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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药治疗痛经的特点及常用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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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痛经是妇科常见疾病, 蒙医药治疗痛经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治疗方法, 其不仅有独特的理论体系, 而且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蒙医治疗痛经有独到的方药与方法。主要介绍蒙医治疗痛经的特点及常用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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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蒙医对痛经的认识及治疗特点

痛经是妇科常见疾病, 文献报道其发病率达

30% ～80%
[ 1 -5 ]

。是指在经期及经前后出现明显下

腹部痉挛性坠胀及疼痛或腰酸痛为特征的一种病

症。现代医学根据发病情况将其分为原发性痛经和

继发性痛经两类。痛经在北方游牧民族中发病率更

高, 蒙医治疗痛经有独到的理论、方药与方法。笔者

主要介绍蒙医治疗痛经的特点及常用蒙药。

蒙医
[ 6]

认为其发病原因主要由情志所伤、饮食

起居不慎而引起三根失衡, 导致下清赫依功能失调,

致使气血运行不畅所致。故治疗宜采取抑赫依治气

血, 通经止痛为原则, 再结合病情寒、热、虚实, 辨证

施治能取得满意的疗效。临床治疗时根据本病的病

因、病理及临床表现的不同, 分为赫依、血相搏型: 症

见经期或经净后小腹隐痛, 喜柔喜按, 月经量少, 色

淡。面色萎黄, 神疲乏力, 舌质淡红, 苔少, 脉细数。

血瘀型: 经前或经期下腹胀痛, 拒按, 经量少, 色紫黯

有块, 块下痛减, 胸肋, 乳房作胀, 舌质黯或边有瘀

点, 脉紧。巴达干、黄水型: 经前或经期小腹冷痛, 得

热痛减, 色黯有块, 畏寒腰酸, 舌淡, 苔薄白, 脉沉细

等 3 种。

蒙医治疗痛经, 多以活血化瘀、温经暖宫为主,

同时注重改善、调节气血功能, 且辅以调经、止痛治

疗。选用苏门毛都-6 汤或给喜古纳-6; 针对气血行

动不畅病机, 宜通脉行血法, 选用乌力吉-18。在应

用主药的基础上再行辨证论治法; 巴达干偏胜型补

以祛寒, 除巴达干, 暖肾法, 选用那仁满都拉; 赫依偏

胜型补以镇赫依, 暖宫法, 选用苏格木勒-7; 夹黏型

补以清肾, 杀黏法, 选萨丽嘎日迪治疗。

2 蒙医治疗痛经的理论基础及特点
[ 7, 8]

做为蒙医痛经药物疗法的蒙医基础理论主要是

三根学说, 即认为三根————赫、希日、巴达干是组

成人体的三大要素, 它们是人体生来就有的, 并且不

断被五行 ( 水、火、土、木、空间 ) 气化, 补其损耗, 维

持着自己的平衡, 调节着人体的生理过程, 三者之间

相互依赖、相互控制, 保证着人体的生存和健康。

蒙医用药物疗法治疗痛经时从整体观念出发,

以辨证施治为基础, 以“抑赫依, 清血热, 活乏血, 温

经散寒, 通经止痛”为原则, 药物用吉祥安丸安坤为

主剂。赫依血相搏型在主剂上加用升阳十一味丸,

沉香安祥散、苏木六味散、吉祥安坤丸、协日汤等。

巴达干、黄水型主要用暖宫七味丸、六味安消散、吉

祥安坤丸、升阳十一味丸等。痛经是指在经期及经

前后出现明显下腹部痉挛性坠胀及疼痛或腰酸痛为

特征的一种病症。其发病原因主要由情志所伤、饮

食起居不慎而引起三根失衡, 导致下清赫依功能失

调, 致使气血运行不畅所致。故治疗宜采取抑赫依

治气血, 通经止痛为原则, 再结合病情寒、热、虚实,

辨证施治能取得满意的疗效。

3 药物疗法中常用的蒙药
[ 9-11]

3.1 苏木-6 汤 由苏木、木香、槟榔、苏格木勒、草

果仁、良姜等 6 味药物组成, 具有祛除“巴达干-赫

依”, 行血化瘀功能。

3.2 给喜古讷-6  由沙棘、面碱、木香、大黄、皮硝

( 制) 、山奈等 6 味药物组成具有活血, 化瘀, 调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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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3.3 苏格木勒-7  由苏格木勒、天门冬、手参、沉

香、肉豆蔻、黄精、丁香等药物组成, 具有调经养血,

暖宫止血的功能。

3.4 乌力吉-18 由益母草、沙棘、赤包子、诃子、五

灵脂、红花、木香、山奈、刺柏、土木香、鹿茸、小白蒿、

硼砂( 制 ) 、丁香、冬虫夏草、牛胆膏粉等药物组成,

具有调经活血, 补气安神功能。

3.5 苏格木勒-7 丸 由苏格木勒、天门冬、手参、沉

香、肉豆蔻、黄精、丁香等药物组成, 具有调经养血,

温暖子宫, 驱寒止痛的功能。

3.6 益母草膏 具有调经, 活血的功能。痛经的发

病有虚有实, 或因情志不遂, 肝赫依郁滞, 琪素行受

阻, 经琪素滞于胞中而痛; 或因受寒伤冷, 寒湿聚于

下焦, 经琪素为寒湿所凝, 运行不畅滞留而痛; 或因

情志伤肝, 累及于脾, 肝脾失调、血水阻滞而致; 或因

赫依、琪素虚亏, 运行无力、血海空虚、胞脉失养而致

病。治疗痛经的常用蒙药配伍精当, 攻补兼施, 祛瘀

生新, 全方具补虚扶正、活血化瘀、行赫依止痛、健脾

利水、调和肝脾之功。对气滞血瘀、寒邪凝滞均有较

好的疗效, 还兼有良好的调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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