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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聚，水为阴邪，易伤阳气，日久肾阳亏虚，脾失温养，则水

湿壅盛而水肿更甚。 近代学者在糖尿病肾病的治疗上亦多

从脾虚立论。 糖尿病肾病以蛋白尿为主要表现，龚丽娟认为

蛋白为人体之精微，由脾化生，由肾收藏，蛋白尿的出现当

属人体精微物质的外漏， 她提出本病的基本病机为肾元亏

虚，湿瘀阻络，肾元亏虚为本，涉及肝脾诸脏

[4]

；湿热瘀血为

标，贯穿疾病始终。 治疗上遵循“先天生后天，后天养先天”

的理论基础，重视调理脾肾以治本。 在健脾益气的基础上补

肾，使肾中精气更加充足，气血得以生化，水湿得以健运。 叶

景华教授认为糖尿病肾病长期迁延不愈，穷必及于脾肾，脾

阴不足不能化生津液，强调补脾重在健脾，因脾为湿土，土

湿才能滋生万物，补脾气以固下脱之阴津，养脾阴可化涸竭

之津液

[5]

。

综上所述，脾与糖尿病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从脾

论治糖尿病肾病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临床应用可行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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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一词首见于长沙马王堆墓帛书中的《阴阳十一脉

灸经》。 但头痛一证首载于《内经》，并指出外感和内伤为头痛

发生的主要病因。 例如《素问》中讲到：“新沐中风，则为首

风”，“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 这里讲的头痛，是指因外

感六淫、内伤杂病而引起的，以头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类病证。

头痛的病因病机复杂，常常兼夹致病，其脉象更是多种要素

组合在一起，分析起来杂乱无章。 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齐向华教授

[1]

认为一个具体的病因、病机与脉象特征之间不

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是一种非线性的关系：一个病因或

病机对应的是一组脉象特征， 这一组脉象特征之间密切联

系，共同表征该病因或病机的性质、运动状态及对机体的损

害。 只有通过把基础的单纯头痛证型及其脉象关系梳理清

晰，才能更好地进行头痛的辨证论治。

1

外感头痛

外感头痛由外邪致病或外伤所致，为实证。 外邪致病指

人体受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所致，主要以风邪为主。 风为阳

邪，其性轻扬，在《素问》中提到：“伤于风者，上先受之”，且

“高巅之上，惟风可到”。 风为百病之长，风邪常兼夹他邪致

病，《医学入门·丹台玉案》言：“风邪一入，头即痛焉。 故有头

痛之病，风痛居多。 ”以下将风寒、风热、风湿头痛的主要脉象

浅析如下。

1.1

浮紧脉 浮紧脉的形成多与风寒邪气有关， 风寒外袭，

上扰清空侵及头目，导致头痛。 风邪侵袭人体，卫阳与邪据

争，气血趋向于体表，脉气鼓动于外，故见浮脉。 出现明代医

家王绍隆在《医灯续焰》所讲的“浮脉法天，轻手可得，泛泛在

上，如水漂木”之感。寒主收引，为阴邪。机体感受寒邪则脉管

拘紧收缩，正邪交争剧烈故见紧脉。 风寒遏阳气，头部经脉气

血凝滞，故头痛。 此类头痛为风寒头痛。 清·蔡贻绩《医学四

要》中指出：“浮脉法天，有轻清在上之象。 然浮虽主表而风寒

重伤者，脉反不浮，但其紧数而略兼浮象便是表邪。 ”由此可

摘 要 脉诊作为疾病的一种诊断方法，对判断头痛的病因病机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证型的头痛分别具有其

特有的脉象特征。 通过对外感和内伤头痛中各单纯证型头痛病因病机的分析，归纳出其主要脉象，为方便分析复杂的头

痛证型做铺垫，为临床辨治头痛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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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风寒头痛的脉象大多为浮紧脉，但风寒重伤之时，脉亦不

浮。 临证时还应四诊合参，辨证论治。

1.2

浮数脉 浮数脉多由风热外袭，上犯清空，头窍脉络失

和所致。与风寒头痛不同的是，风热头痛脉数而非脉紧。这是

由于热邪亢盛，机体正气不衰，邪正剧争，邪热鼓动气血而

致。 《濒湖脉学》：“数脉主腑，有力实火，无力虚火。浮数表热，

沉数里热。 ”风热之邪侵袭头目，导致窍络失和，出现头痛而

胀，甚至头胀如裂等症状。

1.3

濡脉 宋·王贶云：“濡脉之状， 极软弱， 如以指按水中

绵，如有如无。为阴阳俱不足，湿冷雾露之气所伤。为病，头重

如以湿热之物裹首；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为痿弱骨不能立。 ”

风湿之邪阻遏头窍，清阳不升，脉气不振而见濡脉，出现头重

如裹，肢体困重。 故此类头痛的濡脉形成多见于风湿之邪所

致的风湿头痛。

2

内伤头痛

2.1

弦浮脉 张景岳在《景岳全书》脉候中提到：“弦脉，主肝

邪。 ”《古今名医汇粹》：“弦脉，按之有余，如张弓弦，与坚搏紧

急相类，阳中伏阴之象也。 主气血不和，为气逆邪胜，肝强脾

弱，为虚劳寒热，疟痢痹疝，胸胁疼痛，痰饮宿食，积聚胀满，

拘挛等证……弦从木化气，通于肝，可以阴亦可以阳。 ”可见

痰饮内停、寒热诸邪、情志不遂等原因可使肝气郁滞产生。 肝

失调达，疏泄失常，气郁化火进而肝阳偏亢，风阳上扰而引起

头痛。 未止者，为不瘥，此为少阳经有留邪也。 头痛患者弦脉

的形成与肝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其中肝气郁结为主要病机的

前提，《难经》云：“肝在志为怒，故善怒。 此外证之色脉情好

也。 脐左为肝木左升之部，动气、真气不能藏而发现于外也。

牢者，气结而坚；痛者，气郁而滞也。 ”清·林之翰在《四诊抉

微》上也指出：“弦脉迢迢端直长，肝经木旺土应伤。 怒气满胸

常欲叫，翳矇瞳子泪淋浪。 ”肝失疏泄，肝气郁结进而郁而化

火，风阳上扰，脉气鼓动于外，故见浮脉。 王肯堂《证治准绳》：

“浮弦脉，头疼身热。 ”清·周学海《脉简补义》：“盖弦脉总见于

浮，其沉弦者，牢也。弦既属浮，总是阴阳不和，肝邪上逆。 ”由

此可见肝阳头痛的脉象多为弦浮脉。

2.2

沉滑脉 沉滑脉多与脾失健运，痰浊中阻，上蒙清窍所

致的头痛有关。仲景曰：“滑者胃气实。 ”《玉机真藏论》曰：“脉

弱以滑，是有胃气。故滑脉从乎胃也。 ”恣食肥甘厚腻，油腻生

冷之品，使脾失健运，痰湿停留聚集中焦，邪实内郁，正邪相

搏于内，气血阻滞，致阳气被遏，不能鼓动脉气于外，故脉见

沉实圆滑。 《医学指要》同时讲到：“浮滑风痰，沉滑痰食，滑数

痰火，滑短气结。 ”《杂病源流犀烛》曰：“痰之为物流动不测，

故其为害，上至巅顶，下至涌泉，随气升降，周身内外皆到，五

脏六腑俱有。 ”故痰湿上蒙清窍，风痰上扰清空致头痛昏沉。

2.3

细脉 血虚头痛、 肾虚头痛以及瘀血头痛均可产生细

脉。 《医学指要》讲述细脉的形态和感觉：“细如丝线，直软难

见，较显于微，似微而非。 ”滑伯仁曰：“细者，盖血冷气虚，不足

以充故也，为内外俱冷，痿弱洞泄，为忧劳过度，为伤湿，为积，

为痛，在内及下。 ”细脉的形成主要是由于阴血亏虚不能充盈

脉管，加之气虚无力鼓动，或血瘀气滞，血液流通细小缓慢而

致脉管充盈度减小， 脉象细小无力。 正如滑伯仁所言：“小脉

（非细如发也），浮沉取之，悉皆损小，在阳为气不足，在阴为血

不足。 前大后小，则头痛目眩；前小后大，则胸满短气。 ”

2.3.1

血虚头痛 《四诊抉微》“细脉萦萦血气衰，诸虚劳损

七情乖”一句阐明了血虚与细脉的密切关系。 血是组成人体

及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础的物质成分，对人体有滋润及

濡润的功效。 气血不足，不能上荣脑窍，窍络失养，不荣则痛。

若失血过多或生血不足，或思虑劳神太过，以致阴血暗耗等

原因引起营血亏虚，不能上荣于脑髓脉络，可致头痛发生。

[2]

2.3.2

肾虚头痛 可由以下三方面原因导致： 肾阳衰微，寒

从内生导致头痛畏寒，四肢不温；房劳过度，肾精损耗，致髓

海空虚而致头痛；肾阴亏虚，水不涵木，虚火上炎或肝风上亢

而致头痛。 三种头痛皆有肾虚，其脉象皆含细脉要素。

2.3.3

瘀血头痛 《素问》云：“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淫，经络

失疏故不通。 ”《证治汇补》曰：“瘀塞经络，与气相搏，脉满而

痛。 ”《证治准绳》中也提到：“头像天，三阳六腑清阳之气皆会

于此，三阴五脏精华之血亦皆注于此，于是天气所发，六淫之

邪，人气所变，主贼之逆，皆能相害，或蔽覆其清阳，或瘀塞其

经络，因与其气相搏，郁而成热则脉满，满则痛。 ”脑为精明之

府，周身清阳之气皆聚于此。 瘀血阻窍，络脉滞涩，不通则痛，

故头痛。

3

结语

脉象是脉所反映出的机体功能状态的信息集合，其形成

机理及影响因素与脉的功能活动密切相关，而脉是机体整体

的一部分，一切影响机体形体及功能活动的因素都会对脉的

结构与功能活动产生影响，从而对脉象产生影响

[1]

。 头为清阳

之府、诸阳之会，人体五脏六腑的气血津液皆上注头部。 淫邪

所犯，循经上扰，加之正气自虚，极易引起头痛。 因此临床中

头痛患者的主诉往往错综纷杂， 且症状表现也各不相同，不

会仅仅出现上述的单一脉象。 头痛患者的脉表现为多种脉象

要素组合出现，各脉象要素之间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此

时我们需要把复杂矛盾简单化，通过找到脉中最典型的脉象

或最突出的脉象，并通过四诊合参进行辨证，从而找准其病

因病机，进行辨证施治。 具体疗效需要经过临床实践来证实，

针对这一方式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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