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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采取中医治疗的临床体会

黄照环
保定宝石花东方医院 河北 保定 072550

摘� 要：目的：探究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采取中医治疗的临床体会。方法：选取于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本院收
治的100例女性更年期综合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中医治疗）、对照组（常规治疗）各50人。结果：观察组治疗
效果好，临床症状、睡眠质量改善更明显（P < 0.05）。结论：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采取中医治疗可以获得更为理想
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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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更年期综合症是女性进入更年期后由于内分泌

变化而引起的一系列身体和心理症状，给女性的生活和

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困扰[1]。中医治疗作为一种综合性的医

疗手段，在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2]。本文旨在探究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采取中医治疗的

临床体会。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20年1月至2023年1月本院收治的100例女

性更年期综合症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50例，平均年龄
（48.64±8.12）岁；对照组50例，平均年龄（49.17±7.51）
岁。资料差异不明显，P > 0.05。纳入标准：（1）女性
进入更年期阶段（一般为45-55岁），并伴随有相应的更
年期症状，如潮热、乏力、情绪不稳等；（2）出现与
更年期相关的身体或心理症状，如潮热、盗汗、失眠、

情绪波动、阴道干燥等。排除标准：伴随有其他严重疾

病，如心血管疾病、肝肾功能不全等。

1.2  方法
常规治疗对照组：调整生活方式、药物治疗等。此

外，还给予观察组中医治疗：（1）中药治疗：中药治疗
是中医治疗的核心，其目的是调整患者的阴阳平衡、气

血调和，以缓解更年期症状。常用的中药包括黄芪、当

归、熟地黄等。例如：黄芪：具有益气养血、提高免疫

力的作用。每次剂量为10-20克，可作为药材煎服或配制
成中药汤剂；当归：具有活血调经的作用，对女性更年

期出现的月经不调、经期痛经等症状有效。每次剂量为

10-15克，可煎服或配置成中药方剂；熟地黄：具有滋阴
补肾的作用，可缓解更年期引起的潮热、盗汗等症状。

每次剂量为10-15克，可作为药材煎服或配制成中药方
剂；川芎：具有活血化瘀的作用，适用于更年期血瘀引

起的症状，如头痛、乳房胀痛等。每次剂量为6-12克，

可煎服或配制成中药方剂；白芍：具有活血调经、镇痛

的作用，适用于更年期综合症伴随的经期不调和腹痛等

症状。每次剂量为9-15克，可煎服或配制成中药方剂。
（2）饮食调理：饮食在中医治疗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
用。建议患者遵循中医养生原则，采取清淡、健康的饮

食习惯，增加对富含纤维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摄

入，如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同时，避免辛辣、油腻

和刺激性食物的过量摄入。（3）中医针灸疗法：针灸疗
法可以通过刺激穴位，调节经络和气血运行，帮助缓解

更年期症状。常用的针灸穴位包括足三里、关元、神阙

等。（4）中医推拿按摩：通过推拿按摩可以促进气血运
行，舒缓紧张的肌肉，缓解更年期症状。常用的按摩手

法包括推、揉、捏、按等。（5）中医精神调养：更年期
综合症常伴有情绪波动和精神压力，中医强调通过调养

心态来缓解症状。患者应学会放松、调整情绪，避免过

度疲劳和精神紧张，保持良好的睡眠质量。

1.3  观察指标
（1）治疗效果，显效：症状明显减轻或完全消失，

体征改善，生活质量提高。例如，潮热、盗汗、失眠等

症状明显减少或消失，精神状态稳定，性格和情绪改

善，体力恢复，经期正常等。有效：症状有一定程度的

缓解，体征有所改善，生活质量有所提高。例如，潮

热、盗汗、失眠等症状减轻但未完全消失，情绪波动有

所减轻，体力状况有所改善，经期不规则但较以前好转

等。无效：症状和体征未见明显改善或恶化，生活质量

未得到提高。例如，潮热、盗汗、失眠等症状无改善或

加重，情绪波动严重，体力状况下降，经期不规则且没

有好转等；（2）李克特评分表评价临床症状；（3）
PSQI评分标准评定睡眠质量。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3.0处理数据，（ ）与（%）表示计量与计



2024� 第5卷�第1期·国际全科医学

2

数资料，分别行t与χ2检验，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总有效率：观察组高于对照组（P < 0.05），
见表1。

表1 治疗效果【n(%)】
分组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50 36 12 2 96%(48/50)

对照组 50 21 14 15 76%(35/50)
χ2 11.205

P  < 0.05

2.2  临床症状评分：观察组升高明显（P < 0.05），见表2。
表2 临床症状评分（ ，分）

分组 n
潮热 乏力 失眠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1.43±0.28 4.30±0.92 1.31±0.27 4.60±0.68 1.22±0.37 4.35±0.45

对照组 50 1.43±0.31 3.28±0.48 1.31±0.32 3.27±0.41 1.24±0.29 3.15±0.30
t 1.252 9.584 0.698 10.255 1.254 8.524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睡眠质量：观察组降低明显（P < 0.05），见表3。
表3 睡眠质量（ ，分）

组别 n
觉醒次数（次） 入睡时间（h） 睡眠质量评分（分）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50 5.15±1.26 1.32±0.41 4.18±1.13 0.35±0.28 8.05±1.23 3.18±1.03

对照组 50 5.14±1.19 3.41±1.02 4.20±1.20 1.59±0.45 8.04±1.33 6.05±1.20
t 1.105 9.552 1.336 11.023 1.352 9.352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 讨论

女性更年期综合症是指女性进入更年期时出现的一

系列身体和心理症状，其常见症状包括：潮热和盗汗：

突发的身体发热感，多伴有面部潮红、出汗等症状；

心悸和失眠：心跳加快、心慌，并伴有睡眠质量下降、

难以入睡或早醒等问题；情绪波动：易怒、焦虑、抑郁

等情绪起伏较大；身体不适：头痛、关节疼痛、乏力、

背痛等[3]；阴道干燥和性欲下降：阴道分泌减少，性欲

减退，可能引起性生活不适；月经不规律：月经周期变

化，经血量减少，最终停止。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致病

因素主要包括：（1）卵巢功能逐渐减退：随着女性年
龄的增长，卵巢开始逐渐减少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等激

素，导致激素水平变化。这种激素变化对身体的调节功

能产生影响，引起更年期综合症状。（2）激素失衡：更
年期时期，卵巢功能减退导致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分泌不

稳定，出现激素失衡的情况。这种激素失衡可能会导致

症状的发生，如潮热、盗汗等[4]。（3）神经系统调节紊
乱：更年期综合症状与神经系统的调节有关。卵巢功能

减退会影响到下丘脑-垂体-卵巢轴的平衡，从而影响到激

素的调节和神经系统的功能[5]。（4）生活方式和环境因
素：生活方式和环境因素也可能对更年期综合症的发生

起到一定的影响。例如，饮食习惯、体力活动水平、心

理压力等因素都可能与症状的发生和严重程度相关[6]。

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发生会对女性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产

生一定的危害，例如：更年期综合症常伴随一系列生理

症状，如潮热、盗汗、失眠、性欲减退、阴道干燥等。

这些症状可能对女性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产生负面影

响，使其感到不适和疲惫[7]；雌激素在女性身体中起着重

要的骨代谢调节作用，更年期雌激素水平下降可能导致

骨质疏松的发生。骨质疏松增加了骨折的风险，对女性

的身体健康构成威胁；更年期综合症期间，雌激素水平

下降可能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有关[8]。雌激素对心血

管系统有保护作用，其缺乏可能导致血脂异常、动脉硬

化等心血管问题的出现；更年期综合症可能会对女性的

心理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如情绪波动、焦虑、抑郁等。

这些心理症状与激素变化、生活压力等因素有关，给女

性的心理健康带来困扰；更年期综合症的不适症状可能

影响到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甚至对社交活动造成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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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生活质量的下降会直接影响女性的幸福感和生活满

意度。因此，需要强化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的治疗和管

理，常规的方法包括生活方式调整、药物治疗、中医治

疗等[9]。

中医治疗是一种传统的医学体系，历史悠久，包括

中草药、针灸、推拿按摩、中医调养等多种方法。中医

治疗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阴阳学说、五行学说、经络学

说、气血理论等。中医治疗注重整体观念，将人体看作

一个生命系统，强调人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和协调[10]。中

医认为疾病是由于人体失去平衡导致的，治疗时需恢复

和调节人体的阴阳平衡、气血流通。中医治疗疾病的优

势在于：（1）整体观念：中医治疗强调整体观念，把人
看作一个整体，通过调节身体内外环境的平衡和协调来

治疗疾病。相比之下，西医治疗更注重以疾病为中心，

强调局部的解决方案。（2）综合性：中医治疗方法多
样，包括中草药、针灸、推拿按摩等多种方法，可以针

对不同患者的情况和不同疾病进行综合治疗。而西医治

疗一般通过药物或手术来解决问题。（3）个体化：中
医治疗强调治疗的个体化，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年

龄、性别等因素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可以更好地满

足不同患者的需要。（4）健康观念：中医治疗倡导预防
为主，注重调整和增强人体自身的健康能力，从而达到

预防疾病、延缓衰老的效果。这种预防性观念比西医的

治疗观念更加广泛和深入。（5）丰富历史：中医具有悠
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反映了中国古代针灸、草药、推

拿按摩等多种医学技术，传承和发展至今，凝聚了丰富

的中医理论和实践。本文通过探究探究对女性更年期综

合症采取中医治疗的临床体会，结果显示，观察组治疗

效果好，临床症状、睡眠质量改善更明显（P < 0.05）。
原因在于：中医治疗可以通过调整阴阳平衡、气血调和

来缓解更年期症状，如潮热、盗汗、心悸、失眠等。中

药中的一些成分具有调节激素水平和神经系统功能的作

用，可以减轻这些不适症状。在更年期过程中，女性常

出现月经不规律、经量变少等问题[11]。中医药可以调节

身体的阴阳平衡，改善和调节月经周期和经血量，使月

经恢复正常。更年期综合症常伴有情绪波动、易怒、焦

虑、抑郁等心理症状。中医疗法通过调整气血运行和平

衡心身，有助于稳定情绪，缓解这些心理症状。此外，

中药中的一些成分具有养血、益气、调理脾胃等作用，

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力，提高身体的抵抗力。

综上所述，对女性更年期综合症采取中医治疗可以

获得更高的治疗效果，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的临床症状，

提升睡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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