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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期经前期综合征病因病机及治疗的研究进展

高明周#

$高冬梅#

$刘晓琴#

$孙$辉!

$乔明琦#

$$ 经前期综合征 $

H/->-AIJ/015 I2AK/4>-

!

L+M

%是女性月经周期黄体期$月经来潮前
:

%

#9

天%

周期性出现的一系列躯体'心理等方面困扰患者症状

的总称!一般会随着月经的到来而缓解或消失!其中影

响严重者为经前情感障碍证$

H/->-AIJ/015 K2IHN4

#

/?D K?I4/K-/

!

L+EE

%

(

#

)

* 流行病调查显示#

L+M

患

病率在
%"O

%

9"O

(

!

!

%

)

* 针对青春期
L+MGL+EE

流调始于
!"##

年!针对性筛选标准未成体系!多由成

年育龄妇女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

P>-/?D1A &455-B-

4Q F.IJ-J/?D?1AI 1AK R2A-D454B?IJI

!

P&FR

%推荐

的成年育龄妇女
L+M

诊断标准(

9

)和
L+EE

诊断标

准!即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
9

版$

E?1BA4IJ?D

1AK MJ1J?IJ?D15 +1A015 4Q +-AJ15 E?I4/K-/

#

!

!

EM+

#

!

%

(

;

)修改而来* 由此导致近些年的国外研究

中青春期
L+M

患病率高低不统一!但可以肯定的是!

其
L+MGL+EE

发病状况较之成年育龄妇女不容乐

观(

$

"

8

)

!如
S1HT?A P'

等(

:

)关于
L+M

患病率调查中!

;#O

%

8$O

的青春期女孩经受着
L+M

症状折磨* 故

加大对青春期经前期综合征的研究有助于从源头阐释

病因!完善疾病的认识* 现将最新研究进展综述如下*

#

$青春期特点

世界卫生组织把青春期年龄限定为
#"

%

#<

岁(

8

)

*这个年龄阶段的少女形体外观和激素水平变

化显著!第二性征出现!性器官发育趋于成熟!月经初

潮在
#%

岁即可达
8#

!

;O

(

<

)

* 其生理心理的发育增速

及对未知的恐惧及学习压力等多种因素作用下极易出

现神经衰弱'焦虑'性心理障碍多种情绪及行为障

碍(

#"

)

* 魏碧蓉等(

##

)通过对平均年龄$

#%

!

!#

&

#

!

";

%

岁的青春期女孩月经情况调研得知!女孩们月经初潮

年龄普遍提前!且经前期综合征和痛经等月经病发生

率持续走高*

$$

!

$青春期
L+M

病因

L+MGL+EE

发病机制不明!但相关研究却从未

间断!归结起来涉及神经内分泌'生物化学因素失调和

社会心理因素等方面*

!

!

#

$现代医学$现代医学侧重微观机制研究!

自
#<%#

年发现之日起该病病因研究矛头直指激素类

失调!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神经类递质脑中枢调节机制

已成为目前的研究热点*

现有的研究已经证实#中枢
;

"羟色胺$

;

#

)U

%系

统'

"

"氨基丁酸
P

型受体$

RPVP

#

P /-D-HJ4/

%'多

巴胺受体$

K4H1>?A- /-D-HJ4/

!

EP

%及单胺类神经递

质受体等都存在反应机制* 其中
;

#

U)

'单胺氧化酶'

;

#

U)

转运体及
;

#

U)

受体等通过基因多态性'信号转

导'神经递质代谢和传递等途径参与
L+M

的发生'发

展(

#!

)

* 王宏伟等(

#%

)提出
L+M

患者月经不同时期激

素水平尤其是血清雌二醇$

I-/0> -IJ/1K?45

!

=

!

%

'

孕

酮$

H/4B-IJ-/4A-

!

L

%的正常周期性变化紊乱是出现

不同症状的重要机制* 相关脑区的研究中!王德敬

等(

#9

)通过
&)

脑功能成像首次发现!

L+M

肝气郁患

者与对照组脑区
MW3

值分析比较显示!小脑'中脑'海

马'楔叶'杏仁核的葡萄糖代谢呈现明显规律性差异!

即脑区右侧代谢明显低于左侧!提示肝气郁对这些部

位有着明显的影响!并提出肝气郁与右脑有关!而右脑

与负性情绪关系密切* 韩贺云等(

#;

)则从负性情绪人

手!结合事件相关电位 $

-X-AJ

#

/-51J-K H4J-AJ?15I

!

=SLI

%技术探讨
L+EE

患者的认知功能的改变!试

图辅助
L+EE

中枢发病机制的研究* 而有流行病学

调研(

#$

)指出有患经前期综合征母亲的青少年比同龄

未有患病母亲的青少年患病率更高!换言之!

L+M

可

能具有基因遗传性(

#:

)

!为该病未来从基因水平探究发

病机制提供了研究依据*

除上述微观机制研究外!社会心理因素影响已受

到研究学者的足够重视*

MJ-?A-/ +

(

#8

)及
S4Y51AK

PM

等(

#<

)认为社会因素!如#人种'宗教背景'经济地

位&生活方式如#抽烟'酗酒'运动'节食等及初潮年龄

和规律与否等与都与
L+M

紧密相关*

V-/J4A-

#

'4NAI4A =S

等(

!"

)认为吸烟尤其是青少年时期或

#;

岁之前吸烟或许增加中到重度
L+M

风险*

P.-BB

M

(

!#

)认为早期的暴力和性虐等会加重
L+M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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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42K1I =P

(

!!

)等提出儿童期虐待会影响
L+EE

患病

情况*

L-/T4A?BB P

(

!%

)支持
P.-BB M

及
M42K1I =P

等的观点!认为创伤性事件会极大地增加身患
L+EE

风险*

!

!

!

$中医学

L+M

属中医学+月经前后诸证,之范畴* 古籍有

载经行乳房胀痛'经行情志异常'经行浮肿等症* 体质

对疾病发生具有较大导向作用#气郁体质!血瘀体质'

痰湿体质易患
L+M

!其中气郁质影响最大* 该体质女

性多因工作'生活压力大!或忧郁敏感'情志不畅!久易

气郁化火!甚至肝肾阴虚而发病(

!9

)

* 由于疾病涉及多

脏腑!故具体辨证中病位涉及肝'心'脾'肺'肾五脏!病

机主要为肝失疏泄!或伴有脾虚'肾虚'痰火'血瘀等多

证* 乔明琦等(

!;

)通过流行病学调查认为肝气逆'肝气

郁'肝火上炎'心脾两虚四证占本病总证候的
<;O

!其

中前两证分别占
;8

!

<O

和
!:

!

;O

!肝气逆以经前烦

躁易怒!乳房胀痛为特点&肝气郁以经前抑郁寡欢'胸

闷叹息为特点!这是目前比较公认的病机认识*

%

$青春期
L+M

的预防与治疗

%

!

#

$预防

+治未病,思想贯穿于中医药学理念!契合预防医

学的思想!而青春期所处疾病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决定

了预防的重要性* 已有研究证实!重度经前期综合征

症状高发于在
!"

岁左右!但大多数的女性
L+MGL+

#

EE

症状最早多追溯到青春期(

!$

)

* 已有研究表明!做

好
L+MGL+EE

预防工作!首先就要做好青春期卫生

知识教育工作!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

)

*

基于此!基本的卫生知识普及尤为重要* 患病主

体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了解最清楚!若是正常与否无

法判断*

)IDN0K?A M

等(

9

)的研究发现!有经前期症状

的
%<%

人中!竟有
$<

!

!O

的认为这是正常现象!结果

惊人* 其次!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于疾病的发生发展亦

起决定性作用*

E/4IKZ45 P

等(

!8

)研究表明大城市青

少年与对小城市地区相比!

L+M

患病率高达
%

!

:

倍!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 地域的不

同!文化生活!营养状况的不同!折射出的是不同的生

活方式* 摒弃不良生活方式如#抽烟'酗酒'饮食不规

律!平衡膳食满足基本的微量元素需求!补充足量的钙

和维生素
E

可降低
L+M

疾病发生率(

!<

)

* 已有试验

证明!每天补充
!;" >B

碳酸钙
%

个月可有效缓解焦

虑'食欲和情绪低落(

%"

)

* 来自马来西亚的研究表明以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

%#

)

$

)N- *4/5K U-15JN F/

#

B1A?Z1J?4A =\H-/J &4>>?JJ-- 4A LN2I?D15 MJ1

#

J0I

%推荐的标准来判断体重!体重超重的比体重太轻

的要更易患
L+M

*

%

!

!

$治疗

%

!

!

!

#

$现代医学治疗药物及其疗效评价$现代

医学治疗
L+M

以西药为主!偶见手术报道但伤害太

大!不宜提倡* 而服用西药需严遵医嘱!效用单一!对

并发症很难做到标本兼治!且病情易反复(

%!

)

* 目前治

疗有效的西药主要是激素类'避孕药'抗焦虑剂及抗抑

郁剂$氟西汀'帕罗西汀'氟伏沙明'舍曲林和西酞普

兰等%* 氟西汀作为该病治疗一线药物!早已被美国

食品与药物管理局正式批准为治疗
L+EE

的抗抑郁

药物!在目前的多种试验中被用作对照药物*

最新的药物疗效评价中!肖云红(

%%

)使用舍曲林和

多塞平分别治疗
$"

例患者
%

个月经周期!汉密尔顿

焦虑量表$

U1>?5J4A PA\?-J2 MD15-

!

UP+P

%和副反

应量表 $

)/-1J>-AJ =>-/B-AJ M2>HJ4> MD15-

!

)=MM

%评分显示#舍曲林起效更快!疗效更好!且不良

反应低于多赛平* 高杰等(

%9

)指出女性激素孕酮及其

代谢物四氢孕酮含量的改变对脑中枢
RPVP

功能和

;

#

U)

功能在产生影响!关联
L+MGL+EE

中枢发病机

制* 因
L+MGL+EE

由经期排卵触发!故通过服用避

孕药物来干预病情的研究也是重点* 而避孕药种类比

较繁多!使用效果较好的药多包涵小剂量的雌性激素*

尽管如此!试验中却无法取得预期的治疗效果!究其原

因经前躯体和情感症状与孕酮及突破出血或能解

释(

%;

)

*

!"";

年
M?5.-/ )'

等(

%$

)以每天
!" >B

的计

量使用氟西汀成功治愈
%

例
#;

%

#:

岁的青春期患

者!与
!"#"

年
70/ ++

等(

%:

)研究相呼应*

!"":

年!

蔡清艳(

%8

)使用新型避孕药屈螺酮炔雌醇片通过抑制

排卵成功治愈
#

例
#9

岁经
L+M

患者* 该患者口服

屈螺酮炔雌醇片$优思明%!

!#

天为
#

个疗程!连续

%

个疗程*第
#

个疗程后!患者症状减轻!

%

个疗程后

症状完全消失!月经正常!且随访
$

个月未复发*虽然

目前针对青春期
L+M

的药物试验数据较少但可以肯

定的是适用于成年育龄妇女的药物似乎对青春期女孩

同样具有适用性!期待未来有更多药物方面的疗效报

道为药物的适用性做出科学评价*

目前治疗药物多以口服为主!疗效不一* 而星状

神经节阻滞技术却另辟蹊径!或为不错选择* 星状神

经节由
&:

'

&8

和
)#

交感神经节融合而成!是支配头

颈和上肢的主要交感神经节(

%<

)

* 对星状神经节采取

阻滞技术可有效缓解心理压力(

9"

)

!对于患者情绪有较

好调节效果* 王宏伟等(

9#

)对患者经后
##

天进行双侧

星状神经节阻滞!以改善下丘脑功能!促进自主神经及

内分泌等恢复正常* 每
%

天注射
#

次!

9

次为
#

个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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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半年随访!有效率达
<<O

!且安全'有效*

%

!

!

!

!

$中医药学治疗药物及其疗效评价$

L+MG

L+EE

临床用药多以柴胡等药调畅气机兼补益调节

诸脏气血* 研究较多的中药方剂涉及柴胡疏肝散'逍

遥散'小柴胡汤等中药基本方及其加减* 最新疗效评

价中!宋艳(

9!

)以小柴胡汤加减与布洛芬'氟西汀及维

生素
V$

治疗随机对照!两组皆辅以心理疏导!结果显

示小柴胡汤更能减轻
L+M

引起的乳房胀痛等症!效

果优于西药组* 张莉(

9%

)自拟益肾疏肝方治疗
L+M

有

效率
<$

!

<O

!优于对照组加味逍遥丸
L+M

有效率

:"

!

"O

$

L [ "

!

";

%* 其自拟益肾疏肝方在益肾基础

上加入疏肝解郁之药!组成#生地黄
#" B

'山茱萸

#; B

'枸杞子
!" B

'山药
!" B

'鹿角片
#" B

'桂枝
$ B

'

当归
#; B

'赤芍
#" B

'白芍
#" B

'青皮
$ B

'陈皮
$ B

'

绿萼梅
#" B

'郁金
#" B

'丹参
#" B

* 通过调理内分泌

功能!改善排卵!使
=

!

下降'孕酮趋于正常水平'垂体

泌乳素降低以缓解症状* 何春兰等(

99

)使用经安汤和

曲舍林加维生素
V$

分别治疗
;"

例
L+M

患者
%

个月

经周期* 结果显示经安汤$组成# 柴胡'郁金'钩藤'牡

蛎'龙胆草'熟地黄'丹皮'茯苓'黄芪'当归等%治疗

L+M

复发率低'疗效好'安全性高优于曲舍林加维生

素
V$

*

中成药香芍颗粒(

9;

)

'经前平颗粒(

9$

)

'舒尔经颗

粒(

9:

)

'疏肝健脾丸(

98

)

'赤坤散结胶囊(

9<

)

'白香丹及逍

遥丸与六味地黄丸等对
L+M

皆有治疗效果* 魏盛(

;"

)

采用择时挤压造模法观测
L+M

肝气逆猕猴模型微观

指标!发现川楝胶囊对
L+M

引起的性激素和单胺类

神经递质等分泌紊乱具有一定调节作用* 张海红

等(

;#

)研究发现!白香丹胶囊通过多组分'多靶点'多层

次发挥药效调节脑区
RPVPPV!

'

RPVPVS#GRPV

#

PVS!G;

#

U)S!&

等递质受体亚基的表达和功能!调整

机体内神经内分泌平衡发挥治疗作用* 更有研究指出

多法并用效果或为最好!如心理护理加逍遥丸治疗肝

郁型
L+M

效果极其显著(

;!

)

*

%

!

!

!

%

$其他疗法$中医药学疗法除中药外!还

涵盖针灸'推拿'药膳及音乐疗法等* 针灸治疗
L+M

早有报道!涉及耳穴电针'贴压及身体取穴等(

;%

!

;9

)

*

除以上需临床医师操作的治疗方法以外!食疗'按摩'

情志调理及养生运动等都可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自行完

成* 推拿选穴多在脊背及督脉等经配以背俞及腹部诸

穴* 贴敷则选用柴胡'香附及当归等制成药袋!外敷于

腹部(

;;

)

!而耳穴贴穴则使用王不留行籽* 也有报道提

出中医药学周天功与六字诀搭配使用!总有效率甚至

优于谷维素片等药物(

;$

)

*

音乐疗法始于
!"

世纪初!最新进展为
!"#9

年中

医药学五音配合有氧运动的报道(

;:

)

* 音乐疗法融心

理'物理及医学三位一体!借以调理情绪* 中医药学五

音与五行相对应* 土 "宫'金 "商'木 "角'火 "微'

水"羽!借以相生相克之理!调节自身阴阳气血平

衡(

;8

)

* 借以相生之理!使音乐助于情绪宣泄是为正

治&借以相克之理!以平和忧伤曲目克制过度兴奋是谓

反治* 例如#暴躁属+火,!与微音相应!静则正治!施

以微调乐曲!情绪急躁不稳时!则以反治克制!施以羽

调乐曲&抑郁属+土,!抑郁者多愁善感!平时施以宫调

乐曲抒发情感!遇挫而情绪恶劣时!施以角调式曲目!

舒畅调达!解除患者压抑忧虑情绪等(

;<

)

* 有氧运动可

带动肌肉群刺激大脑皮层并形成大量的兴奋灶!带来

+运动愉快感,

(

$"

)

* 李芳等(

;:

)以中医药学五音配合有

氧运动为治疗组!以口服维生素
V$

加氟西汀为对照

组!结果治疗组有效率为
#""O

!对照组有效率为

8;O

!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

";

%*

9

$总结与展望

截至目前!国内外对于青春期
L+MGL+EE

的专

题性研究报道数量少且不深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

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也会越来越高!青春期月经病的

防治将会逐渐得到社会重视* 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可

以得到如下结论#青春期
L+MGL+EE

病情不容乐观!

但发病因素多在外部!涉及人际交往和成长环境!比之

成年人较好防治&青春期
L+MGL+EE

治疗多基于成

年人的研究进行&中医治疗对人体损害较小!但缺乏大

样本临床试验数据支持* 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现有

研究已经指出脑中枢神经方面与发病联系!而青春期

女孩神经发育方面还不完善!两者如何作用尚待研究*

针对性的药物研发还需扩大着力点!在降低个体发育

损害的前提下!提高疗效才是关键*

探索
L+MGL+EE

致病机制历来为研究重点!而

探索多中心大样本致病机制的异同更有利于疾病防

治!尤其是发病伊始的青春期* 然而药物治疗各有利

弊!但中药比之西药!不良反应较小* 诸如针灸推拿或

是有氧运动等非药物疗法虽操作简便!但对于症状轻

微者或有缓解作用!对于病情重者的疗效不明显* 单

法单用早已无法满足治疗的需要!而心理疏导与药物

激素等结合治疗!中医药学针药并举!推拿等辅助!甚

者中医药学与现代医学相结合等多学科多领域结合治

疗的方法已是大势所趋* 随着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和

全球性的研究探索!阐明该病发病机制并进行有效治

疗已然曙光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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