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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盆腔炎中西医结合治疗进展
王梦瑶，罗 廷 综述 魏兆莲 审校

( 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合肥 230032)

摘要 盆腔炎性疾病是一种育龄期女性常见的妇科疾病。早期可能无症状或症状轻微，若未得到及时治疗，则容易出现迁延

反复，严重影响女性的生殖健康，增加个体身心与家庭经济负担。随着对慢性盆腔炎的深入研究，该疾病的治疗方面取得很

大进展。文章从中西医多个方面进行阐述，希望推动对该疾病的健康管理，为临床治疗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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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腔炎性疾病是由女性上生殖道器官及其周围

组织( 子宫内膜、输卵管、卵巢宫旁组织或盆腔腹

膜) 感染所致的炎症，并常累及相邻组织［1］。中医

上通常将盆腔炎归属于“带下病”、“妇人腹痛”，主

要病因为湿热、血瘀、气滞等。国内外慢性盆腔炎发

病率达 2% ～ 12%，主要表现为劳累后或经前加重

的反复盆腔疼痛、腰骶坠痛、白带异常伴异味、经量

增多或经期延长等。盆腔炎的及时诊断与治疗相当

重要。近年来，慢性盆腔炎的治疗不再局限于单一

治疗，中西医结合以及多种物理辅助治疗方式普遍

应用。现将慢性盆腔炎的多种治疗方式总结如下。

1 慢性盆腔炎概述

盆腔炎性疾病是一种由多种病原体引起的感染

性疾病，因炎症轻重不同临床表现不同。无症状或

症状轻微者通常会延迟治疗进而引起盆腔炎性疾病

后遗症，即不孕、异位妊娠和慢性盆腔痛等。其中反

复发作的慢性盆腔痛是患者就诊的常见主诉。由于

感觉通路长期暴露于炎症或其他损伤之下，中枢神

经系统对疼痛处理改变，引起抑制性疼痛通路下调，

疼痛介导突触的效能增加，可能会产生痛觉过敏现

象，称为中枢敏化［2］。研究［3］表明，部分盆腔病变

例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和子宫腺肌症等导致慢性盆腔

痛的患者存在中枢敏化现象。如何有效缓解反复发

作的盆腔痛是临床治疗的主要目标。

2 西医治疗

2． 1 药物治疗 西医治疗一般为经验性广谱抗生

素治疗。多数研究［4］表明，广谱口服抗菌药物和多

种胃肠外抗菌药物的使用在临床症状和微生物感染

治愈方面有效。然而，极少数研究［5］评估了这些治

疗方案在消除子宫内膜和输卵管炎症方面的效果，

以及对不孕和异位妊娠发生率的影响。由于细菌性

阴道病也常并发于盆腔炎患者，因此在治疗方案中

加入甲硝唑可更有效地清除生殖道中的厌氧菌。在

头孢曲酮和多西环素中加入甲硝唑，可有效减少子

宫内膜厌氧菌、生殖道衣原体感染和盆腔压痛症

状［6］。随着生殖支原体对大环内酯类药物的耐药

性逐渐增加，其对标准的盆腔炎治疗方案反应较差。
莫西沙星加头孢曲松的治疗选择尤其适用于生殖支

原体感染所致盆腔炎的患者［4］，多西环素加莫西沙

星或阿奇霉素也能起到不错的疗效［7］。
近年来，人们发现神经病变或多种病理因素作

用可能会导致慢性盆腔痛。加巴喷丁属于 γ-氨基

丁酸的结构类似物，对由神经病变引起的慢性神经

痛和纤维肌痛具有治疗作用。在对加巴喷丁治疗慢

性盆腔痛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荟萃分析发现: 分

别给予加巴喷丁和安慰剂治疗 3 个月及 6 个月的慢

性盆腔痛患者的疼痛评分均有所下降，且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P ＜ 0. 05) ; 但应用加巴喷丁引起的嗜睡、
眩晕、惊厥等副作用同样不可忽视［8］。

炎症在抑郁症的病理生理中起着重要作用，慢

性炎症因子的持续或过度活跃状态会扰乱神经元的

正常运作机制，这涵盖神经递质的生成、释放、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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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过程以及神经信号的传导，进而对个体的情绪状

态与认知能力产生不良影响［9］。抑郁程度可能和

盆腔炎患病率之间存在潜在的正相关，盆腔炎患者

应考虑伴发抑郁症的诊断和治疗［10］。临床医师倾

向于使用既有镇痛作用又具有抗焦虑效果的药物。
研究表明，催产素能直接降低伤害性刺激的敏感性，

或通过催产素受体抑制疼痛信号传导。鼻内催产素

可能是一种辅助型镇痛药物。在一项鼻内催产素鼻

喷雾剂与安慰剂治疗慢性盆腔痛的疗效分析中发

现，给予鼻内催产素治疗慢性盆腔痛，约三分之一患

者可能显著改善疼痛症状，且慢性盆腔痛病程较长

者疗效较好［11］。此外，催产素具有良好的调节情绪

作用，具有安慰剂效应，有较好的应用前景。
2． 2 物理治疗 慢性盆腔炎的主要特点是易反复、
病程长。因局部慢性炎性病变，可引起周围结缔组

织粘连形成包块，且盆腔血液黏稠度较高不利于药

效发挥。物理治疗现已成为盆腔炎的一种常见治疗

方式，主要包括微波理疗、热疗、特定电磁波( ther-
mal design power，TDP) 治疗机、电刺激等。TDP 治

疗是通过电磁波进行照射治疗，磁疗可改善微循环、
降低神经末梢兴奋性［12］。ZＲL-Ⅱ-A 腔道介 入 治

疗［13］多用于治疗慢性炎症，在其他学科的运用日渐

广泛，作用机制是通过热效应起到渗透作用，促进血

液和淋巴液循环，其次还能改善神经功能，提高机体

免疫力，减少炎性渗出。较强的组织渗透性联合药

物治疗，可以提高疗效，减少复发。
近年来，经皮神经电刺激治疗慢性疼痛的方式

逐渐受到关注。经皮神经电刺激是一种较为便携、
操作简单、非侵入性的治疗方法，通过激活抑制性神

经递质的释放来阻止疼痛信号的传递，同时释放内

源性阿片类物质镇痛。有研究［14］发现，经皮神经电

刺激联合康妇消炎栓治疗可以降低慢性盆腔炎患者

的疼痛感受，改善生活质量。此外，一些研究分析了

低频电刺激和高频电刺激之间的差异。早在 1965
年，Melzack 提出了门控理论，高频电刺激的作用机

制依赖于门控理论，并通过阻断感觉输入或轴突反

射起作用。低频电刺激类似于安慰剂效应，由经皮

电极向外周神经施加各种强度的刺激，不仅在外周

和中枢水平引起神经调节，还抑制中枢致敏［15］。此

外，不同频率的电刺激促使中枢神经系统释放的内

源性阿片肽不同。低频电刺激可促使内啡肽的释

放，高频电刺激促使强啡肽释放，产生较强的止痛效

果。在改善慢性疼痛方面，最大耐受强度的高频模

式电刺激，比低频模式更有效［16 － 17］。

2． 3 手术治疗 机体内盆腔炎性病变可逐渐形成

积水、囊肿或包块，盆腔炎性包块是女性盆腔疼痛的

主要原因，也可导致异位妊娠或继发不孕。当药物

治疗 72 h 效果不理想时，需要及时手术治疗。由于

潜在的炎症作用，盆腔炎手术具有固有的并发症。
在需要手术干预的中重度盆腔炎患者中，腹腔镜手

术可能比开腹手术具有临床优势。王纪云 等［18］研

究指出，腹腔镜手术治疗盆腔炎性包块相较于开腹

手术治疗，手术创伤小、感染风险低、术后并发症发

生率低，且对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抑制较小，CD3 +、
CD4 +、CD8 + 等指标变化较小，与开腹手术患者指标

变化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 ＜ 0. 05) 。
在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中，接受腹腔镜手术患

者的围手术期并发症综合发生率( 19. 5% ) 低于接

受开腹手术的患者( 37. 6% ) 。一些危及生命的并

发症如新发败血症、感染性休克和血栓栓塞等，腹腔

镜手术患者发生率显著低于开腹手术患者( 0. 7%
vs 4. 3% ) 。该队列研究指出，在最初接受保守治疗

的患者中，一半的患者最终需要进行腹腔镜探查。
因此，通过评估风险因素来确定患者保守治疗的成

功率，可促进患者的早期手术治疗，早期腹腔镜手术

比晚期腹腔镜手术患者的发热和恢复时间短［19］。
既往观念［20］认为，较为保守的手术方法可能导致部

分患者面临二次手术的需求。然而，一项大规模研

究揭示，无论是开腹手术还是腹腔镜手术，需要二次

手术的患者比例均维持在较低水平。这可能得益于

治疗策略的最新进展，涵盖外科技术的革新、手术器

械的升级以及围手术期管理的加强。值得注意的

是，部分罹患盆腔炎且合并妇科良性疾病( 例如子

宫肌瘤、子宫内膜异位症等) 的患者，可能因对盆腔

炎严重程度的忧虑以及对抗生素治疗效果的临床考

量，而选择接受子宫切除术。
子宫切除术被认为是严重或难治性慢性盆腔痛

的最终治疗方法，但最新研究提出，子宫切除术不能

完全改善慢性盆腔疼痛患者的症状，中枢致敏程度

较高的患者在手术后持续疼痛的风险显著增加［21］。
患有慢性盆腔痛的患者可能在子宫切除术后经历更

严重的疼痛，同时对止痛药的反应下降。中枢敏感

性高是子宫切除术后患者大量使用阿片类药物和新

发术后疼痛的已知危险因素。然而，针对特定症状

的子宫切除术能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如: 当慢性盆腔

痛主要与痛经或月经周期相关时，子宫切除术可能

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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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医治疗

3． 1 口服 /灌肠中药治疗 中药治疗慢性盆腔炎具

有显著优势。中药配方能有效缓解临床症状，减少

抗菌药物的使用，缩短病程，是慢性盆腔炎的治疗重

点。直肠毗邻子宫和阴道，具有天然的位置优势，通

过直肠吸收的大部分药物可避免对胃肠道的刺激和

肝脏的首过效应。中药可通过直肠黏膜静脉丛吸

收，使盆腔血循环得到改善，促使增生粘连的结缔组

织软化，清除局部充血水肿，促进组织的修复与再

生，达到消除炎症的作用。
3． 2 针灸 /推拿 /耳穴疗法 王越 等［23］在使用温

针灸治疗慢性盆腔炎的疗效分析中指出，选取中极

穴、气海穴、水道穴等穴位进行针灸，临床总有效率

可达到 93. 88%，明显高于口服左氧氟沙星和布洛

芬对照组的疗效( 71. 43% ) ，同时，温针灸可有效抑

制炎症的发生，调节 th1 / th2 细胞平衡。石磊 等［24］

研究发现，推拿三阴经路位置，不仅可以疏通经脉气

血，还可以提高机体迷走神经兴奋性，调节肾上腺皮

质激素分泌，影响卵巢血流。因此，在温针灸联合推

拿治疗组中，患者的血流变化指标纤维蛋白原等均

明显降低，且相较于单纯使用左氧氟沙星治疗的对

照组，指 标 变 化 更 明 显，具 有 统 计 学 意 义。李 满

春［25］研究得出，在红外线治疗仪基础上联合腧穴热

敏化艾灸治疗慢性盆腔炎，可以有效改善患者临床

症状和机体内炎症反应，这可能是因为腧穴热敏化

艾灸不但具有传统艾灸的优势，还能通过热刺激过

程软化盆腔内粘连组织。此外，按照相应部位选取

盆腔穴、神门穴、肝穴、肾穴等耳穴位置进行压豆治

疗，也能有效改善慢性盆腔炎患者的临床症状及体

征［26］。
3． 3 中药贴敷治疗 中药贴敷是一种常用的中医

外治方法。赵亚 等［27］在西药联合穴位按摩治疗慢

性盆腔炎的基础上加用中药热敷，疗效对比分析结

果提示中药热敷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 94. 74% )

显著高 于 西 药 联 合 穴 位 按 摩 治 疗 组 的 总 有 效 率

( 77. 78% ) ，两组患者的症状积分、血清炎性因子及

血液黏度均有所下降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同时，

牛琼琼 等［28］研究了不同温度下的中药热敷治疗在

盆腔炎中的疗效差异。39 ～ 45 ℃ 的高温组相较于

低温组( 35 ～ 38 ℃ ) 的治疗效果更好，但为了避免烫

伤事件，该研究并未设置更高的温度限制，在 45 ℃
以上中药热敷的疗效以及烫伤事件的发生率目前不

可知。

4 中西医结合治疗

抗生素与中药联合治疗慢性盆腔炎越来越被人

们所接受。在给予慢性盆腔炎患者阿奇霉素和甲硝

唑治疗的基础上，配合康妇炎胶囊治疗，联合治疗的

总有效率达到 97. 62% ( vs 78. 05% ) ，治疗后的 C-反
应蛋白及白细胞介素( interleukin，IL) -6 水平降低比

单用抗生素治疗组更显著，且安全性高，无明显不良

反应［29］。李长秀［30］也发现，使用阿奇霉素联合消

癥解毒饮治疗盆腔炎，不仅具有较好的疗效和较少

的不良反应，卵巢动脉血流阻力也明显降低，机体内

炎症反应得到改善，致炎因子 IL-21、血管细胞黏附

因子( vascular cell adhesion molecule ，VCAM) -1、单
核细胞趋化蛋白( 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

MCP) -1、粒细胞 － 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 Granulo-
cyte-macrophage 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GM-CSF) 及

干扰素( interferon，IFN) -γ 水平均降低。夏如民［31］

提出，在红藤汤和莫西沙星的治疗中加入微波理疗，

可以使药物准确作用于盆腔，提高临床效果，消炎抑

菌效果更好。

5 结论

盆腔炎性疾病是女性上生殖道感染性疾病，性

活跃期、免疫力低下、宫腔手术后感染等均属于盆腔

炎性疾病的高危因素，急性盆腔炎若未得到及时、有
效治疗，易发展为慢性盆腔炎。长时间的抗生素治

疗易产生耐药性，中药能够改善盆腔血流循环、药效

温和，中西医结合相辅相成，逐渐成为主流治疗方

式。同时，物理治疗为盆腔炎的治疗提供更多可能。
三者的联合治疗方法多样，在临床中，可以根据患者

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宜治疗方式，提高治疗效果和患

者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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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s in the combined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ang Mengyao，Luo Ting，Wei Zhaolian
( Dep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32)

Abstract Among women of reproductive age，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is a prevalent gynecological condition．
In its early stages，it may be mild or asymptomatic． If treatment is delayed，there is a high likelihood of recur-
rence，which can have a major impact on women' s reproductive health and raise the financial，emotional，and
physical load on the family． Significant advancements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have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thorough investigation of this condition． In an effort to advance the health management of
this illness and offer fresh concepts for clinical treatment，this review discusses a number of facets of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Key words chronic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hronic pelvic pain; research progres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
icine; Wester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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