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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盆腔炎性疾病是指女性上生殖道的一组感染性疾病,炎症局限于一个部位,也可同时累及几个

部位,以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炎最常见[1]。多发生在育龄期女性。如果盆腔炎性疾病治疗不彻底,就会

出现盆腔炎性疾病后遗症,从而导致不孕、宫外孕、盆腔慢性疼痛等情况,严重影响女性生殖健康。在《中

医妇科学》“妇人腹痛”一节指出,“妇女不在行经,妊娠及产后期间发生小腹或少腹疼痛,甚则痛连腰骶

者,称为妇人腹痛,亦称妇人腹中痛”[2]。此即类似于西医学的盆腔炎、子宫颈炎、子宫肥大症及盆腔瘀

血等症引起的腹痛。因此现在临床上以“妇人腹痛”来作为盆腔炎性疾病(PID)的中医病名[3]。目前针

对PID的治疗主要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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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refers to a group of infectious diseases on the female reproductive tract, 

inflammation is limited to one part, can also involve several parts at the same time, salpingitis, salpingoovariitis is 

the most common. It mostly occurs in women of childbearing age. If th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s are not 

treated in time and thoroughly, the sequelae of th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s can occur, leading to infertility, 

ectopic pregnancy, chronic pelvic pain and other conditions, and have a serious impact on women's 

reproductive health. In the "gynecolog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omen abdominal pain" section 

pointed out, "women are not in menstruation, pregnancy and postpartum during the lower abdomen or less 

abdomen pain, even pain even lumbosacral, called women abdominal pain, also called women abdominal pain". 

This is similar to the western medicine of pelvic inflammation, cervicitis, uterine hypertrophy and pelvic blood 

stasis and other diseases caused by abdominal pain. Therefore, now clinical "women abdominal pain" as a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PID) name. At present, the treatment of PID mainly adopts integrated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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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盆腔炎作为女性常见疾病,其主要临床症状表现为下腹胀

痛、白带异常、分泌物增多、月经不调甚至继发不孕症。PID

的诱因大多为感染,我们可以从中医、西医两个方面论述[1]。中

医方面,盆腔炎症性疾病常见于产后、流产后、宫腔内手术后,

或是经期卫生保健不当的情况下,引发邪气侵袭,积聚于冲任及

胞宫脉络,与气血相互作用,邪正交错,导致发热疼痛。如果邪气

强盛,则可能导致腐肉酿脓,进而发展为急性腹膜炎,严重时甚

至可能引发感染性休克[3]。西医方面,即包括内源性病原体、外

源性病原体、其他支原体以及下生殖道感染、宫腔内手术操作、

邻近器官炎症、性活动和性卫生不良等易感因素[4]。鉴于本病

在初期表现较为隐匿,部分患者未能及时实施有效的治疗策略,

进而导致病情加剧且难以痊愈,对患者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并降低了生活品质。 

2 诊断标准 

依据患者既往史、不洁性生活史、其他生殖道炎症病史等,

再结合症状、体征和化验结果,作出初步诊断。盆腔炎性疾病的

临床表现和体征存在差异,故临床上通常以“三标准”来判断[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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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最低标准：宫颈举痛,子宫压痛或附件区压痛；特异性标准：

子宫内膜活检组织提示子宫内膜炎,阴道超声或者MRI[6],观察

到存在输卵管积液,输卵管明显增粗,并有输卵管卵巢肿块,伴

随或不伴随有盆腔积液、输卵管卵巢肿块[7]；腹腔镜诊断可以

发现PID症状(如输卵管表面明显充血；输卵管壁水肿；在输卵

管的外口或者是胚囊表面,可以观察到脓性分泌物[8]。附加标

准：阴道分泌物中发现大量白细胞,宫颈及阴道发现脓性分泌物

并产生高热症状；衣原体或宫颈淋病奈瑟菌呈阳性,血清C反应

蛋白水平提高；红细胞沉降率增高；体温高于38.3℃。 

3 盆腔炎性疾病的治疗方法 

针对盆腔炎性疾病的治疗方法,我们可以分为西医治疗、中

医治疗(内、外)、中西医结合治疗[9]。 

3.1西医治疗 

西医治疗分为门诊治疗、住院治疗和手术治疗。门诊治疗

主要依赖药物治疗,针对症状轻微、一般健康状况良好且具备随

访能力的患者[10]。住院治疗主要针对有盆腔腹膜炎；患者病情

普遍较差,病情较重,伴有发热、恶心、呕吐症状者；输卵管卵

巢出现脓肿；门诊治疗无效病人。常用的配伍方案有：头霉素

或头状物孢霉素类喹诺酮类药和甲硝唑联合方案,青霉素类四

环素类药联合方案。克林霉素与氨基糖苷类药物的联用建议。最

后选定的抗菌药物物治疗方案要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权衡,如有

效性、药价、病人依从性等。以及对药物的敏感性等等,以求达

到个体化的目的[11]。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采取手术治疗的

方式。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包括：脓肿破裂、药物疗效不佳、持

续性脓肿存在。可采取的手术方式包括经腹或腹腔镜手术,而手

术的主要目标是切除病灶。西医治疗的优势在于其效果迅速,

能够迅速缓解病症,但是其缺点在于只能治标不治本。长期应用

可能引发耐药性、二次感染、持续使用导致病灶残留从而降低

患者免疫力、增加复发风险等问题。 

3.2中医治疗 

中医方面治疗以辨证论治为特点,遵循同病异治原则。具体

治疗包括了中药汤剂、中成药、中药饮片等内服方法外,还包括

了外用给药(灌肠、外敷、栓塞、熏洗、电离子导入等)、针灸

推拿等方法[12][13]。其治疗方式简便易行。疗效确切,治疗彻底,

廉价高效,无耐药性,关键能使复发率明显降低。 

3.3中医内治法 

中医内治法是一种常见的治疗手段,其通过口服中药、中成

药、中药饮片等方式达到病变部位,并发挥治疗效果。女性腹痛

主要病理机制是：冲任虚衰,胞脉失养,不荣则痛；当人体冲脉受

阻,导致气血运行不畅时,就会引发疼痛。根据这种病机证型分为

以下几个证型[14],具体证型方药如下：热毒壅盛证选用五味消毒

饮合大黄牡丹汤加味[15]；湿热瘀结型采用仙方活命饮减,一般加

败酱草、薏苡仁、土茯苓[16]；针对寒湿凝滞型的情况,可以采用

少腹逐瘀汤进行治疗,并在其中加入苍术和茯苓。姚奏英等临床

观察表明,花红片、妇科千金片对PID的治疗效果很好[17]；任守凤

采用妇科千金胶囊口服方式进行治疗,总体疗效为86%[18]。 

3.4中医外治法 

通过外用给药(如灌肠、外敷、栓塞、熏洗、电离子导入等)

来实现治疗效果的一种方法。其剂量低、效果显著、起效迅速、

不易产生耐药性、持久效果、能有效避免肝脏的第一关效应以

及胃肠道的反应,从而减少毒副作用,患者易于接受[19]。石玲等

人通过临床研究观察,发现二联疗法(中药与直肠给药联合)、三

联疗法(中药口服、直肠给药配合离子导入或针灸推拿)对PID

的显著的疗效[27]。在临床实践中,黄丽、王丽等人发现,结合中

医特色护理(如理疗灯、中药足浴)以及中药外敷治疗的方法,

对于盆腔炎性疾病患者具有较好的疗效。 

3.5针灸推拿 

针灸推拿是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的

效果,利用推拿手法调整阴阳、调节脏腑达到治疗效果,治疗盆

腔炎性疾病,我们需要选择能够止痛活血、温经通络的穴位[20]。

王丽、黄丽等通过临床实验观察发现,针对不同病变处使用不同

的推拿方法进行护理能够促进药物的吸收,加快身体血液循环。

田甜、季萍等通过临床实验观察发现,将将元胡、川芎、附子、

丹参等药物做成药饼,熏灸女性病人的腹部、背部等穴位,或在

女性病人的子宫穴、气海穴、中极穴、关元穴、中脘穴等处施

针,效果显著[21][28]。 

3.6中西医结合治疗 

是依据中医辨证和西医辨病的思维方式提高全身和局部的治

疗,实现辨证和辨病的有机结合；在急性阶段,西医治疗成为主要

手段,而在缓解期,中医疗法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治疗方式能

够显著提升疗效[22]。在缓解症状、增强治疗效果、降低复发风险

等方面,该方法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在治疗过程中未观察到明

显的不良反应。纪肖容针对盆腔炎患者采取抗生素联合应用,并辅

以中药治疗的策略,其疗效达到100%,远超单一西医治疗组

(88.89%)[23]。根据顾春红的研究,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PID

的疗效达到94%,这一数值高于单独使用中药或西药治疗组(85%)。

在李长萍的研究中,对慢性盆腔炎患者进行了联合治疗,包括左氧

和甲硝唑的使用。此外,采用腹部塌渍、中药保留灌肠以及艾灸(雷

火灸)作为辅助治疗方式[24][29]。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治疗方式能够

有效改善患者的症状。针对慢性盆腔炎患者,刘秋萍采用了头孢、

贴敷、理疗等多种综合治疗手段,从而取得了显著的疗效[25]。 

4 总结 

中西医结合治疗PID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值得注意的

是,中医讲究辨证施治,根据症状的特点需要对症下药。但是,

目前虽然有针对不同PID分型的药物可以使用,但并不是所有的

病人都可以覆盖[26]。同时随着环境和饮食变化,PID的病机和病

程也随之产生。因此现有的药物制剂还不能完全适应临床需要。

中西联合治疗PID的优势就是可以针对不同的病情和病因,以便

事半功倍[30]。此外,在今后的临床实践中,中西医结合治疗盆腔

炎性疾病应继续受到重视,并为患者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治疗选

择,改善其生活治疗[31]。同时,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以

完善治疗方案,提高疗效[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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