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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g

，五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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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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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法煎服。 配合针灸治疗，

取穴：百会、印堂、大椎、郄门、足三里、三阴交，并督

脉拔罐。 并嘱调节情志。

1

周后复诊，梦游及睡眠均

有明显改善。 治疗

1

个月后复诊，梦游少发，梦多症

状减少。 经过

4

个月治疗，患者

1

个月仅服用

6

片

安眠药，梦游已无。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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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首载于《黄帝内经》，在《素问·风论》中称为

“首风”“脑风”， 并指出外感与内伤是导致头痛发生

的主要原因

[1]

。袁灿兴教授现任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

龙华医院脑病科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

30

年，以善于治疗神经系统

疑难杂症而闻名， 在中医中药治疗头痛病方面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笔者有幸跟随袁教授临证学习，受益

匪浅，兹将袁教授治疗头痛的经验介绍如下。

1

辨标重视风邪，辨本多从肝论

外感头痛多因外邪上扰清空，壅滞经络，导致络

脉不通。 内伤头痛多与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有

关。李中梓《医宗必读·头痛》提出“高巅之上，惟风可

到。 味之薄者，阴中之阳，自地升天者也”。 论述了风

的自下升上的生理特性，若巅顶清轻之气受阻，六淫

之风邪不循常道，上窜脑络，遂引发头痛

[2]

。 《素问·太

阴阳明论》说“伤于风者，上先受之”，故头痛病，风邪

贯穿始末。 袁教授在头痛的致病因素中尤其注重风

邪，认为无论外风还是内风，均易挟寒、湿、热、痰、

饮、火、毒等病理因素。 因“风为百病之长”、“伤于风

者，上先受之”、“高巅之上，惟风可到”，故而“风邪”

病理因素是头痛疾病发生发展的重要环节， 它决定

头痛的主要病理性质、演变及转归。

风邪虽多属外感，亦有风从内而生。 《素问·至

真要大论》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素问·阴阳

应象大论》曰：“风气通于肝”，肝失疏泄，气机郁滞，

郁久生风，表明风与肝脏能结合致病，此为内伤头

痛常见证型之一。 治疗疑难头痛时，袁教授多从肝

论治，并注意其化火、生风、挟痰的情况。 五脏中肝

性喜条达，主疏泄，体阴而用阳，不受遏郁，易动而

难静。 且风依于木，气郁易于化火，肝阳还易化风，

为眩、为晕、为麻、为痉、为颤；若下夺于肾，则出现

耳鸣、目糊之症；另外情志郁结，气滞久则络瘀，气

不布津还可聚液为痰，故有“诸病多自肝来”之说。

袁教授在治疗头痛时根据患者的症状特点，在方剂

中常用柴胡、郁金等疏肝解郁；夏枯草、黄芩、山栀

子、牡丹皮、野菊花、苦丁茶等清泄肝火；天麻、钩藤

平肝熄风；枸杞子、白芍、知母、女贞子、墨旱莲等滋

阴补肝；生牡蛎、炙鳖甲育阴潜阳。

袁教授认为在急性发作期，以风、火、痰、瘀标

实为主。 在头痛恢复期，随着风、火、痰、瘀标象的衰

摘 要 袁灿兴教授对治疗头痛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其辨标重视风邪，辨本多从肝论；临床多采取辨病和辨证相

结合，并重视兼症的治疗；善用虫类药，借虫类搜剔钻透，使络畅风散，邪去正复。 临床验之，收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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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肝脾肾功能失调的本虚之象渐显，临床上多见

脾虚痰阻，气血亏虚，肝肾不足等证。 《太平圣惠方》

曰：“夫偏头痛者，由人气血俱虚，客风入于诸阳之

经，偏伤于脑中故也。 ”

[3]

可见，头痛病患者机体内存

在正气不足这个特定的发病基础。 且“邪之所凑，其

气必虚”，“久病在络，气血皆空”。 头痛反复发作久

病不愈，耗伤气血，正气愈亏，故临证时常考虑患者

不同时期的病理变化情况，予以辨证遣方。

2

辨病和辨证相结合

袁教授治疗头痛时常根据不同的疾病选用药

物，如偏头痛多用羌活、白芍、川芎、藁本、蔓荆子祛

风止痛；《本经逢原》谓“羌活与芎芍同用，治太阴、厥

阴头痛。 ”且川芎之用，又取其“治风先治血，血行风

自灭”之义。 诸药相合，相辅相成，力专效宏，瘀去风

消，其痛自解。 紧张性头痛以柔筋缓急、调养气血为

大法，方以白芍、甘草、木瓜等养阴柔筋缓急为主。肌

紧张性头痛选用葛根、鸡血藤、桑枝、木瓜舒筋止痛。

外伤性头痛属离经之血瘀结颅内，瘀而化火，引动肝

阳，用桃仁、僵蚕、黄芪、泽泻、菊花、钩藤活血祛瘀，

益气利水，清热息风。三叉神经痛加用知母、生石膏、

焦山栀、莪术清肝泻火，活血止痛，袁教授认为三叉

神经痛多系肝风内动，肝火偏旺，胃火炽盛，风火郁

极，逐生瘀血，瘀阻脉络，不通则痛，治疗以平肝息

风、清胃泻火、活血化瘀、镇惊止痛为原则。经期偏头

痛用生地、淫羊藿、菟丝子调和冲任止痛。

3

重视兼症的治疗

头痛患者在头痛发作时常伴有恶心呕吐、畏光

目糊、头昏头重、夜寐差等症状，袁教授重视伴随症

状的治疗，伴恶心呕吐者，为肝郁脾虚，配以竹茹、

陈皮化痰利湿、和胃止呕；伴头晕目眩者，系肝肾亏

虚，肝阳化风，上扰清空所致，伍以天麻 、钩藤、白

芍、葛根平肝息风止眩；伴畏光视物模糊者，属肝肾

阴虚，水不涵木，佐以枸杞、楮实子、菊花清肝明目；

伴颈项板滞者，系络有痰瘀，加丹参、川芎活血化

瘀，僵蚕、地龙息风止痛，葛根、木瓜通络止痛；伴夜

寐不安者，为肝气横逆，上犯于心，心神失养，参以

枣仁、夜交藤、珍珠母安神助眠。

4

善用虫类药

大凡痛证，皆因经络受邪，郁滞不通所致，头痛

一症更不例外。 “不通者，即为患”。 对顽固性头痛

者，袁教授常加用虫类搜剔之品。 袁教授认为，头痛

多因风踞脉络，兼有痰瘀，非单纯草木之品所能去

之，必借虫类搜剔钻透 ，方能使络畅风散，邪去正

复。 虫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形胜于气，走窜善行，

无处不到，性猛而效捷。 处方常用全蝎、僵蚕、地龙、

蜈蚣。 四虫均入肝经，既能平肝息风，又能清热镇

痛；全蝎、蜈蚣更能搜风通络以治顽症。 《医学衷中

参西录》：“全蝎、蜈蚣，走窜之力最速，内而脏腑，外

而经络，凡气血凝聚之处皆能解开之。 ”

[4]

四味相伍，

共奏搜风驱邪，通络止痛之功。 风去络通，百脉畅

利，脑络顺达，其痛自愈。

5

病案举隅

李某，女，

35

岁。

2013

年

8

月

14

日初诊。

患者有偏头痛史近

8

年， 每遇劳累及情绪不佳

即作。 病初经休息或平复情绪后可缓解。 近一年，由

于工作压力加大，发作频繁，以口服镇静药和西比灵

维持。来诊时正值发作期，症见右侧颞部的搏动性疼

痛，并牵至前额及两侧眼眶，伴头晕、目昏、恶心欲

呕、不欲饮食，或食多则不消化。颅脑

CT

排除脑实质

病变。 脑血流图检查提示：脑血管紧张度增高，右侧

供血欠佳。舌淡、苔薄腻，脉濡细。中医诊断：头痛（辨

证：肝气郁结，风阳上扰，瘀血阻络）；西医诊断：偏头

痛。 治法：疏肝解郁，健脾和胃，活血化瘀。 处方：

柴胡

12g

，枳壳

9g

，茯苓

15g

，川芎

9g

，白芷

9g

，

莪术

12g

，当归

12g

，白芍

15g

，天麻

9g

，炙僵蚕

9g

，生

南星

15g

，炙甘草

9g

，焦楂曲（各）

9g

。

14

剂。水煎服。

2013

年

8

月

28

日二诊： 服药后

2

周仅头痛

1

次，伴恶心，纳少。 舌苔薄腻，脉濡细。 原方加陈皮

6g

、竹茹

6g

。

14

剂。 水煎服。

2013

年

9

月

11

日三诊：头痛未作，神疲乏力，

夜寐欠安，纳可，舌淡、苔薄，脉细。 原方去炙僵蚕，

加党参

12g

、炒枣仁

12g

。

14

剂。 水煎服。

2013

年

9

月

25

日四诊：服

14

剂后，诸症均获

改善。 后随访

3

个月，头痛未再发作。

按：本案患者易发脾气，头痛，不欲饮食或食多

则不消化，乃肝郁脾虚之象，首以逍遥散疏肝健脾。

逍遥散既有疏肝解郁之功，也有健脾之效，气血充

和则血脉自通，通则不痛，顽疾顿消。 偏头痛发作时

常伴有自主神经症状，如恶心呕吐等，配用竹茹、陈

皮等和胃止吐，取得较好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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