西医治疗方面主要是以雌激素与孕

激素联合治疗为主,以对病患内分泌整个

系统起到调节作用,但实际治疗期间极易

发生各种不良的反应,且长期治疗会增加

病患及其家属经济上的压力。 

辨证施治是中医治疗月经不调的

主要原则。有研究者根据患者的实际情

况,将月经不调分为以下类型：一是,

月经量多提前；二是,月经量少提前；

三是月经推后与其他症状。一些研究者

通过中药治疗与西药治疗的比较分析,

分析中药治疗的临床效果。在中医辩证

施治应用于女性月经不调的治疗后,医

护人员可以根据患者的生理特征与疾

病程度,对疏肝活血、补脾补血和调理

气血冲任的方法进行应用。逍遥丸、八

珍益母丸和右归丸等药物是月经不调

治疗过程中的常用中药材。一些研究者

在对中医辩证论治方法与临床常规治疗

方法进行分析以后,发现中医治疗手段具

有提升治疗总有效率的作用。并且中医辨

证施治的临床疗效已经得到了现代医学

研究领域的肯定。 

经此次临床试验研究可表明,与西

医治疗相比,以西医治疗为基础配合中

医辨证法治疗方案下,病患临床疗效显

著,且发生不良反应几率较低,证明了以

西医治疗为基础配合中医辨证法治疗方

案对于妇科的月经不调症临床疗效显著,

副作用小。 

表 1 比较分析两组临床疗效[n(%)]

组别 n 有效 显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40 17(42.50) 22(55.00) 1(2.50) 39(97.5)

常规组 40 7(17.50) 25(62.50) 8(20.00) 32(80.00)

X² 5.171

P ＜0.05

表 2 比较分析两组不良反应[n(%)]

组别 n 腰腿困乏 乳房胀痛 腹痛 总发生率(%)

研究组 40 1(2.50) 2(5.00) 1(2.50) 4(10.00)

常规组 40 4(10.00) 5(12.50) 4(10.00) 13(32.50)

P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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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分析中西结合治疗创伤骨科疾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某院在2019年7月～2020年7月

期间收治的116例创伤骨科疾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分成观察组和对照组,各58例。对照组采用常规西医治疗

方式,即常规手术钢板内外固定、换药、牵引等；对观察组患者进行手术治疗后,结合中药进行综合治疗。

结果：创伤骨科疾病患者通过应用中西结合治疗方式,在消肿止痛效果、软组织修复以及骨折愈合时间上均

优于常规西医治疗方式。结论：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对创伤骨科疾病患者进行治疗,能够有效地促进

患者创口消肿止痛效果的改善、软组织的修复以及骨折的愈合,其疗效显著,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 中西结合；治疗；创伤骨科疾病；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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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treating traumatic orthopedic 
diseases 

Zixuan Wu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linical effect of combined Chinese and Western treatment on trauma and 

orthopedic diseases. Methods: A total of 116 patients with trauma and orthopedic diseases admitted to a hospital 

between July 2019 and July 2020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observation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with 58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namely, conventional surgical steel pl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ixation, dressing change, traction, etc.;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surgery and combined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Results: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for patients with trauma 

and orthopedic diseases was superior to conventional western medicine in terms of swelling and pain relief, soft 

tissue repair and fracture healing time. Conclusion: The combined trea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wound swelling and pain relief, soft tissue repair and fracture 

healing, and its curative effect is significant and it is worthy of popula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Keywords] Combin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Treatment;Traumatology and Orthopedics Diseases;Clinical 

Efficacy 

 

创伤骨科疾病主要表现为骨折、膝 关节损伤、足部骨折、骨盆骨折为主, 另有骨不连、关节损伤、肩关节损伤等。 

综上所述,对于妇科月经不调症临

床治疗而言,在西医治疗基础上采取中

医辨证法治疗,临床应用疗效较为突出,

值得在妇科月经不调症临床治疗上的推

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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