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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中医学对女性生殖脏象的认识

杨鉴冰
�

陕西 中医学院 ��������

提 要 中医学古籍对女性生殖器的解剖术语无 系统描述
，

而 多散 见于各综合 医 籍 中
。

本文将所查

阅到 中医对女性生殖脏象�器�的描述
，

从名称
、

解剖部位
、

形态
、

生理功能等方 面做一 归纳闲

释
，

对建立
、

完善中医学女性生殖脏象�器�的理论
，

充实中医对女性生理
、

病理的认识有一定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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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生殖脏象是中医脏象学说的重要组成部

分
，

也是中医妇科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
。

历代中医

学典籍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生殖器官的解剖术语
，

并

且也有具体部位所指
，

但在普通高等中医院校教材

�中医妇科学》中
，

未能详尽的论及
，

甚至忽略不提
，

自
“

五版
”
�����年出版�教材起才正式把女性生殖

器官解剖编人
，

而
“
六版

”
�����年出版�教材虽做

了进一步补充
，

但仍有不足之处
。

笔者从教近三十

年
，

认为此关乎中医妇科学术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

同时也更当在现代�中医妇科学》教材中
，

确切地表

述中医女性生殖脏象的内涵
，

使继承与发展不失其

本
。

兹将中医对女性生殖脏象�器�从名称
、

解剖部

位
、

形态
、

生理功能等方面的论述做一阐释
，

不妥之

处
，

敬请指正
。

�
�

阴户

名称
�
又称

“
前阴

” 、 “
四边

” 、 “
阴器

” 、 “
产户

”
等

。

属女性外生殖器官的解剖术语
。

“
阴户

”

之名最早见于 《校注妇人 良方 》 �“

登厕

风人阴户
，

便成瘤疾
” 。

川 以后 常做 为外 阴部位的

病证名称冠之
。

如 �医学人 门》 � “
阴户肿痛 不 闭

者
” ， 【‘��外科正宗》也论有 “

阴户忽然肿突作痛
，

因

劳伤血分
�

湿火下流
”
川

。

张景岳�妇人规�中专门

针对产后伤到阴户做了论述
�“
因产伤阴户而肿者

，

不必治肿
，

但调气血
，

气血和而肿 自退
。 ”
���

“
四边

”

一词出现在�诸病源候论 》中 �“
胞门

，

子户主子精神

气所 出人
，

合于 中黄 门
、

玉 门
、

四 边
” 。 【‘ 】 “

前 阴
” 、

“
阴器

”
的提法可谓是外生殖器官�包括男性�最早

的解剖术语
，

故早在�内经》中即屡屡提到 。 《素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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厥论》 �“
前 阴者

，

宗筋之所聚
” ， 【“ �徐大椿 《女科指

要》中对女性外阴肿痛称之 “
前阴漫肿

” 。

��� 《素问
·

热论》 �“
厥阴脉循阴器而络于肝

” 。

基于此
，

后世医

家对男女外生殖器统称为
“
阴器

” 。

傅青主则根据

阴户因产致病者
，

直称
“
产户人风而痛甚

” 。
���说明

上述各名称
，

实指含义是一样的
。

解剖部位
�

指阴道 口 外的上下左右四边
，

包括

大小阴唇及阴前庭外露部分
，

与西医所指的外阴等

同
。 《诸病源候论 》解释到 � “

玉门
，

四边皆解散
，

子

户未安
。 ” �‘�由此可推测

， “
四边

” 、 “
阴户

”
实包括西

医所称外阴中的阴蒂
、

大小阴唇及阴前庭了
。

生理功能
�①排月经

、

带下
、

恶露的出 口 处所 �

②正常顺产时娩出胎儿的终止处 �③合阴阳的出入

门户地 �④防止外邪人侵的关 口 处 �⑤女性生殖器

官疾病检查及治疗外用药物必达场所
。

�
�

阴门

名称
�

又称
“
玉 门

” 、 “
龙 门

” 、 “
产 门

” 、 “
儿 门

” 。

也属外生殖器官的解剖术语
，

相当于处女膜阴道 口

之部位
。

上述各名称
，

在晋隋时代还略有区别
，

有�诸病

源候 论 》 � “
已 产 属 胞 门

，

未 产属 龙 门
，

未 嫁属 玉

门
。 ” �‘�说明 已婚未婚

，

已产未产的不 同 称法
。

随

着对女性生殖器官疾病的认识
，

称
“
阴门

”
的就普遍

起来
，

如 《女科秘要 》上载有 “
胎前 阴门肿

”
���

，

《叶

氏女科证治 》卷二 中列有 “
妊娠 阴门肿

”
之疾���

。

妇人临产时则 称之谓
“
产 门

” ，

《妇人规 》上描述 �

“
儿逼 产 门

，

谷 道 挺 迸
，

水 血 俱 下
，

方 可 坐 草 试

汤
。 ” ����傅青主女科 》在产后编下卷 中也论及 “

产

后起居太早
，

产 门感风作痛
” 【�】 ，

且 因系胎儿产下

的最后出口
，

在难产章节 中多次提到
“
儿死于儿门

之边易辨
，

而死于腹 中难识
” ���

、 “
儿 门大开

，

可 以

手人探取胞胎矣
。 ”
���

解剖部位
�

相当于 阴道 口 及处女膜之处
。

�备

急千金要方》上述 �“
在玉泉下 �尿道 口 �

，

女人人阴

内外之际
。 ”
张景岳进一步阐明

�“
子宫之下有一门

，

其在女可 以手探而得
，

俗人名为产门
” 。

傅青主则

更清楚形容到
�“
妇人儿 门之 肉

，

原 自斜生
，

皮亦横

长
，

实可 宽可 窄可 大可 小者也
。 ” ���可 见

“
阴 门

” 、

“
玉门

” 、 “
产门

” 、 “
儿门

”
等所指的部位是一致的

。

生理功能
�① 是排 月经 、

带下
、

恶露 的最后 出

口 �②正常顺产时胎儿娩出的最后 出 口 �③合阴阳

的出人 口 �④防止外邪人侵的第一道关 口 �⑤女性

内生殖器官检查首要经过之所及阴道
、

宫颈
、

宫腔

手术操作的必经之人 口
。

因
“
阴门

” 、 “

玉门
”
是女性生理功能体现最直观

之处
，

在医学发展过程中
，

对
“
玉门

” 、 “

阴门
”
的区别

也渐取消
，

《备急千金要方 》即述 � “
妇人阴阳过度

，

玉门疼痛
” ，

所指玉门已非特指未婚女子
。 《妇人大

全良方》言 � “

产后阴脱
，

玉 门不闭
” ，

也非针对未产

而语
。

再之
，

由于
“
阴门

”
和

“
阴户

”
的位置直接相联

系
，

因此生理功能表现是一致的
，

并且发病也是相

互关联着
。

如 《医学人门》提到 �“

阴户肿痛不闭
，

寒

热溺涩
” �《外科正宗》有 “

阴户开而不 闭
”
记载 【‘�，

《傅青主女科》中提到 “
白带乃湿盛而火衰

， … … 由

阴门直下
，

欲 自禁 而 不可得也
。 ”

��� 《校注 妇 人 良

方》卷十七产难门中也述到 � “
产后 阴门肿痛

，

寒热

作渴
，

呕吐不 良
。 ”
��� 可 见 阴户

、

阴门二者在发病上

常互称病名
，

而生理功能上也就 自然相互统一了
。

�
�

阴道

名称
�

也称
“
地道

” 、 “
产路

” 、 “
谷道

” 、 “
子路

” 、

“
子道

” 、 “
血路

” 、 “

人道
”
等

，

属女性内生殖器官的解

剖术语
。

早在 《诸病源候论》中就有 “
五脏六腑津气流行

阴道
”
���的论述

，

并且在产后病证 中列有
“
产后 阴

道肿痛候
” 、 “
产后阴道开候

” 。

唐代孙思邀的《千金

要方》 中也 记载 着 “
治产 后 阴道 开 不 闭方

”
的 词

条 〔‘ 】 ，

说明
“
阴道

”
的解剖名称早就为中医学认定

。

对于月经排出的通路
，

要算�内经》论的 “
地道

”
这一

名称最早
，

在�素问
·

上古天真论》中提到 � “
七七任

脉虚
，

太 冲脉衰少
，

天癸竭
，

地道不通
。 ” ���即说 的

是妇女到了 �� 岁左右
，

将进人更年期
，

因此阴道不

排血而绝经了
。

又因阴道是产出胎儿的通路
，

故又

有
“
产路

” 、 “
谷道

” 、 “
子路

” 、 “
子道

”
叫法

。

�济阴纲

目》引陈无择云 � “
产路涩而儿难下

” ，

��� 《校注妇人

良方》言 �“
正产者

，

言怀胎十月
，

阴阳 气足
，

忽然作

阵疼痛
，

胎至谷道
，

浆破血下
，

儿即正产
。 ”
��� 此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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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阴纲 目》卷四 中提及 � “
凡遇产时

，

胞浆即下
，

逾

时尚未分娩
，

便当设计用药逐去恶血
，

使子路通畅

而无难产之患
。 ” �“代陈素庵妇科补解》中言及 �“

由

胞浆来多
，

子道干涩
，

胎不能下也
。 ” 【川可见是针对

分娩时排出胎儿的道路而指
。

那么
“
血路

”
称法则

是对排恶露来论述的
，

《傅青主女科》上即云 �“
产后

业逾半月 … … 即血路 已净
，

而胞胎之损伤未痊
，

断

不可轻于一试
，

以重伤其 门户
。 ” 【�】 “

人道
”
实际也

指阴道
，

只是赋予了专门的生理含义
，

在古籍 中指

的是合 阴阳 的处所
。

如 《傅青主女科 》上 即论到 �

“

妇人有每行人道
，

经水即来… …及有人道之感
，

则

子宫大开
， ” ���言的就是交合之处的阴道

。

解剖部位
�

自处女膜孔
、

阴道 口 向上至宫颈处

的一段管腔
，

呈前短��一 �
���

，

后长���一 ��
���

，

上宽下窄状
，

属女性内生殖器官的一部分
。

生理功能
�①一部分带液生成的场所 �②排带

液
、

月经
、

恶露的通道 �③产出胎儿的通道 �④合阴

阳之处所 �⑤抗御外邪的场所 �⑥女性 内生殖器检

查和进行宫腔内手术必经的途径 �⑦治疗内生殖器

疾病纳药停留之处
。

阴道是女性各生理功能展现的必经通路
，

尤其

是娩出胎儿的道路
，

故分娩致其损伤是常见
、

多发

的
，

因而就有
“
产后阴道肿痛

” 、 “
产后阴道开不闭

” 、

“
产后 阴挺下脱

”
���

、 “
产则子肠先出

” 〔川等病证
，

其

“

子肠
” 、 “
阴挺

”
实指阴道壁损伤膨出之症表现的病

理状况
。

�
�

子门

名称
�

也称
“
子户

” 、 “

胞门
” ，

属内生殖器的解剖

部位术语
。 “
子门

”
一词出现的很早

，

且论述的就是

女性子宫上长肿块的发病原因与
‘，�子门

”

生殖器官

有关
。

如 《灵枢
·

水胀》中 “
石痕生于胞中

，

寒气客于

子门
。
川 ‘“ 】《诸病源候论》还提到 “

胞门
、

子户主子精

神气所出人
” ， 【‘�意指子户是合阴阳后男精通行的

关口
，

而 《中医名词术语选释》明确解释 � “
胞门

，

即

子宫 口
” 。 【’ “ �在 《万氏妇人科》内也指 出子门是产胎

儿的第一道关 口 � “
儿 身 已转

，

逼近子 门
，

可须 用

力
。 ，，
���清楚认识到

“

子 门
” 、 “

胞 门
” 、 “

子户
”
的作

用
。

解剖部位
�

相 当于子宫颈 口
，

主指宫颈外 口 部

位
。

张景岳
�“
子门

，

即子宫之门也
。 ” ����

生理功能
�①生成泌泄带液的主要之处 �②排

月经
，

恶露要通过的第一道关 口 �③娩出胎儿经过

的第一道关 口 �④合阴阳后子精出人之 门户 �⑤子

门病变诊断及宫腔内手术操作必经之关 口
。

根据
“
子 门

”
的位置

，

也证明了其具有的功能
。

《景岳全书》言到 �“
盖 白带出于胞 中

，

精之余也
。 ”
川

�诸病源候论》又提出 �“

肾为阴
，

主开闭
，

左为胞门
，

右为子户
，

主定月水
，

生子之道
。 ”
���说明月经的按时

来潮和产子的正常与否与
“
子门

” 、 “
胞门

” 、 “
子户

”
有

密切关系
。

由生理及病理
，

故在 《诸病源候论》上述 �

“
子门僻�抓

，

分裂�
，

月水不时
” ，

《千金要方》也认为
“
子门闭

，

血聚腹中生肉瘤
” 【‘ �。

�
�

子宫

名称
�

别名很多
，

有
“
女子胞

” 、 “
胞

” 、 “
子脏

” 、

“
胞脏

” 、 “
子处

” 、 “
胞宫

” 、 “
胎宫

” 、 “
血室

” 、 “
胞室

”

等
，

是内生殖脏象�器�的代表
。

“
子宫

”

一词做为女性生殖器官的代表名称
，

并

非自西医而来
，

早在现存的第一部医药书 《神农本

草经》对 “
紫石英

”
的功效论到

“
主女子风寒在子宫

，

绝育十年无子
。 ”
至此 以后

，

在众多的医书中
，

如 《诸

病源候论》 、 《千金要方》 、

�外台秘要》 、 《产科备要》 、

�妇人大全 良方》
、

《妇人规》 、 《傅青主女科》等
，

都载

有
“

子宫
”
的称法

。 “
女子胞

”
之名

，

首见于 《素问
·

五

脏别论》 �“

脑
、

髓
、

骨
、

脉
、

胆
、

女子胞
，

此六者… …名

日奇恒之府
。 ” 【“ �张景岳作 了进一步注解

� “
女子之

胞
，

子宫是也
。 ” �“ 〕以后许多古医籍中有这种称法

。

“
胞

”

的称呼同出于 《内经》
，

见 《灵枢
·

水脏》中述 “

石

瘦生于胞中
” ，

《灵枢经白话解》说 �“

胞指的子宫
，

胞

中即子宫内
。 ” �‘ 。 �“ 子脏

”
的名称源于 《金匾要略

·

妊

娠脉症并治篇》中 � “
妇人怀娠

，

六七月 … …腹痛恶

寒者
，

少腹如扇
，

所以然者
，

子脏开故也
” ，

在注解中

即明确提出
�“
子脏

，

即子宫
。 ” �川 《诸病源候论 》卷

四十二中提出了
“

胞脏
”
名称

� “
胎死腹 中

，

邪人胞

脏
，

致令胎死
。 ”
而 《中医名词术语选释》中解释 了

“
胞脏

，

即女子胞
。 ” 【‘��还有

“
子处

”
一名

，

在 《灵枢
·

五色》中记载 �“
面王 以下者

，

膀胧子处也
。 ” 〔‘��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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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
“
子处

，

即子宫
” ， 【‘“ 】说的很明确

。

�中医大辞

典�也注
�“
子处

，

子宫也
” ，

��� 只是后人延用这一名

称并不多
。

广泛应用 的要算
“
胞宫

”
一名

，

最早见

《圣济总录》卷一百五十一上
，

言及
“
产后伤风

，

热人

胞宫
。 ”
���在�中医大辞典�注释为

� “
亦名子宫

，

子

脏
、

子处
、

女子胞
、

胞脏
，

血脏
。 ”
此名称在建国以后

的高等中医院校�中医妇科学》教材中一直延用至
今���

。 “
胎宫

”
之名很显然是针对子宫的生理功能

—育胎而命名的
，

见于宋
·

朱端章 《卫生家宝产科

备要 》 中 � “

胎病
，

此必 因胎肥 流饮不化
，

注人胎

宫
， ”
����但在以后的妇科专著中运用

“
胎宫

”
一词并

不多见
。 “
血室

”
一词用在妇科中也出现的较早

，

可

追朔于�金匾要略
·

妇人杂病脉症并治�中
�“
热人血

室
”

的四段条文
，

而在条文 中注解
� “
血室

，

是指胞

宫
。 ” 【川唐容川�血证论�中把

“
血室

” 、 “

胞室
”
同时

解释为
�“
脐下胞室中

，

男子谓之丹 田
，

女子谓之血

室
。 ” �川还有

“
子室

”
的提法

，

如吴昆在注解�内经 》

中
“
胞之络脉绝也

”
一句 中言

� “
胞

，

子室也
。 ’，

��� 综

上所见
，

中医对女性生殖器官的首要代表—子

宫
，

有很悠久的认识历史
。

解剖部位
�

带脉之下
，

小腹之 中
，

膀肌之后
，

直

肠之前
，

下 口连接阴道
。

张景岳在�类经附翼
·

三焦

包络命门�中即指出其所在的位置
�“
居直肠之前

，

膀肤之后
。 ” 【‘�】并在�妇人规 》中引用朱丹溪之言 �

“
阴阳交靖

，

胎孕乃凝
，

所藏之处
，

名日子宫
，

一系在

下
，

上有两歧
，

中分为二
，

形如合钵
，

一达于左
，

一达

于右
”
���

，

描述的子宫形态与西医所言极为相近
。

生理功能
�①月经生成的地方 �②种子 、

育胎
、

娩胎的处所 �③一部分带液生成之处 �④排月经 、

带

液
、

胎水
、

胎衣
、

恶露之所 �⑤妇科宫腔手术行施之

地
。

子宫是女性各生理恃点展现的主要器官场所

地
，

�类经
·

奇恒脏腑藏泻不同》指出 �“
女子之胞

，

子

宫是也
，

亦以出纳精气而成胎孕者为奇
。 ” �‘���医经

精义》也言到 �“
女子之胞

，

名子宫
，

名血海
，

以其行

经孕子也
。 ” 〔‘��张景岳还提出

� “
白带出 自胞宫

，

精

之余也
。 ” 【���陈素庵妇科补解�中述

“
婴儿身在胞

中
，

九月以后
，

自能转身
。 ”
��� 】对子宫具行经

、

生带
、

育胎
、

娩胎生理功能外
，

还认识到有排胎衣
，

恶露的

作用
。

在�胎产心法�中即说
�“
妇人既产莫甚于胞

衣不下
，

所 以不下
，

有因血少干涩或子宫空虚
，

吸贴

而不 下 …… 又 有 因 恶 露 流 人 胞 中
，

胀 而 不 能

出
。 ” 【‘��陈素庵妇科补解》也提及 �“

产后恶露乃胞

中内癖血及裹胞浊浆
。 ” 〔‘�】上述各家所论

，

均论述

的为子宫所具 的生理功能
，

其认识 已相 当全面
。

�内经�中称
“
女子胞

”
为

“
奇恒之府

” ，

即说明子宫的

功能不同于一般的脏腑
，

脏是藏而不泻
，

腑是泻而

不藏
，

但子宫即是亦藏亦泻
，

藏泻有时
，

诸生理功能

各依其时
，

充分体现了子宫所具功能的特殊性
。

�
�

胞脉
、

胞络

名称
�

是子宫上经脉
、

络脉的总称
，

包括冲脉
、

任脉
、

督脉
。 《实用中医妇科学》指出 �“

附属于女子

胞的有胞脉和胞络
”
��� 】 ， “

是构成子宫整体的一种

组织
”
����

，

因此属女性生殖器官的组成部分
。

对于胞脉
、

胞络的含义
，

�中医名词术语选释》
上定 为

� “
胞脉

，

又名胞络
，

即分布在子宫上 的脉

络
” 【‘“ 〕 ，

�中医大辞典》也说 �“
胞络是分布在胞宫上

的络脉
，

也有称胞脉
。 ” 【”�根据这个定义

，

结合中医

典籍中的记载
，

可 以说胞脉共有五条
�

其一为属心

的
， 《素问

·

评热病论》述到 �“
胞脉者

，

属心而络于脉

中
”

��
��其二为系肾的

，

�素问
·

奇病论 》提出 �“
胞络

者系于 肾
” �其三

、

四
、

五 �条为冲脉
、

任脉
、

督脉
，

�灵枢
·

五音五味�篇中即言
�“

冲脉
、

任脉
、

皆起于胞

中
。 ” ���】张志聪对此注解

�“
胞络者

，

胞之大络
，

即冲

脉也
，

冲脉起于胞中
，

为十二经之海
”
���

，

而张景岳

更明确提到
�“

冲
、

任
、

督三脉
，

同起于胞中
，

一源而

三岐也
。 ”

�妇科基础理论�也证实
�“
胞脉指分布于

胞宫的经脉
，

亦即冲
、

任
、

督三脉
，

以其皆起于胞 中

也
。 ，，� ‘��还有李时珍 《奇经八脉考》说 �“

督乃 阳脉之

海
，

其脉起于肾下胞中
。 ”
川据此可 以说明胞脉

、

胞

络共含五条
，

而另有其各 自名称
，

乃是各赋其职罢

了
。

解剖部位
�

子宫上相连的组织
，

即附属在子宫

上的物件
。
包括固定子宫位置的各韧带

。

可分布

在子宫表面的前后左右及贯穿于实体内
。 《实用中

医妇科学�上即认为
�“
胞脉

，

包括子宫的血管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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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而言
” 、 “
连系于胞宫的组织称为胞络

。 ”
��� 】指 出

了胞脉
、

胞络的位置所在
。

生理功能
�①使子宫与脏腑 、

十二经取得联系
，

构成人体的整体性 �②使天癸之真阴达于子宫 ，

促

进子宫长养发育完好 �③输送脏腑 、

十二经之精血

注人子宫
，

保证月经
、

孕胎
、

带液的功能实现
，

并产

后营运精血化成浮汁 �④维系子宫保持正常的解剖

位置
。

中医学理论认 为
，

妇女的生理特点与胞脉 中

冲
、

任
、

督
，

还有带脉是息息相关的
。

子宫为
“
奇恒

之府
” ，

而这四脉又属
“
奇经

” ，

且相互联通
。 《素问

·

痰论�也载
“
冲脉者

，

经脉之海也 … … 皆属于带脉
，

而络于督脉
， ” 〔���儒 门事亲 》上也言 �“

冲
、

任
、

督三

脉
，

同起而异行
，

一源而三岐
，

皆络带脉
。 ”
����这 四

脉是女性生理的基础
。 《妇人规》上言 �“

经本阴血
，

何脏无之 � 惟脏腑之血
，

皆归冲脉
，

而冲为五脏六

腑之血海
。

故经言太冲脉盛
，

则月事 以时下
，

此可

见冲脉为月经之本也
。 ”
���指出了冲脉的功能

。

对

任脉
，

王 冰 说
� “

谓 之 任 脉 者
，

女 子 得 之 以 妊 养

也
。 ” 【‘��素问

·

骨空论�中论及 了督脉在女性 中的

作用
�“
督脉 为病

，

其女子不孕
。 ”
��� 除经

、

孕之外
，

女性的哺乳生理也与冲任直接有关
，

张景岳云
�“
妇

人乳 汁 乃 冲 任 气 血 所 化
，

故 下 则 为 经
，

上 则 为

乳
。 ” ��】对带液的作 用

，

从病理上可 反佐
，

《诸病源

候论
·

带下候》云 �“

带下者
，

由劳伤过度
，

损动经血
，

致令体虚受风冷
，

风冷人于胞络
，

搏其血之所成也
。

冲脉
、

任脉为经络之海
，

任之为病女子则带下
。 ” 【‘��

而子宫失去其正常的解剖部位
，

也显然与胞脉有

关
。

�诸病源候论
·

产后阴下脱候�中记载
�“
胞络伤

损
，

子脏虚冷
，

气下 冲则令 阴挺出
，

谓之下脱
。 ” 【‘��

这些足以说明胞脉
、

胞络的存在对子宫实现其生理

功能有着重要地位
。

阴户
、

阴门
、

阴道
、

子门
、

子宫
、

胞脉构成了女性

完整的生殖脏象 �器�
，

使女性持有 了特殊生理功

能
，

它是女性生命活动的一部分
，

缺失或损伤其 中

任何一个部分都将影响女性的特殊生理
。

因此
，

建

立起中医学女性生殖脏象�器�的理论
，

必将对女性

生理
、

病理有着重要的临床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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