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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病因多
辨证治疗须分外感与内伤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燕梅

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刘洪峰

6.瘀血头痛。
诊见：头痛经久不愈，其痛如

刺，固定不移，或头部有外伤史者，
夜晚加重。舌质暗或有瘀斑，苔薄
白，脉沉细或细涩。

治则：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方药：通窍活血汤加减。
组成：赤芍24克，川芎30克，桃仁

12克，红花10克，当归24克，甘草10克。
加减：①兼有痰火、郁热较重

者，加苏子18克，黄芩15克，大黄12
克。②胃肠积滞、壅阻不化者，加焦
神曲、焦山楂、焦麦芽各30克，鸡内
金24克。③头痛顽固、经久不愈者，
加全虫10克，白芷24克，细辛3克。

头痛是中医的疾病名称，是指由于外感或内伤，致使脉络绌急或失养、清窍不利所引起的，以患者自觉头部疼痛为特征的一种常见症
状。

头痛多见于各种急慢性疾病的过程中，有时亦是某些相关疾病加重或恶化的先兆。临证时，内科、外科、精神科、神经科、五官科等各
科，均可能见头痛患者。就内科而言，外感时疾、感染性发热疾病、高血压、颅内疾病、神经官能症、偏头痛等以头痛为主要症状者，均常见
之。

病例：朱某，男，41岁。患者曾
以胸骨后烧灼样疼痛伴脘腹胀满、厌
食1年为主诉，按胃食管反流进行治
疗，长期口服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多
潘立酮片、硫糖铝咀嚼片、维生素B6

等药物效果欠佳，遂来笔者处就诊。
查体：体温36.5摄氏度，脉搏每

分钟 75 次，呼吸每分钟 19 次，血压
120/80 毫 米 汞 柱（1 毫 米 汞 柱 =
133.322帕），心肺听诊正常，胸骨后
烧灼样疼痛，夜间痛甚，泛酸，形体
肥胖，脘腹胀满，饮食不纳，大小便
正常，舌苔黄腻，脉滑。

患者说自己是校油泵师傅，长
期不按时饮食，过饥过饱常有，喜食
辛辣油腻食物，有烟酒嗜好，在外地
多家医院均按胃食管反流诊治，长
期口服西药，效果欠佳，希望能给予
中药治疗。

初步诊断：胃食管反流饮食内
停型。

处方：保和丸与乌贝散改成汤
剂加减。

方药：山楂（焦）30克，神曲（炒）
30克，半夏（制）10克，茯苓10克，陈
皮 10 克，连翘 10 克，莱菔子（炒）30
克，麦芽（炒）30克，贝母15克，乌贼
骨15克，延胡索15克，柴胡15克。

5剂，水煎服，每天1剂，每日分3
次服用。笔者叮嘱患者注意休息，禁
烟酒，食用容易消化的食物，一日三
餐有规律，少食辛辣油腻食物，保持
好心情。

二诊：胸骨后烧灼样疼痛、泛酸
及脘腹胀满明显减轻，饮食量增加，
大便变稀，按前方继续服用5剂。

三诊：诸证均较前又有好转。汤
剂改为散剂，每次6克，每日分3次服
用，用药2个月，以巩固治疗效果。

四诊：随访1年，一切尚好。
用方提示：根据胸骨后烧灼样疼痛，夜间痛甚，泛酸，形体肥

胖，脘腹胀满，饮食不纳，大小便正常，舌苔黄腻，脉滑，诊断为胃
食管反流饮食内停型。保和丸改成汤剂适用于消食和胃，乌贝散
（乌贼骨，贝母）改汤剂适用于胃痛泛酸，方药相互为用，以奏其
效。

以下措施可减少胃食管反流：戒烟，禁酒，避免进食高脂肪类
食物以及巧克力、浓茶、咖啡，肥胖者减轻体重，食用容易消化的
食物，一日三餐有规律，避免过饥过饱，少食辛辣油腻食物，保持
好心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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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枝加桂汤疗怪疾
偃师市高龙镇石牛村卫生室 王彦权

病例：王某，女，26岁，反复
出现胸闷欲死感，心悸，头晕，右
胁下疼闷，有气上冲感，发作时
面色苍白，多次进行心电图检
查，结果无异常。患者在多家大
医院诊治无效，痛苦异常，2 个
月前来我处就诊。

诊断：奔豚。
处方（均为免煎剂）：桂枝

12克，白芍10克，甘草6克。每

日2次，冲服。患者服药1剂，症
状大为减轻，服药 3 天，所有的
症状都消失了。

方解：桂枝降逆平冲，治气
上冲；桂枝合甘草，辛甘化阳，
桂枝甘草汤为定悸之名方，疗
心悸；白芍和甘草，酸甘敛阴，
养阴血，供能量；一化阳，一敛
阴，阴阳平衡，气机调畅，诸症
自消！

香砂六君子汤
加减治疗乙肝

西华县富华路东段高前进卫生所 高前进

病例：李女士，患乙肝9年，
曾间断性服用中药治疗，效果不
佳。2017 年 8 月，患者来就诊，
自己感觉乏力、怕冷，舌苔白、舌
体胖，脉象沉细无力。

辨证：脾肾阳虚。
方药：党参30克，炒白术30

克，茯苓30克，甘草10克，木香
12克，砂仁10克，陈皮15克，垂

盆草 30 克，叶下珠 30 克，大云
15克，桂枝15克。

配合乳清蛋白浓缩粉每天
两次，每次5克。

连用30天后，患者复诊，自身
感觉效果很好，不适症状消失。
停服中药，继续服用乳清蛋白浓
缩粉加香菇菌多糖片一个月，最
近复查提示病毒阴性，患者满意。

病例：患者刘某，男，45岁，诉说3
个月前自觉咽部不适，对着镜子发现
左侧咽部有一肿物，先后在多个医院
被 诊 断 为 咽 部 息 肉 ，疑 似 乳 头 状
瘤。患者服用西药后肿物无明显缩
小。医嘱建议手术治疗。患者不愿
手术，要求服用中药治疗。

诊见：左侧咽腭弓前方有一半透
明状肿物，表明光滑，长约1.5厘米，宽
约1厘米，厚约0.5厘米。用棉签拨动
肿物，周围活动无粘连，吞咽说话有妨
碍，舌质暗，苔薄黄，脉滑数。

诊断：咽肿物，证属气血凝滞，热
郁血络。

治则：活血化瘀，佐以清热凉血。
方药：会厌逐瘀汤加减。
组成：桃仁、红花、柴胡、枳壳、桔

梗、甘草各12克，当归、生地、玄参各9
克，赤芍 15 克，金银花、蒲公英、怀牛
膝各 18 克，生石膏 30 克，丹皮 12 克。
水煎，分两次温服，连服6剂。

外治：用特制的烙铁，将烙铁头放
于酒精灯上烧红，蘸特制中药后，迅速
烙于肿物处，3天烙一次，每次烙治以
肿物表面及根部周围发白为度。

复诊：2次烙治并中药服完后，可
见肿物明显缩小。继续给予中药 6
剂，并继续烙治。

三诊：肿物消失。
按：咽部上接口腔，下连食道，通

于胃腑，脾胃积热，火热上炎，热郁血
络，气血凝滞，结于咽部，故成肿物。
取会厌逐瘀汤，加金银花、蒲公英、丹
皮以增其清热解毒凉血之功效；加怀
牛膝通血脉，引血下行；加生石膏清脾
胃之热。配合烙治法使肿物表面及根
部坏死，以利于肿物更快消退。烙治
合并方药共同达到清热邪、通血脉、消
息肉之效。

烙治法合方药治疗咽部肿物
濮阳市中医院 赵彦秋

病因病机 辨证施治

头痛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个自觉症状，其原因多端，但临床辨证不外乎分清外感与内伤，证候虚实，以及注意病
程的长短，疼痛的性质、部位等方面。

一般来说，暴病、持续性剧痛多实，外感证多实，痰浊、瘀血多实；久病、病势缓或时发时止者多虚，内伤证多
虚，其间每多虚实互见，如阴虚阳亢、正虚邪恋的证候。

诊断时以脉、舌、色等合参。脉络阻滞在头痛病机中有主要地位，实证多兼用活血通络之药，虚证头痛当以调
气血为主，临床见证复杂，当前后互参灵活运用。

1.风寒头痛。
诊见：头痛起病较急，身热恶寒，

鼻塞流涕，头痛引及项背，周身关节
作痛，如遇风则头痛加重，口不渴，偶
有咳嗽。舌苔薄白，脉象浮紧。

治则：疏风活络，散寒止痛。

方药：川芎茶调散加减。
组成：川芎30克，薄荷10克，荆

芥 12 克，防风 10 克，白芷 15 克，羌
活15克，细辛3克，甘草6克。

加减：①根据疼痛部位适当加入
引经药。头顶痛甚者，加藁本15克；两

侧额角痛者，加柴胡24克，白僵蚕10
克；痛连项背者，加葛根30克。②咳嗽
明显、流涕清稀者，加杏仁12克，桔梗
10克，前胡15克。③舌苔厚腻、腹中
胀满、嗳气食臭者，加焦神曲、焦山楂、
焦麦芽各24克，槟榔15克。

一、外感头痛

2.风热头痛。
诊见：痛时亦有胀感，口渴，咽

痛，或面红目赤，小便黄，大便干
结。舌红苔黄，脉浮数。

治则：疏风清热。

方药：桑菊饮加减。
组成：桑叶15克，菊花9克，薄

荷 12 克，连翘 15 克，芦根 10 克，钩
藤30克，金银花12克。

加减：①咽痛明显者，加桔梗24

克，生甘草15 克，黄芩24 克。②烦
躁易怒、头痛且晕者，加龙胆草 15
克，川楝子12 克，天麻15 克。③津
伤口渴、舌红且干、脉洪数者，加生
石膏30克，天花粉15克。

3.风湿头痛。
诊见：痛时昏胀沉重如裹，肢体

团重，胸脘痞满，小便不利，大便稍
溏。舌白苔腻，脉濡滑。

治则：祛风胜湿。

方药：神术汤加减。
组成：苍术 30 克，藁本 21 克，

川芎 24 克，羌活 18 克，白芷 18 克，
细辛3克，甘草6克。

加 减 ：①偏 热 者 ，加 黄 芩 15

克，黄连 10 克。②过于肥胖者，
加苏子 15 克，茯苓 30 克，白芥子
6 克。③湿痰壅阻阳气，胸中气
机闭塞者，加杏仁 15 克，枳壳 24
克。

二、内伤头痛

1.肝阳头痛。
诊见：头胀痛而眩，心烦易怒，

胁痛，夜眠不宁，口苦。舌红苔薄
黄，脉沉弦有力。

治则：平肝潜阳。

方药：天麻钩藤饮加减。
组成：天麻15克，钩藤24克，决

明子 15 克，栀子 10 克，黄芩 12 克，
牛膝 15 克，杜仲 24 克，益母草 21
克，桑寄生20克，夜交藤24克，茯神

20克。
加减：①肝热便秘者，加龙胆

草 24 克 ，黄 芩 15 克 。②肝 火 过
亢、大便干结者，用龙胆泻肝汤加
减。

3.血虚头痛。
诊见：头痛且晕，目花，面色少

华，心悸。舌淡，脉虚细。
治则：补肝养血，育阴。

方药：补肝养营汤。
组成：生地15克，当归24克，白

芍 21 克，川芎 30 克，菊花 15 克，陈
皮12克，甘草10克。

加减：①气血双亏时，用八珍汤加
减。②血虚有热者，加丹皮15克，地榆
10克。③阴伤不明显时，仅以血虚为
主者，加首乌18克，熟地30克。

4.痰浊头痛。
诊见：头痛昏重，或偏于一侧，

逢天阴时痛重，胸脘痞满，食欲呆
滞，神倦懒言。舌肿大有齿痕，苔白

腻，脉沉弦或沉滑。
治则：健脾化痰，降逆止痛。
方药：半夏白术天麻汤加减。
组成：半夏15克，白术24克，天麻

18克，陈皮15克，茯苓24克，甘草9克。
加减：①看物旋转加重者，加泽泻

24克，葛根20克。②痰郁化热显著者，
加竹茹15克，枳实12克，黄芩15克。

5.肾虚头痛。
诊见：头痛而空，每兼眩晕，腰

痛酸软，神疲乏力，遗精，带下，耳鸣
少寐。舌红少苔，脉沉细无力。

治则：滋养肝肾，填补下元。
方药：杞菊地黄汤加减。

组成：熟地24克，枸杞21克，沙
蒺藜15克，芡实15克，山药24克，桑
椹24克，菟丝子30克，生龙骨、生牡
蛎各18克，菊花10克。

加减：①肾虚阳衰者，虚实之
证，加肉桂15克，附子6克。②舌苔

白腻润滑，阳虚水泛，水饮上逆而作
痛者，上方去枸杞、菊花、芡实、桑
椹，加附子6克，茯苓24克，白术21
克，桂枝 15 克。③舌红口干、心烦
不寐，偏于阴虚火旺者，加知母 12
克，黄柏15克。

2.气虚头痛。
诊见：头昏痛而有空洞感，劳则

加重，卧则痛减，朝重夕轻，形寒少
华，心悸气短。舌苔薄白，脉沉濡无
力。

治则：补中益气，升阳缓痛。

方药：补中益气汤加减。
组成：党参 35 克，黄芪 25 克，

白 术 24 克 ，陈 皮 15 克 ，柴 胡 18
克，当归 24 克，升麻 10 克，甘草 6
克。

加减：①腰膝酸冷者，加桑寄

生 30 克 ，川 断 24 克 ，补 骨 脂 24
克。②倦怠乏力、胃纳不佳者，加
焦神曲、焦山楂、焦麦芽各 30 克，木
香 15 克。③脾虚水湿不运、口中
发甜、舌淡润滑者，加茯苓 30 克，
陈皮15克，半夏12克。

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五
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注
于头，正常人则气血充盈，阴阳平
衡，外无非时之气，焉有头痛？若六
淫之邪外袭，循经上干或直犯清空；
或痰浊、瘀血痹阻，使经脉壅阻；或
气虚清阳不升，血虚经脉失养；或肾
阴不足，肝阳偏亢等均可致头痛。
其病因虽多，总之不离外感、内伤两
类。

一、外感头痛
多由坐卧当风，或受寒冒暑而

来，其中以风邪为主。《黄帝内经》有
“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新沐
中风，则为首风”的记载。风为阳
邪，“伤于风者，上先受之”。

临床上有风邪夹寒，阻遏太阳
的；有风邪夹热，侵扰清空的；有风
邪夹湿，风伤于巅的。湿困清阳，均
可使脉络气血不畅而产生头痛。

二、内伤头痛
五脏六腑之精气上注为养。内

伤头痛多因肝、脾、肾三脏病变及气
血失调所致。

1.属于肝者：多由情志所伤，肝
失疏泄，郁而化火，上犯头部；或肝
阴不足，肝阳上亢而为头痛；或肝经
寒气上逆而致头痛。

2.属于脾者：多因饮食所伤，劳
逸失度，脾失健运，痰湿内生，致使
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清窍痹阻，痰
瘀相结，脑失清阳，脉络失养而成。

3.属于肾者：多由肾精久亏，
脑髓空虚而致头痛；或因阴损及
阳，肾阳衰微，清阳不展而致头痛；
或因有气滞血瘀日久而致头疼；或
因思虑过度，心脾受伤，气血虚损；
或因久病，或因失血，致营血不足，
不能上荣于脑而致头痛。

总之，头为精明之府，神明之
主，内藏脑髓，而为髓海。机体诸
精，上聚于头，五脏精华之血，六腑
清阳之气上注于脑，以滋养脑髓，
活跃神机，维持机体的平衡。头痛
的病位在头，涉及肝脾肾等脏腑，
风火、痰瘀、虚为致病之主要因素；
脉络闭阻，神机受累，清窍不利为
其病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