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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上惡性化相當罕見，而診斷必須符

合三要件： 

卵巢必須有子宮內膜異位症。 

必須是腺角化癌。 

發現由良性變惡性的轉化過程。 

子宮內膜異位腫瘤，轉變的惡性癌，大

多為腺角化癌，占全部卵巢癌的四分之



一。 

 

(金匱要略二十二-05)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 

假令不愈者.此為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不

利。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兩 桃仁二十枚 蟅蟲熬.去足.二十枚。  

右三味.末之.煉蜜.和為四圓.以酒一升.煎一圓.取八合.頓服之。 



註解：以前許多技藝的傳承都是採用師徒制,而與生命相關的醫學亦

然也，故有＜師曰＞或者＜問曰＞的對答詞句，＜溫經湯＞與＜腎

氣圓＞等等的條文中,都先有＜問曰＞的問對之詞再有＜師曰＞的

答覆之詞，一如師生的一般對話,學生先請教問題,之後,老師再回答

學生的問題,故本條文已非完整之文,顯然是疏漏或添加之文,故只

有＜師曰＞之詞而無＜問曰＞之詞。 

產婦腹痛的原因多而複雜，除了產褥熱,急慢性胃腸炎,泌尿系統的

感染之外，一般還是以子宮在排除惡露時,引起子宮肌肉過度收縮,

所造成的腹痛證狀佔較多數。 

＜枳實芍藥散＞在＜下瘀血湯方＞未出現之前或許已流傳許久,但

經過了許多的臨床驗證及經驗的累積,前賢已深知產婦腹痛不應給

予＜枳實芍藥散＞,否則可能無效或另生它變，故曰:＜法當以枳實

芍藥散＞,而＜法當以枳實芍藥散＞之＜法當＞二字之意為＜本應

該給之＞,但事實上卻不可以給之,故謂之＜法當＞也。 

＜假令不愈者＞雖是假設的語詞,乃前賢臨床實證用了＜枳實芍藥

散＞治療＜產婦,腹痛＞,其治療結果與事實差異太大或大相勁庭甚

至背道而馳,故才語帶含蓄的說:＜假令不愈者＞。前賢具敏銳的觀

察力,發現了產婦在排除惡露時有血塊導致腹痛，故曰：＜腹中有乾

血著臍下＞。而＜腹中有乾血著臍下＞的＜乾血＞乃指子宮內膜排



出的凝固的血塊，而＜乾血著臍下＞之意並非＜乾血＞附著於肚臍

以下,其意乃指＜乾血＞是由肚臍以下的子宮所排出。 

前賢在產婦腹痛的臨床驗證上,應用了＜枳實芍藥散＞結果是未能

如願，故又創立了＜下瘀血湯方＞來治療＜產婦腹痛＞,在臨床驗證

上誠有效也,實乃先賢所留下的寶貴資產,嘉惠後世亦實良多。 

＜下瘀血湯方＞中有＜大黃,桃仁,蟅蟲＞三味藥，＜大黃＞有促進

子宮收縮的作用,以加速排除惡露且有消炎的作用以幫助子宮快速

的修護,更可促進乳汁的分泌,以利母親與嬰兒的互動式健康,誠產

後面面俱到的最佳之良藥。＜桃仁＞在古代亦含有趨吉避凶的心理

作用，又如＜＜傷寒論＞＞中的＜桃花湯方＞中雖無＜桃仁＞亦無

＜桃花＞卻用來治療＜便膿血＞,其意亦以＜桃花＞之名藉以趨吉

避凶,以期藥到病除。＜桃仁＞含有豐富的油脂成份與＜大黃＞合用

雖有些微的加分的用，但可有可無最好是捨之不用，以免多此一舉

甚至是畫蛇添足而礙手礙腳。 

此說何以見得？我們來檢視本條文的煮服法即可一目了然而瞭若指

掌。煮服法：＜右三味.末之.煉蜜.和為四圓.以酒一升.煎一圓.取

八合.頓服之＞，文中明載＜右三味.末之.煉蜜.和為四圓＞則每一

圓含＜大黃＞的劑量大約八錢，含＜桃仁＞的劑量則為五枚，含＜

蟅蟲＞的劑量則為五枚，所以，依比例原則而言＜桃仁＞、＜蟅蟲



＞與＜大黃＞的劑量完全不成比例，故知＜桃仁＞、＜蟅蟲＞可能

為後人胡亂添加而非原汁原味的素樸原文。 

其煮服法又有一特別之處就是＜若以酒一升.煎一圓.取八合.頓服

之＞，若＜大黃＞以酒煎煮可減緩子宮的過度收縮所造成的劇烈疼

痛，且酒又具有麻醉作用亦可緩解疼痛的感覺，更可提升＜大黃＞

的＜消炎、修復、強化＞組織的功能，可謂是一舉數得。 

＜蟅蟲＞俗稱＜地鱉蟲＞或＜土鱉蟲＞，前賢誤認為其有如同蚊子

或水蛭等的吸血功能,就以為＜蟅虫＞有破癥化瘀的神效，此說只知

其然而不知其所以然也。臨床上＜蟅蟲＞生用時,其抗凝血的成份必

將在人體的胃酸受到破壞,而熟用煮成湯方時，其抗凝血的蛋白質成

份亦會因加熱而受到破壞，故＜下瘀血湯方＞中破癥化瘀的藥，不

是＜蟅蟲＞更不是＜桃仁＞而是＜大黃＞,才是正確。 

因前賢誤以為＜蟅蟲＞有破癥化瘀的功效，故後世醫家每每喜以蟲

類作為藥方的藥引子,以增加其神秘感，此舉自愚且愚人,反而把真

相切割成阡陌縱橫，四處溝渠，片片斷崖殘壁以致悽慘枉死的比死

裡逃生的多，若是這樣大可不必也！故愛因斯坦：＜任何有智慧的

笨蛋，都能把事情搞的更大更複雜也更激烈，但往相反方向走則需

要更大的天分和很多的勇氣＞。 

所以，理性與矛盾的糾纏絕對是無法迴避，但終究是必須跨越過的



障礙與藩籬，若無法跨越也就難免更加不堪且愈晚處理帶來的傷害

只會更大，這一代再也不能如此不負責任，再也不能自陷集體思維

的盲點而不自知，否則為識者所不恥。 

女子月經過期不來或月經來時經量太少，皆可曰:＜經水不利＞，＜

下瘀血湯＞雖有其效,但其真正有效之藥唯＜大黃＞而已，其方中的

＜桃仁,蟅蟲＞也是沉重的包袱與負擔，只會讓＜大黃＞的光亮蒙

塵，故棄之不用不足為惜反而是一種明智之舉，因此，＜＜新漢醫

學＞＞運用＜科學精製漢藥＞的＜大黃粉、甘草粉、地黃粉、黃連

粉＞與＜知母萃取精華液＞的精銳之師來對治各種＜經水不利＞必

可無往不利而水到渠成，所以精緻簡捷的用藥才真的可以一針見血

遠勝過亂槍打鳥的華而不實，更是＜簡單就是力量＞的最佳寫照。

 

 

 
 



攻下藥 

本類藥具有較強的瀉下作用，性味大多苦寒，既能通便，又能瀉

火，主要適用於實熱積滯，燥屎堅結，大便秘結者。常配行氣、清熱

藥以加強瀉下清熱作用。部分藥通過配伍溫裏藥，也可用於寒積便秘。 

攻下藥的清熱瀉火作用，還可用於外感熱病所致的高熱神昏、譫

語發狂；或火熱上炎所致的頭痛、目赤、咽痛、牙齦腫痛、吐血、衄

血等症。不論有無便秘，均可取其苦寒泄降之力以清除實熱，導熱下

行，趄到「釜底抽薪」的效果。 

目前，中西醫結合治療多種急腹症，根據「六腑以通為用」、「通

則不痛」的原理，以攻下藥主，適當配伍清熱解毒、活血化瘀藥物，

取得了較好的效果。 

 



 

功  效 主  治 性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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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忌

性狀/

炮製

大黃
B
  大泄血分溼熱，下有形積滯。 

瀉下攻積、瀉

火、 

清熱解毒、活血

祛瘀、清濕熱、

消炎、利水、利

膽藥。 

瀉火通便，破除

積滯，行瘀解

毒。瀉下攻積，

清熱瀉火，解

毒， 

活血祛瘀。 

1.積滯實證，熱積便

秘，高熱不退，譫語發

狂。 

2.實火頭痛、目赤、咽

痛、口瘡。 

3.熱毒瘡瘍、腸癰等。 

4.血瘀經閉、產後惡露

不下。 

5.跌打損傷、瘀血作痛。

6.燒傷燙傷。 

7.濕熱黃疸、急性傳染

性肝炎。 

8.熱瀉、急性腸炎，細

菌性痢疾。 

9.熱性出血(如痔瘡出

血)。 

10.膽管結石。 

11.水腫。 

12.淋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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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產錦

紋者

良。 

有酒浸

酒蒸，

生熟之

不同，

生用更

峻。 

 



 
 
 
 

 

 

 

 

千百年來，一般人因其腹瀉的作用，而把大黃的藥性歸類為冷(寒)藥，並且把胃腸炎的腹瀉現

象，誤解為因冷(寒)因，而引起的冷(寒)證(指腹瀉的現象)，實大大的曲解大黃功效中的瀉下

作用。大黃的瀉下作用，非因其性味冷也，而是含有導致胃腸蠕動的物質，若是劑量控制得宜，

大黃不僅不會拉肚子，反而是非常好的消炎物質，甚至於是很好的抗癌物質。 

 

血漿血球與血小板的家族，川流不息在脈中逡巡，須臾不輟，應隨證情，治標治本，從活血化

瘀到蕩滌腫痛，灌溉五臟六腑，濡養四肢百骸。唯大黃其功妙也，端賴使用者，出神入化之手

法，大黃號稱『將軍』一味藥名，不為而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