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婦產科的中醫護理

廣州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全小明



➢ 中醫護理的概念及基本特點。

➢ 孕婦常見不適症狀（妊娠瘙癢、妊娠眩暈、妊娠便秘）病因病
機、辨證論治、中醫護理。

➢ 臨床實證常見產前（胎漏、胎動不安、妊娠惡阻）產後（產後
缺乳、產後惡露不絕）的病因病機、辨證論治、辨證施護方法、
健康教育。

➢ 妊娠期中醫調護（早期養胎氣、中期助胎氣、後期利生產）

內容





一、中醫護理學

➢ 中醫護理學是中醫藥學的重要

組成部分，是在中醫理論體系

指導下，應用整體觀念的理念、

辨證施護的方法、傳統的護理

技術，指導臨床護理、預防、

保健、康復的一門學科。

辯證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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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醫護理的基本特點

➢整體觀念

• 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

• 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

• 人與社會環境的統一性

➢辨證施護



（一 （一）人體是一個有機整體

➢機體統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臟為中心，配合六腑，通過經絡系統，把全身各組

織器官有機地聯繫起來。各臟腑、組織、器官之間在生理上相互資助、相互制

約，在病理上相互影響、相互傳變。

➢五臟： 肝……膽………目……筋

心……小腸……舌……脈

脾……胃………口……肉

肺……大腸……鼻……皮毛

腎……膀胱……耳……骨

➢五臟之間的關係又符合五行的生克乘侮關係，相互聯繫、制約，即回饋調節控
制系統的理論。

整體觀念



（二 （二）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

自然界存在著人類賴以生存

的必要條件，人體與自然界

息息相通、密切相關，自然

界的運動變化直接或間接地

影響著人體。——“人與天地

相應也”，天人相應。

整體觀念



（ （二）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

1、生理病理

（1）對生理的影響

• 四季氣侯的變化對人體影響最明顯。

• 晝夜晨昏對人體的影響：“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

虛，氣門乃閉”。

• 地區、地理環境、生活習慣等對人體也有影響，如南方溫熱潮濕，體格

多柔弱瘦小；北方寒冷乾燥，體格壯實粗獷等。

• 一年四季氣候的變化：春溫、夏熱、秋涼、冬寒。

• 人體與其適應的調節，暑熱時，毛孔開泄，通過汗散熱；寒冷時，皮膚

緻密，汗少而保溫。

整體觀念



（ （二）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

2.診斷治療

（1）診斷須綜合考慮致病的內外因素

（2）治療須遵循三因制宜的原則

• 治療疾病要根據人體的體質、性別、年齡等不同，以及季節、地理

環境以制定適宜的治療方法的原則，又稱因人因時因地制宜。

整體觀念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7%90%86%E7%8E%AF%E5%A2%83/1126968?fromModule=lemma_inlink


（ （二）人與自然界的統一性

（２）對病理變化的影響

• 某些疾病有“旦慧晝安，夕加夜甚”的變化規律。（旦慧:早晨症狀變

輕。晝安:白天疾病平穩。夕加:傍晚疾病症狀加重。夜甚:夜裡發病最為

嚴重）

• 《內經》說：“人與天地相應也”。在治療學中強調因時、因地、因人

制宜，這是整體觀的具體應用。反映了醫學氣象學、醫學地理學、時間

生理學、宇宙醫學的思想，至今仍受國際重視。

整體觀念



（三）人與社會環境的統一性

社會因素（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法律、婚姻、人際關係

等），都對人體的各種生理、心理、病理產生影響。人體必須

進行自我調節，以維持生命活動的穩定、有序、平衡和協調。

整體觀念



• 提倡調攝精神，提高正氣抗邪能力

《素問.上古天真論》：“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

安從來。”

心情舒暢，精神愉快，則氣機調暢，氣血和平，有利於健康。

◆整體觀念是中醫學最基本的特點、最本質的優勢。

整體觀念



➢ 辨證：將四診(望、聞、問
、切)所收集的資料、症狀
和體征，通過分析辨清病
因、病位、病性及邪正關
係，概括判斷為何病、何
證。

辨證施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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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綱辨證

➢ 八綱——陰、陽、表、裡、寒、熱、虛、實。

➢ 八綱辨證
• 陰 陽——歸納疾病類別
• 表 裡——辨別疾病部位的深淺
• 寒 熱——疾病性質
• 虛 實——邪正鬥爭的盛衰



➢ 施護：是在辨證的基礎上，確立相應的施護原則和方法。
➢ 辨證是決定護理的前提和依據，施護是護理疾病的手段和方法。

辨證施護



中醫護理

•起居護理
•飲食護理
•情志護理
•用藥護理
•病情觀察
•適宜技術
•康復指導



中醫適宜技術

➢ 中醫適宜技術是指安全有效、

成本低廉、簡便易學的中醫藥

技術，又稱“中醫藥適宜技

術”、 “中醫傳統療法”。



中醫適宜技術

➢ 中醫護理適宜技術的主要分類：

• 灸法類：艾炷灸、艾條灸、麥粒灸、火龍灸、隔姜灸、溫針 灸

等。

• 針法類：體針、頭針、耳針、足針、梅花針、火針、電針、穴位

注射、小針刀，腕踝針等。

• 手法類：包括頭部按摩、足底按摩、踩蹺療法、整脊療法、 捏

脊療法、背脊療法、按摩療法、撥筋療法、護腎療法、按揉湧泉

穴、小兒推拿療法、點穴療法等。

• 其他外治法：刮痧、火罐、竹罐、熏洗、藥浴、外敷法等。



中醫適宜技術

➢ 中醫適宜技術的特點：

“簡”：簡單易操作

“便”：便捷就地取材

“效”：效果良好

“廉”：價格低廉





妊娠瘙癢



【概念】

• 妊娠瘙癢，是指妊娠期間出現
皮膚發癢而欲搔抓的一種症狀。

妊娠瘙癢



【病因病機】

• 血虛風燥 ：因素體血虛，孕後陰血下聚養胎，陰血益虛，血虛

風燥，肌膚失養所致。

• 肝膽濕熱：因素性抑鬱，肝鬱脾虛，孕後胎體漸長，氣機升降失
調，氣滯濕郁，鬱久化熱．薰蒸肝膽，膽汁不循常道，浸淫肌膚
而致。

妊娠瘙癢



【辨證施治】

➢ 血虛風燥

• 主要證候: 妊娠期間，皮膚瘙癢，甚則遍及全身，皮膚乾燥，可
見抓痕及血痂．面色萎黃，心悸失眠，頭暈眼花，舌淡，苔白，
脈滑細。

• 治法：宜養血潤燥
• 方藥：用當歸飲子

妊娠瘙癢



【辨證施治】

➢ 肝膽濕熱

• 主要證候：妊娠中、晚期，皮膚瘙癢，甚則遍及全身，皮膚發黃，
可見抓痕及血痂，面目發黃，胸脅脹悶，煩躁易怒，口苦咽幹，
納呆嘔惡，尿黃，便溏，舌紅，苔黃膩，脈滑數或弦數。

• 治法：宜清利肝膽濕熱，
• 方藥：茵陳蒿東加味，或用龍膽瀉肝湯。

妊娠瘙癢



【中醫護理】

➢ 飲食調護
• 血虛風燥：孕婦血燥熱癢，以養陰清熱為主。飲食上多食用一些，

如石斛，玉竹，西洋參，沙參，百合，山藥，烏梅，蓮子心，銀
耳等。食物調理方面可以考慮口服百合蓮子芡實粥，同時也要注
意避免吃辛辣刺激的食物。

• 肝膽濕熱：不要吃辣椒，大蒜，胡椒，花椒，韭菜等食物，平常
應該多吃一些新鮮的蔬菜水果，比如生菜，菜花，番茄，蘋果，
茄子，橘子，西瓜。禁辛辣、魚腥、煙酒、肥膩及生冷。

妊娠瘙癢



【中醫護理】

➢ 勞逸結合，保持心情舒暢。

➢ 要勤換內衣，儘量穿棉質柔軟的衣服，常用濕熱毛巾擦身或淋浴
沖洗，如果出現皮膚破損發炎的情況，洗澡時不要用太燙的水，
也儘量不要用沐浴用品，用清水清洗即可。

妊娠瘙癢



【中醫護理】

➢ 可在局部塗擦止癢劑，如爐甘石洗劑，此藥對胎兒較為安全；可用
中藥外擦或中藥洗浴。外擦方劑為地榆10克，上藥加水2500毫升，
大火煎沸後再煎10～15分鐘，取汁待溫備用。用兩條毛巾交替外洗
濕敷患部，每次15～30分鐘。（地榆本身具有涼血、解毒、清熱、
斂瘡生肌等功能）

妊娠瘙癢



妊娠眩暈



【概念】

• 妊娠眩暈，是指妊娠後期所發生
的頭目眩暈等症狀而言，又稱
“子眩”、“子暈”。

妊娠眩暈



【病因病機】

• 陰虛陽亢：因妊娠之後，陰血聚以養胎，肝腎陰虛，水不涵木，木
少滋榮，肝陽偏亢，上擾清竅而致眩暈。

• 氣血兩虛：此為虛證。多因脾胃素虛，化源不足，孕後賴氣血養胎，
致氣血益虛，不能上奉，因而引起眩暈，耳鳴。

• 脾虛痰濕:因脾胃素虛，至妊娠後期，胞宮逐漸增大，影響氣機升降，
使脾運不健，濕聚生痰，痰氣交阻，清陽不升，濁氣不降而引起眩
暈。

妊娠眩暈



【辨證施治】

➢ 陰虛陽亢
• 主要證候：妊娠五、六月後，頭暈目眩，耳鳴，心煩急躁，心悸

失眠，腰脊痠痛，兩腿酸軟，或時有面色潮紅，舌質紅，少苔或
無苔，脈弦細而滑。

• 治法：滋陰平肝
• 方藥：用杞菊地黃湯，或用一貫煎。

妊娠眩暈



【辨證施治】

➢ 氣血兩虛

• 主要證候：妊娠後期，頭暈目眩，動作時加重，心悸氣短，語音
低微，心悸少寐，神疲納呆，皮膚不潤，面色蒼白，唇淡，舌質
淡，苔薄白，脈細滑無力。

• 治法:益氣養血。
• 方藥:歸脾湯或八珍湯。

妊娠眩暈



【辨證施治】

➢ 脾虛痰濕妊娠眩暈

• 主要證候：妊娠後期，頭目眩暈，頭重，胸脘滿悶，噁心納少，
面浮肢腫，倦怠困重，小便短少，大便溏，舌質淡，苔白膩，脈
滑無力。

• 治法:健睥化痰，理氣除濕。
• 方藥:六君子湯，或二陳湯。

妊娠眩暈



【中醫護理】

➢ 調情志，保持心情舒暢，勿受精神刺激。
➢ 禁辛辣，宜服高蛋白、維生素類及富含鈣、鐵等營養豐富的

食物，低鹽飲食。儘量少喝茶，最好是不要喝茶，特別是在
飯後。平時的飲食中可以多吃一些黑豆、胡蘿蔔、麵筋、菠
菜、龍眼肉等，這些都是補血的。

➢ 注意休息，充足睡眠，安靜環境。
➢ 測體重、血壓、胎盤功能及尿蛋白。

妊娠眩暈



妊娠便秘



【概念】

• 妊娠便秘,是指以妊娠期間

大便秘結不通，或欲大便
而努責艱難為主要表現的
疾病。

妊娠便秘



【病因病機】

• 妊娠期婦女臟腑、經絡的陰血下注沖任以養胎元,故“血感
不足,氣易偏盛”。

• 血虛陰虧妊娠便秘、血熱腸燥妊娠便秘、脾腎兩虛妊娠便秘、
氣機鬱滯妊娠便秘。

妊娠便秘



【辨證施治】

➢ 血虛陰虧

• 主要證候:大便幹結，面色無華或萎黃，口唇色淡，頭暈眼花，心
悸氣短，失眠多夢，健忘，或口幹口渴、渴欲飲熱水，或腰疫腹
痛、胎動下墜，或小腹綿綿作痛，或陰道少量流血，舌淡，苔白
或少，脈細滑。

• 治法:滋陰養血潤燥
• 方藥:四物東加桑椹、肉蓯蓉、柏子仁火麻仁。

妊娠便秘



【辨證施治】

➢ 血熱腸燥

• 主要證候:大便幹結，面紅身熱，口幹口臭，渴喜冷飲，心煩少寐
，小便短赤，或腰疫腹痛，胎動下墜，或陰道下血，血色深紅或
鮮紅，質稠，舌紅，苔黃，脈滑數。

• 治法:育陰清熱潤燥
• 方藥:保陰煎

妊娠便秘



【辨證施治】

➢ 脾腎兩虛

• 主要證候:糞質並不幹硬，雖有便意，但臨廁努掙乏力，便難排出
，汗出氣短，便後乏力，面白神疲，肢倦懶言，或腰疫腹痛，小腹
空墜，或陰道少量流血，色淡質稀，舌淡，苔白，脈緩滑或滑而無
力。

• 治法:益氣固沖潤腸
• 方藥:八珍湯

妊娠便秘



【辨證施治】

➢ 氣機鬱滯

• 主要證候:大便幹結、或不甚幹結，欲便不得出，或便而不爽，腸
鳴矢氣，腹中脹痛，情志抑鬱，或煩躁易怒，胸肋滿悶，噯氣頻
作，食少納呆，舌紅苔薄，脈弦滑。

• 治法:疏肝行氣通便
• 方藥:逍遙散

妊娠便秘



【中醫護理】

➢孕婦便秘可酌情選用銀耳、百合、蓮子、鴨肉、雞蛋、豬肉、芝麻
等補陰生津的食物，主食可選用穀類、薯類以及雜豆等。禁忌辛辣、
刺激、甘甜的食物，亦可選用帶酸味的新鮮瓜果。

➢草決明子3～6克，泡水代茶飲，可避免便秘。<妊娠便秘方>
➢養成良好習慣，最好利用人體大腸經循行的時間即清晨5點~7點排
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孕婦保健操，對排便很有幫助。具體方法：靜坐放鬆腹肌，像自己
控制不讓放屁或排尿的那種收縮動作，每次要堅持10秒鐘或更長一
些，然後放鬆10秒，連續作30次。每天早、晚各鍛煉1次。

妊娠便秘





胎漏、胎動不安



• 妊娠期陰道少量出血，時下時止，
或淋漓不斷，而無腰酸腹痛者，稱
為“胎漏”，亦稱“胞漏”或“漏
胎”等。

• 妊娠期出現腰酸腹痛，胎動下墜，
或陰道少量流血者，稱為“胎動不
安”，又稱“胎氣不安”。

胎漏、胎動不安

【概念】



• 胎動不安和胎漏有別，胎動不安以腰酸腹痛為主，兼有陰道
出血;而胎漏僅見陰道少量出血，無腰酸腹痛的症狀。因此，
有無腰酸腹痛是二者鑒別要點。

• 西醫學中的先兆流產、早產、前置胎盤等，均可參照本節辨
證施護。

胎漏、胎動不安

【概念】



• 中醫學將母胎之間的微妙關係稱為“胎元”，一般是指稟受父
母用於養育胎兒的元氣。若父母精氣不足或母體虧虛、受傷或
胎兒受邪氣所擾，都能導致胎漏、胎動不安。

• 胎漏、胎動不安的主要病機是沖任損傷、胎元不固，常見的病
因有腎氣虧虛、氣血虛弱、血熱和血瘀。

胎漏、胎動不安

【病因病機】



➢ 腎氣虧虛

• 主症:妊娠期陰道少量出血，色淡質稀，腰膝酸軟，小腹墜
痛，或曾屢孕屢墮。頭暈耳鳴，夜尿多，眼眶四周發黑或
有顏面部黯班，舌淡，苔薄白，脈沉滑無力，尺脈尤弱。

• 治法:補腎固沖，益氣安胎。
• 方藥:壽胎丸

胎漏、胎動不安

【辨證論治】



• 氣血虧虛

• 主症:妊娠期少量陰道出血，色淡紅，質清稀，或小腹空墜
而痛，腰酸，面色白，心悸氣短，神疲倦怠，乏力，自汗，
口淡，便溏，舌質淡，苔薄白，脈細弱無力。

• 治法:補氣養血，固沖安胎 。
• 方藥:胎元飲。

胎漏、胎動不安

【辨證論治】



• 血熱

• 主症:妊娠期陰道少量出血，色鮮紅或深紅，質稠，腰酸或
腹痛，面紅，口苦咽幹，心煩，大便幹結，小便短赤，舌
質紅，苔黃燥，脈滑數有力。

• 治法:清熱涼血，養血安胎 。
• 方藥:阿膠湯或保陰煎。

胎漏、胎動不安

【辨證論治】



• 血瘀

• 主症:宿有癥積，孕後常有腰酸，腹痛下墜，陰道不時
出血，色黯紅；或妊娠期不慎跌僕閃挫，繼之腹痛或少
量陰道出血，色鮮紅或黯紅，舌青紫或舌尖邊有瘀點、
瘀斑，脈弦滑或沉弦或澀。

• 治法:活血化瘀，補腎安胎 。
• 方藥:桂枝茯苓丸合壽胎丸。

。

胎漏、胎動不安

【辨證論治】



➢ 辨病性 胎漏、胎動不安證候有虛實之分。

• 虛證以陰道流血量少、色淡紅、質地清稀為特點，兼見小腹墜
痛，神疲肢倦，面色白，心悸氣短，舌淡，苔薄白，脈細滑無
力者，為氣血虛弱;兼腰膝酸軟，頭暈耳鳴，小便頻數，夜尿多
或尿失禁，舌淡，苔白，脈沉滑無力，為腎虛。

• 實證常見的有血熱和血瘀兩型，陰道流血量少，色鮮紅或紫紅，
質地黏稠，舌紅，苔黃，脈滑數有力者多為血熱;陰道出血不止，
色黯黑有塊，舌紫黯或舌尖有瘀點、瘀斑，脈澀，多為瘀血。
。

胎漏、胎動不安

【辨證要點】



➢ 起居護理

• 病室環境保持整潔安靜，溫濕度適宜，腎虛及氣血虛弱、
血瘀者室溫宜偏暖，血熱者室溫宜偏涼。

• 囑患者臥床休息，忌過度勞累。
• 注意個人衛生，保持外陰清潔，大便通暢。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病情觀察

• 注意觀察患者陰道出血的量、色、質及伴隨症狀。腎虛者常見
陰道出血量少色淡，伴腰酸，下腹隱痛;氣血不足者常見陰道
出血量少，色淡質清，小腹空墜而痛，面色不榮;血熱者常見
血色鮮紅質稠，伴心煩便結溲黃;癥積傷胎者或孕期跌僕閃挫
傷之後，出血色多黯紅或有血塊，舌質紫黯或有瘀點、瘀斑。

• 注意觀察出血中有無葡萄樣組織排出，出血量有無邊行性增加
等。若腹痛陣發性加劇，陰道出血量增多或有胎塊排出，均應
及時報告醫生，積極配合搶救。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飲食護理

• 飲食宜清淡、富營養、易消化，忌薑、花椒、蒜、煙酒等辛辣動火
之物，以及桃仁、紅花、山楂、三七等破血滑胎之物。

• 氣血虧虛者可選用補血益氣、固沖安胎的食物，如蛋、魚、牛肉、
瘦豬肉、牛奶、紅棗、桂圓等，可用烏雞紅棗湯、黨參紅棗桂圓湯、
黃芪燉鱸魚等;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飲食護理

• 腎虛者宜食補腎之品，如山藥、黑芝麻、豬腰、核桃等，可用羊腎
杜仲湯、刀豆燉豬腰等，少食寒涼生冷之品，以免損傷脾陽，影響
氣血生化;

• 血熱者宜食清熱涼血之品，如西瓜、甘蔗、藕汁、鮮旱蓮草汁等;

• 血瘀者宜食理氣行滯之品，如金橘餅、陳皮茶或陽春砂仁蜜等，忌
食辛辣酸澀、有刺激性及壅阻氣機之品。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情志護理

• 介紹本病的治護措施及預後，告知患者安胎與情志的重要關
係，多予安慰和鼓動，幫助患者克服急躁情緒，安心靜養。

• 氣血虧虛者避免過思傷脾，保持心情舒暢;
• 血熱者，學會靜養心神，調暢情志，保持健康的心理狀態，

以避免情志化火的發生;
• 血瘀者應向患者解釋氣機條達對健康的作用，指導患者自我

控制情緒的方法。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用藥護理

• 虛證安胎藥多為補益劑，湯劑宜文火久煎，空腹溫服，
服後靜臥少動。

• 實證安藥宜飯後溫服，服藥後少動。
• 服藥時如噁心欲嘔，可服薑汁少許。
• 跌僕傷胎者，可實施疼痛護理，給予鎮靜止痛，腰腹以

下嚴禁貼敷止痛膏。
• 孕期下血需及時就診，不可擅自用藥。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適宜技術

• 便幹者，可使用潤腸通便方法，減少腹壓，防止加重出
血。也可取腎俞、關元、命門、氣海等穴行穴位貼敷，
如虛證者可用杜仲、補骨脂等研末調膏敷貼于至陰穴、
神闕。

• 腰腹墜痛者可用菟絲子、桑寄生、杜仲、黃芪、青鹽煎
水沐足。

胎漏、胎動不安

【辯證施護】



➢ 慎起居，生活有規律，防止感冒的發生。避免負重攀高，防止跌
僕，保證睡眠充足，調暢情志，保持心情舒暢。飲食宜富營養、
易消化，根據不同的體質選擇合理的飲食。

➢ 提倡婚前、孕前檢查。在夫婦雙方身體處於最佳狀態下妊娠，未
病先防，既病防變。定做孕期保健，注重圍產期保健，及早安胎。

➢ 孕服宜寬鬆、柔軟，勿緊身束腰，以免影響胎兒生長。安胎失敗
者，或有墮胎、小產者，兩次受孕時間不宜太近，應避免一年內
再孕，防止墮胎再次發生。

➢ 孕期須慎房事，孕早期、3個月和分娩前2個月尤應慎房事或避免
房事，以防胎動不漏胎。

胎漏、胎動不安
【健康教育】



妊娠惡阻



• 妊娠早期出現噁心嘔吐，頭
暈倦怠，甚至食入即吐者，
稱為“惡阻”。亦稱之為
“子病”“病兒”“阻病”。

妊娠惡阻

【概念】



• 本病的發生主要是沖脈之氣上逆，胃失和降所致。臨床
常見的原因有脾胃虧虛及肝胃失和等，若病情漸進，甚
者可發展為氣陰兩虛的惡阻重症。

妊娠惡阻

【病因病機】



➢ 脾胃虧虛

• 主症：妊娠早期，噁心嘔吐，嘔吐清涎，厭食，甚則食入
即吐，口淡，脘腹部痞脹，甚或隱痛，或見下腹脹悶不舒，
頭暈，神疲，體倦乏力，舌淡，苔白，脈緩弱無力 。

• 治法：健脾和胃，降逆止嘔。
• 方藥：香砂六君子湯。

妊娠惡阻

【辨證論治】



• 肝胃不和型

• 主症：妊娠早期，噁心嘔吐，嘔吐酸水或苦水，噯氣，
惡聞油膩，煩渴，口幹口苦，頭暈或頭目脹痛，胸脅滿
悶，甚或疼痛，喜歎息，急躁易怒，舌紅，苔黃，脈弦
滑數

• 治法：清肝和胃，降逆止嘔。
• 方藥：橘皮竹茹湯。

妊娠惡阻

【辨證論治】



• 肝胃不和型

• 主症：妊娠早期，噁心嘔吐，嘔吐酸水或苦水，噯氣，
惡聞油膩，煩渴，口幹口苦，頭暈或頭目脹痛，胸脅滿
悶，甚或疼痛，喜歎息，急躁易怒，舌紅，苔黃，脈弦
滑數

• 治法：清肝和胃，降逆止嘔。
• 方藥：橘皮竹茹湯。

妊娠惡阻

【辨證論治】



➢ 氣陰兩虛

• 主症：妊娠早期，嘔吐劇烈，持續日久，發為重症，幹
嘔或嘔吐苦黃水，甚則血水，精神萎靡，形體消瘦，眼
眶下陷，雙目無神，四肢乏力，或發熱口渴，尿少便秘，
唇舌乾燥，舌質紅，苔薄黃而幹或光剝，脈細滑數無力。

• 治法：益氣養陰，和胃止嘔。
• 方藥：生脈散合增液湯。

妊娠惡阻

【辨證論治】



➢ 辨寒熱虛實 本病辨證主要根據嘔吐物的性狀，結合全身
症狀表現、舌脈進行綜合分析，辨明寒、熱、虛、實。

• 嘔吐清涎，口淡納差者，多見於脾胃虧虛;
• 嘔吐黏稠痰涎，口淡黏膩者，多為脾虛痰濕;
• 嘔吐酸水或苦水，口苦者多為肝胃不和;
• 幹嘔或嘔吐血性物，口渴不欲飲者多為氣陰兩虛。

妊娠惡阻

【辨證要點】



➢ 起居護理

• 居室環境宜清潔、安靜、舒適，妊娠初期嗅覺敏感，應
避免異常氣味的刺激。病房或家庭內清除一切誘發嘔吐
的因素，及時清除嘔吐物。

• 生活有規律，可選擇一些舒緩的運動，如散步。
• 保證每日睡眠充足，劇吐者，宜臥床休息，注意口腔護

理，每次嘔吐後應用溫開水或鹽開水漱口，保持口腔清
潔。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病情觀察

• 觀察病情變化，記錄嘔吐的次數，嘔吐物的性狀、顏色、
量及腰腹疼痛、陰道流血等伴隨症。

• 觀察嘔吐與飲食、情志、勞倦的關係，必要時記錄 24 小
時出人量。

• 注意全身症狀及大小便和腹部情況，如發現精神萎靡，呼
吸急促，反應遲鈍，嘔吐物混有血液，尿酮體陽性等酮症
酸中毒的臨床表現，應立即報告醫生及時處理。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飲食護理
• 飲食以富營養、易消化、品種多樣、少食多餐為原則，也

可根據患者的喜好選擇食物，不宜生冷、肥甘、油膩、辛
辣、煎炸、香燥、硬固食物，忌煙、酒、茶、咖啡等刺激
性食物。

• 適當增加飲水量，防止脫水，鼓勵患者進食，以扶助正氣。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飲食護理

➢ 脾胃虧虛者宜多食健脾益氣的食物，如魚類、瘦肉、桂圓、
蓮子、大棗、山藥、牛奶、雞蛋等，可食山藥生薑肉片、
白術鯽魚粥等;

➢ 肝胃失和者應清肝和胃，宜食水果蔬菜，如金橘、柳丁、
蘋果、柚子、蘿蔔等，可食陳皮蘇梗生薑湯、生薑烏梅湯
等;

➢ 氣陰兩虛者宜益氣養陰食物，如蜂蜜、銀耳、魚類等;
➢ 劇吐不止者，可暫禁食，靜脈補充營養，病情好轉後，逐

漸恢復飲食。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情志護理

• 穩定患者的情緒，多給予精神安慰，消除各種不良因素
刺激，避免緊張、激動、焦慮、憂愁等不良心理狀態，
以減輕妊娠嘔吐的程度。

• 囑家屬與孕婦多交談、多溝通，轉移和分散患者注意力。
• 肝氣犯胃者，尤應保持心情舒暢，避免惱怒憂思，情緒

不舒時，不宜進食。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用藥護理

• 湯藥宜濃煎，少量頻服，切忌大量藥液吞服，以免藥人
即吐。

• 藥液溫熱隨患者喜惡，喜熱者溫服，喜飲冷者涼服，可
用生薑和藥兌服，或以生薑汁塗舌面或漱口後再服藥，
或服藥後再含生薑片，可有效減少嘔惡。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適宜技術

• 嘔吐劇烈者可按摩內關、足三裡、陽陵泉、合穀等穴。
• 耳穴貼壓可選擇脾、胃、食道、賁門、神門、交感等。
• 脾胃虧虛者可艾灸足三裡、內關、中脘等穴;也可選中

脘、神闕、內關、足三裡、湧泉等穴行穴位貼敷。

妊娠惡阻

【辯證施護】



➢ 慎起居，適寒溫。勞逸結合，保證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適當
活動，如保健操、散步等，以增強體質。

➢ 調攝精神，保持開朗樂觀的心態和舒暢的心情，避免不良情
志刺激而誘發嘔吐或加重 病情。

➢ 注意飲食調攝，養成良好的伙食習慣，少食生冷、油膩、辛
辣、煎炸之物，戒煙酒，並注 意飲食衛生。

➢ 指導患者掌握自我調護的方法，如將鮮姜片含於口中，或在
飲水或飲牛奶時，沖人鮮薑汁，均可緩解噁心的症狀。亦可
用手掌自上向下按摩胃脘部，反復進行，每日數次，以增強
脾胃功能。

妊娠惡阻

【健康教育】



➢ 產後血暈、血勞

➢ 產後腹痛、腹脹

➢ 產後小便淋痛、不通後惡露不絕

➢ 產後發熱

➢ 產後乳汁淤積、產後乳汁不足

➢ 產後大便難

➢ 產後自汗、盜汗

臨床實證常見產後不適



產後不適的病因病機

1、亡血傷津

➢在分娩過程中，因為各種原因出血過多，汗液大出，致使產

婦在產後呈現“亡血傷津”的機體內環境。

➢可以出現血虛津枯、腸道失於濡養而產後大便難；也可因胞

宮、胞脈失於濡養表現產後腹痛；筋脈失常，血虛生風而為

產後痙證；亦可因陰血而火旺見產後發熱等。



2、元氣受損

➢分娩過程，是一個較長時間的持續的體力消耗過程。或產

後操勞過早失度，“勞則氣耗”，或氣隨血耗之故，產婦

又常處於“元氣不足”的狀態。

➢氣虛失攝、沖任不固致使惡露不絕、乳汁失攝而病，乳汁

自出，衛外失固、腠理不實而產後自汗等等，皆氣虛故也。

產後不適的病因病機



3、瘀血內阻

➢分娩創傷，經脈血絡受損，血溢脈外，不能參與血液迴圈而成

瘀血；或因元氣受損，推動血液迴圈無力，血液滯留而成為瘀

血；或因胎膜、胎盤殘留，惡露排泄失常，留而成瘀。

➢瘀血內阻，可引發腹痛、發熱、惡露不絕諸疾。

產後不適的病因病機



4、外感六淫或飲食房勞所傷

➢產後元氣受損，血氣不足，抗病力減弱，如果產時、產後調

攝、護理沒有做好，均可導致氣血不調、營衛失和、臟腑功

能失常，而變生產後諸疾。

產後不適的病因病機



產婦的生理特點

➢陳複正《幼幼集成》提到：“夫產後百節俱開，氣血兩敗，外則
腠理不密，易感風寒；內則臟腑空虛，易傷飲食。稍有不慎，諸
證叢生。”

➢由此可知，產婦的生理特點總結為：氣血虧損，臟腑虛弱，瘀血
阻滯，心氣不足，易感風寒。



產後調護

中醫更講究產後病的預防，重在產後調護。

➢ 休養環境保持清潔、安靜，居室寒溫適宜，空氣流通，陽光充足。

➢ 飲食宜富有營養而易於消化，不宜進食生冷或辛辣、肥膩之品，以

免滋生寒熱，內傷脾胃。亦不可過鹹，使血液迴圈不暢，以免咳嗽

和少乳。

➢ 起居有常，不可當風貪涼，衣被宜柔軟而清潔衛生。

➢ 勞逸適度。



產後缺乳



產後缺乳

【概念】

產後或哺乳期乳汁甚少或全無，稱
“產後缺乳”，又稱“乳汁不足”，
“乳汁不行”及“乳汁停滯”。



【病因病機】

➢ 常見原因有氣血虛弱、肝鬱氣滯、痰濁阻滯。此外，乳腺先天
發育不良或哺乳方法不當等，均可造成乳汁分泌減少。

➢ 其病機有虛實之分。虛證病機主要是乳汁生化不足;實證病機主
要是經脈不暢，乳汁不下。

產後缺乳



【辨證論治】

➢氣血虛弱

• 主症：產後乳汁少，甚或全無，乳汁稀薄，乳房按之柔軟無脹
感，面白或萎黃少華，神疲倦怠乏力，納少，舌體瘦小，舌淡，
苔少，脈細弱。

• 治法：補氣養血，佐以通乳。

• 方藥：通乳丹。

產後缺乳



【辨證論治】

➢肝鬱氣滯

• 主症：產後乳汁分泌少，甚或全無，乳房脹硬、疼痛，乳汁稠，
伴胸脅脹滿，情志抑鬱，食欲不振，舌淡紅或黯，苔薄黃，脈
弦或弦滑有力。

• 治法：疏肝解鬱，通絡下乳。

• 方藥：下乳湧泉散。

產後缺乳



【辨證論治】

➢痰濁阻滯

• 主症：乳汁甚少或無乳可下，乳房碩大或下垂，不脹滿，乳汁
不稠，或形體肥胖，胸悶痰多，納少便溏，或食多乳少。舌淡
胖，苔膩，脈沉細或沉滑

• 治法：健脾化痰通乳。

• 方藥：蒼附導痰丸合漏蘆散。

產後缺乳



【辨證要點】

➢辨虛實 根據乳汁性質特點，乳房有無脹痛，結合舌脈及其他症狀

辨別虛實:

➢虛證者，乳房柔軟，不脹不痛，擠出乳汁點滴而下，質稀;

➢實證者，乳房脹滿而痛，擠壓乳汁疼痛難出，質稠;

➢虛實夾雜者，乳房脹大而柔軟，乳汁不多。

產後缺乳



【辨證施護】

➢起居護理

• 保持居室清潔安靜，空氣流暢，溫濕度適宜，避免直接吹風，衣
服穿著以寬鬆為宜。

• 創造有利於哺乳和休息的環境，保證充足的休息與睡眠，儘早哺
乳，多吸吮，按需哺乳。

• 採用正確的哺乳方法，指導產婦擠出多餘的乳汁，每次哺乳應讓
嬰兒吸空一側乳房後，再吸另一側乳房。

• 常用毛巾和清水擦洗乳頭，定時將分泌的乳汁塗抹在乳頭上，防
止乳頭乾裂。

產後缺乳



➢ 病情觀察

• 注意觀察患者乳汁的排出量、色、質，乳房脹痛程度、性質，乳
房軟硬度及乳下行通暢與否，辨明證候。

• 詢問惡露情況，如惡露過多而影響乳汁化生，應同時治療。

• 觀察患者乳房及乳頭的情況，是否有乳頭伸展性不好、扁平或內
陷，如有異常應及時糾正。

【辨證施護】
產後缺乳



➢飲食護理

• 加強產後營養，多食高蛋白食物和新鮮蔬菜，多喝湯水，少食肥甘
厚味，忌食辛辣、油炸、酸澀或生冷之品。

• 氣血虛弱者宜食補養氣血之品，如豬蹄、烏雞、雞蛋、大棗、桂圓、
鯽魚、乳鴿等，可用豬蹄或鯽魚燉黃芪、黨參、茯苓、當歸、白芍、
路路通等;

• 肝鬱氣滯者宜食行氣解鬱之品，如玫瑰花、月季花、絲瓜、佛手、
合歡花、蘿蔔等，可用豬前蹄或鯽魚燉當歸、穿山甲、王不留行、
柴胡、通草等;

• 痰濁阻滯者宜食健脾化痰之品，如蘿蔔、木耳、冬瓜、番茄、山楂
等，可用瘦肉燉白術、砂仁、茯苓、陳皮、黨參、路路通等。

產後缺乳

【辨證施護】



➢情志護理

• 乳汁的分泌與精神情志因素有密切關係。肝藏血，因產時失血，
肝血多虧虛。

• 若產後情志不遂，易致肝失疏泄，氣機鬱滯，乳汁運行受阻而產
生缺乳。

• 因此哺乳期應加強精神護理，保持精神愉快，心情舒暢，避惱怒，
忌憂鬱，儘量使心境保持平和，則肝氣條達，疏泄有度，乳汁暢
行。

產後缺乳

【辨證施護】



➢用藥護理

• 理氣中藥多芳香之品，其湯劑不宜久煎，補益中藥可文火久煎。

• 肝氣鬱滯者用肝解鬱，通絡行乳的湯藥，宜熱服。氣血虧虛者湯藥
宜熱服，補益藥宜早晚空腹溫服。

• 觀察用約後症狀緩解情況和時間，並注意服藥後的不良反應。乳房
熱痛且有腫塊者，可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瘀、軟堅散結之品外敷。

產後缺乳

【辨證施護】



➢適宜技術

• 可取膻中、乳根、少澤、天宗、合穀等穴針刺通乳;

• 或取乳根、少澤、膻中門等穴推拿按摩，患者取仰臥位，單掌和多
指摩擦胸腹數分鐘。

• 氣血虛弱者可艾灸膻中、乳根穴;

• 或取胸、乳、內分泌、交感、神門、皮質下等穴用王不留行籽行耳
穴貼壓。

• 乳房有塊者，局部用橘皮煎水外敷;

• 乳房脹痛者，按摩乳房，擠出乳汁，或用芒硝外敷。

產後缺乳

【辨證施護】



➢穴位貼敷揉壓

選穴：乳根、膻中、足三裡、合穀、少澤

乳根穴:乳房屬胃經，故取足陽明經胃之乳根穴，以疏導陽明經氣而催乳。

位置：乳頭直下，乳房根部。

膻中穴：為氣之會穴，性善調氣，取其助乳根催乳之效。

位置：兩乳頭之間連線的中點。

【辨證施護】

產後缺乳



➢穴位貼敷揉壓

選穴：乳根、膻中、足三裡、合穀、少澤

足三裡：行補法，增強健運脾胃、調和氣血的

作用，氣血充足，乳汁增多；

位置：外膝眼下三寸，脛骨外側約一橫指處。

【辨證施護】

產後缺乳



➢穴位貼敷揉壓

選穴：乳根、膻中、足三裡、合穀、少澤

少澤、合穀穴：施瀉法，可行氣活血，通絡行乳。

少澤：小指尺側指甲角旁0.l寸

合穀 ：第一、二掌骨間，第二掌骨橈側的中點

【辨證施護】

產後缺乳



穴位貼敷揉壓操作方法：

➢取厚0．3 cm、直徑1 cm乾薑片貼於直徑3 cm大小的膠布上，再將薑片
對準乳根、膻中、足三裡貼壓固定。配合溫通氣血、辛香走竄之乾薑，
療效益彰。

➢每穴白天揉壓4次，晚上揉壓2次，每次揉壓2～3分鐘。

➢氣血虛弱者，揉壓宜輕，頻率宜慢，揉壓後加灸足三裡5～1O分鐘，上、
下午各行1次。

➢肝氣鬱滯者，揉壓稍重，頻率稍快，揉壓後拿(捏而提起)合穀、少澤
2～3分鐘。

上述治療完畢後，擠壓揉摩乳房3～ 5分鐘，並讓嬰兒吸吮乳頭。

產後缺乳



• 孕期做好乳頭護理，若乳頭凹陷，應經常將乳頭向外牽拉。貧血孕
婦應及時治療，以防產後缺乳。

• 積極提倡母乳餵養，排除哺乳的顧慮。正確指導哺乳，早吸吮、早
哺乳，不能因產後早期 L房不脹，而自行減少或中斷哺乳。每次哺
乳前要用溫開水清洗乳房、乳頭，乳母洗手，避免嬰兒吮入不潔之
物。

• 產後生活有規律，創造良好的休息環境。加強產後營養，多食富含
蛋白質食物和新鮮蔬菜，多飲湯水。保持情緒樂觀，心情舒暢，適
當活動，保持氣血調和。

產後缺乳

【健康教育】



產後惡露不絕



【概念】

產後隨子宮蛻膜的脫落，含有血液、
壞死蛻膜組織經陰道排出，稱為惡露。
如惡露持續3周以上不止者，稱為
“產後惡露不絕”，又稱“產後惡露
不止”。

產後惡露不絕



【病因病機】

➢ 本病常見的病因有氣虛沖任不固，血失統攝;或瘀阻沖任，血不歸經;
或熱傷沖任，迫血妄行。其主要病機為胞宮藏瀉失度，沖任不固，氣
血運行失常。

產後惡露不絕



【辯證施治】

➢ 氣虛證

• 主要證候:惡露過期不盡，量多或淋漓不盡，色淡，質稀，無臭氣，
面色白或萎黃，眩暈，神疲懶言，倦怠乏力，自汗，小腹空墜，舌淡，
苔白，脈細弱。

• 治法:補氣攝血固沖。
• 方藥:補中益氣湯。

產後惡露不絕



【辯證施治】
➢血熱證
1、虛熱
• 主要證候:產後惡露過期不止，量較多，色紫紅，質黏稠且臭穢，顴

紅，盜汗，五心煩熱，口燥咽幹，瘦薄舌，舌紅苔少，脈細數無力。
治法:養陰清熱止血。

• 方藥：保陰煎。

1、實熱
• 主要證候:產產後惡露過期不止，量較多，色紫紅，質黏稠且臭穢，

心煩，急躁易怒，面紅口苦，大便幹結，舌紅苔黃，脈弦數有力 。
治法:疏肝清熱，涼血止血。

• 方藥：丹梔逍遙散。

產後惡露不絕



【辯證施治】

➢ 血瘀證

• 主要證候:惡露過期不盡，量或少或多，色黯有塊，小腹刺痛拒按，
舌紫黯或舌尖邊有瘀點、瘀斑，脈澀。

• 治法:活血化瘀止血。
• 方藥:生化湯。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要點】

➢寒熱虛實 根據惡露的量、色、質、味等表現及全身症狀、舌脈等

辨明寒熱虛實。

• 惡露量多，色淡紅，質稀，無臭氣者多為氣虛;

• 量多，色紫紅，質稠而臭穢者多為血熱;

• 量或多或少，色紫黯，有血塊，小腹刺痛者多為血瘀。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 起居護理

• 病室保持整潔、舒適、安靜 ，氣虛和血瘀者要注意保暖，避免
受寒。

• 氣虛者多臥床休息，切忌勞累耗氣，以免加重病情;
• 血熱者衣被不宜過暖，空氣保持濕潤，注意通風。
• 加強會陰部護理，定時清洗外陰，保持清潔。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 病情觀察

• 觀察惡露的量、色、質、味等情況，根據惡露的性狀辨別寒熱
虛實。

• 觀察患者的面色、神情、汗出、二便、腹痛、體溫、脈象、舌
象等，如出現下腹痛劇、發熱及陰道流出物增多、臭穢等應及
時報告醫生。

• 若出現大出血時，應做好輸液、輸血及刮宮手術的準備。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 病情觀察

• 觀察惡露的量、色、質、味等情況，根據惡露的性狀辨別寒熱
虛實。

• 觀察患者的面色、神情、汗出、二便、腹痛、體溫、脈象、舌
象等，如出現下腹痛劇、發熱及陰道流出物增多、臭穢等應及
時報告醫生。

• 若出現大出血時，應做好輸液、輸血及刮宮手術的準備。

產後惡露不絕



➢ 飲食護理

• 宜食營養豐富、易消化的食物，避免辛辣刺激、油膩之品，忌酒
、濃茶和咖非。

• 氣虛者多攝入益氣健脾的食品，如瘦肉湯、魚湯、雞湯、鴿子湯
、八寶粥等，可根據體質燉人參、太子參、山藥、黃芪等益氣之
品，但脾胃功能不佳者，不宜過用滋膩之品;

• 血熱者宜食清熱涼血之品，如綠豆、雪梨、西瓜、冬瓜等;
• 血瘀者宜食活血化瘀之品，如山楂飲、三七雞、當歸鴿子湯、玫

瑰花茶、桃仁煎等膳食。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 情志護理

• 惡露不絕易使患者產生焦慮、抑鬱等情緒，應多與患者交流，瞭解
其生活起飲食、睡眠、情志等情況，解除思想顧慮，保持心情舒暢。

• 及時向患者解釋有關疾病的知識及防護措施。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辨證施護】
➢ 用藥護理

• 按醫囑準確給藥，觀察藥後效果和反應。
• 氣虛證湯藥宜飯前空腹溫服;
• 血熱證宜飯後偏涼服;
• 血瘀證宜飯後溫服。

產後惡露不絕



【辨證施護】
➢ 適宜技術

• 氣虛者，可艾灸脾俞、胃俞、氣海、關元、足三裡等穴，以補益氣
血;或按揉脾俞、胃俞、關元等穴。

• 血瘀腹痛者，可用艾條灸血海、三陰交、歸來、子宮、中極等穴。
發熱者，用刮痧板刮拭膈俞至膽俞，或按摩合穀、大椎、曲池、外
關、血海、三陰交等穴，或採用留罐法，拔吸膈俞、血海等處。

產後惡露不絕



【健康教育】

➢ 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生活起居有常，產褥期注意休息與保暖，避
免過度勞累，不要汗出當風或涉雨著涼，產後未滿 50 天禁止房事
。惡露持續不盡者，應注意陰部清潔，嚴禁盆浴，防止併發症。

➢ 注意調暢情志，保持良好的心態，學會自我心理調節，避免不良情
志刺激，注意飲食調養，加強營養，少食油膩及辛辣、刺激性食品
。

➢ 產後遵醫囑按時隨診，出現產後諸證應及時採取措施。

產後惡露不絕





早期養胎氣 中期助胎氣 後期利生產

妊娠期中醫調護



【早期養胎氣】

➢ 據古代醫家孫思邈《千金要方》"逐月養胎法"的看法，在
此時期，胎未有定形，不宜服食藥物，重要是調心。

➢ 孕婦要做到：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吐傲言，心
無邪念，心無恐怯等身心的調養。

妊娠期中醫調護



【早期養胎氣】

➢ 飲食方面要注意饑飽適中，食物要清淡，飲食要精熟，宜清熱、滋
補而不宜溫補，否則導致胎熱、胎動，容易流產。

➢ 如果有妊娠反應，有嘔吐、反胃、噁心等症狀，可用止嘔和胃的食
療方：甘蔗汁120毫升加10毫升生薑汁；蘋果汁60毫升；檸檬汁10
毫升、蜂蜜1茶匙，加水100毫升。或生吃柚子100克。

➢ 溫經安胎可用新鮮艾葉炒蛋。

妊娠期中醫調護



【中期助胎氣】

➢ 受孕中期，胎兒成長迅速，要調養身心以助胎氣，孕婦要動
作輕柔，心平氣和，太勞會氣衰，太逸會氣滯，多曬太陽少
受寒，少穿露臍露臀裝。

妊娠期中醫調護



【中期助胎氣】

➢ 飲食方面要注意美味及多樣化，營養豐富，但不能太飽，要多吃蔬
果利通便。此期陰血常不足，易生內熱，宜養陰補血。

➢ 食療方面：可用黑豆100克和紅棗十枚，煮排骨湯以養血。黨參30
克、龍眼肉10克和紅棗十枚，煮水當茶飲，以滋養氣血。或者西洋
參3克燉瘦肉100克，貧血者燉牛肉。其他可多吃芥藍、菠菜、芝麻
、白木耳、嫩椰子水和椰肉，以及豆類食物。

妊娠期中醫調護



【後期利生產】

➢ 懷孕後期，多數孕婦會脾氣虛，不能制水出現水腫，及陰虛血熱
，胎熱不安，出現早產。

➢ 此期孕婦衣著要寬鬆，不能坐浴，要行走搖身，心靜不可大怒。

妊娠期中醫調護



【後期利生產】

➢ 飲食要熱飲，不食燥熱之品。要補氣健脾，滋補肝腎以利生產。食
療可以用補而不燥的高麗參3克燉燕窩；白木耳燉淮山和龍眼肉；
海參燴香菇瘦肉；黨參、北芪、紅棗茶等。

➢ 在懷孕時苦瓜不可多吃，因含有奎寧，會造成子宮收縮。

➢ 臨產時，不可大量服食補氣藥如野山泡參、西洋參、高麗參等補氣
藥，否則會造成氣行血行，生產時出血過多。其他要慎用瀉下、活
血、破氣藥。

妊娠期中醫調護



小結

➢ 中醫護理的概念及基本特點。

➢ 孕婦常見不適症狀（妊娠瘙癢、妊娠眩暈、妊娠便秘）病因
病機、辨證分型、辨證論治、中醫護理。

➢ 臨床實證常見產前（胎漏、胎動不安、妊娠惡阻）產後（產
後缺乳、產後惡露不絕）的病因病機、辨證論治、辨證施護
方法。

➢ 妊娠期中醫調護（早期養胎氣、中期助胎氣、後期利生產）



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