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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名中医蒋健教授，广阅博览，喜收集古

方、名方、验方并在临床上灵活运用，常收得心应手

之效。兹将其运用清空膏为主治疗头痛验案4则介

绍如下，以期认识该方的功能、主治及适应症。

1 验案介绍

案1.顾某，女，53岁。2017年3月7日初诊。

主诉：头痛10年余，伴不寐。患者卧床欲睡时，

自觉有冷风吹进左眼，继而引起偏左头痛；如暂不睡

觉则头痛稍轻。每日均发，冬季尤重，伴不寐。此疾

已有十七八年。十七八年前骑摩托车跌倒后引发左

侧头痛，其后即遗此患。白昼也有头部隐隐作痛，心

情不佳时头痛即加重。双下肢冷痛。舌淡红、苔薄

白，脉细弦。CT等影像学检查无异常发现；无脑震荡。

此乃外伤头痛转为头风病。治拟祛风散寒、通络解

痉止痛。以清空膏、都梁丸、止痉散加味。处方：

川芎50g，防风15g，柴胡12g，甘草15g，全蝎

12g，蜈蚣粉2g（吞服），白蒺藜15g，白芷30g，附子

12g，干姜30g，吴茱萸12g，细辛12g，香附30g，枣仁

30g。7剂。

3月14日二诊：目已不痛，冷风吹入感及偏头痛

有所减轻，寐可。上方香附减为15g，细辛减为9g，

蜈蚣改为2条（药粉缺货），枣仁减为15g；防风增至

30g，川芎增至60g。7剂。常法煎服。

3月28日三诊：血压140/90mmHg。头痛欲吐，

以前额为主连及双侧太阳穴。以清空膏加减：柴胡

12g，羌活9g，川芎60g，黄芩12g，炙甘草12g，石决

明30g，生龙牡（各）30g，白芍45g，吴茱萸12g，细辛

12g，蜈蚣粉2g（吞服）。14剂。

4月11日四诊：血压130/80mmHg。治疗以来，

头痛减少九成，受风冷仍易引发头痛，前额或麻，平

素怕冷。处方改以都梁丸、四逆汤、止痉散加味：附

子12g，干姜30g，甘草15g，川芎50g，白芷30g，细辛

15g，吴茱萸15g，羌活12g，制川乌6g，全蝎粉2g（吞

服），蜈蚣粉2g（吞服）。之后收功。

按语：本案头痛经由甚奇，继发于十七八年前跌

仆外伤，自此每晚卧床即感风邪自左目入左脑引发

偏头痛，欲寐不能，反复发作，迁延不愈，心境每况愈

下。以清空膏合止痉散祛风止痛、都梁丸散寒止痛

为主治疗；二诊重用防风祛除风邪；三诊兼镇肝阳；

四诊在四逆汤基础上再加制川乌散寒。经治1月，持

续十数年之久顽固头痛终告消除。风为百病之长，

既可与湿热合，更易与寒相应，散寒有助于祛风，祛

风有助于散寒。历来清空膏主治风湿热头痛，是案

表明亦可治风寒头痛，要在不用或少用芩连，配合姜

附乌辛萸类大热之品。

案2.刘某，女，36岁。2018年6月20日初诊。

主诉：头痛，经前痛甚，平均每月发作6次，每次

持续数小时，已有八九年，月经量少，寐浅梦多，工作

压力大，焦虑，神疲乏力，舌淡红、苔薄，脉细弦。乃

气血亏虚头痛。法宜益气养血安神，和络止痛。以

清空膏、归脾汤加减。处方：

柴胡12g，黄芩9g，甘草9g，川芎30g，生黄芪

15g，党参15g，当归30g，益母草30g，茯苓神（各）

12g，酸枣仁15g，生熟地（各）12g，赤白芍（各）12g，

全蝎粉2g，生龙牡（各）30g，半夏12g。21剂。常法

煎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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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二诊：6月29日经来头痛，头痛发作次

数减少（3次），经量增多至正常。以清空膏、止痉散

加减：川芎60g，羌活12g，柴胡12g，黄芩12g，细辛

10g，全蝎粉2g，蜈蚣2条，半夏12g。7剂。

7月18日三诊：服上药后再无头痛发作。再予

上方7剂以资巩固。

按语：本案头痛病程久、发作频繁、持续时间长，

月经量少而寐浅神乏，已有气血亏虚之兆。在清空

膏框架上配伍归脾丸补益气血、养心安神类药物，头

痛止而经量增。从来清空膏不治血虚头痛，是案表

明经过适当配伍可以虚实兼治。

案3.张某，女，23岁。2015年5月26日初诊。

主诉：太阳穴部位头痛经常反复发作，工作压力

大时会加重，伴胃部不适，反胃欲吐，偶有胃痛胃胀、

泛酸，便秘，2～3日一行。月经周期常提前5～6天，舌

边红、苔薄，脉细弦。乃少阳头痛。法宜疏肝解郁、

通腑止呕。以清空膏、小柴胡汤、柴胡疏肝散、大黄

甘草汤合方。处方：

柴胡12g，甘草6g，黄芩12g，川芎40g，半夏15g，

党参12g，龙胆草9g，香附12g，白芍30g，枳实12g，莱

菔子15g，制大黄12g。7剂。

2015年7月7日二诊：患者诉上次服药后头痛

即止，大便通畅；因效果显著，自行停药。但停药后

大便又艰，食后胃胀，近日偶有头胀，但并无头痛。

舌脉同前。予半夏泻心汤加枳实、莱菔子、火麻仁、

郁李仁。14剂。

按语：本案头痛主要以两侧太阳穴部位为主，

从经络看属少阳头痛，兼见肝胃不和诸般症状。故

治以清空膏合小柴胡汤、柴胡疏肝散。一般而言，

清空膏用治阳明头痛（前额、眉棱骨痛）最佳，但似

本案配伍小柴胡汤、柴胡疏肝散后，亦可用治少阳

头痛。《金匮要略》云：“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

主之。”本案兼见反胃欲吐且又便秘，正宜合用。腑

通胃和，浊气下降，肝胆枢机和合，亦有利于头痛消

除。

案4.于某，女，61岁。2012年11月27日初诊。

主诉：偏头痛，伴头晕，四肢乏力，失眠，口苦口

疮。舌红、苔薄，脉细弦。头痛属于肝热肝火。治以

清肝潜阳，祛风通络止痛。以清空膏、龙胆泻肝汤化

裁。处方：

柴胡12g，黄芩12g，川芎15g，龙胆草12g，山栀

12g，生地12g，泽泻12g，车前子15g，全蝎粉2g（吞

服），天麻12g，钩藤12g。7剂。常法煎服。

2013年10月22日二诊：胃痞胃痛，口干（干燥

综合征），头痛，头晕，睡眠梦多，舌淡红、苔薄，脉细

弦。原方加女贞子12g、旱莲草12g、夜交藤30g、合

欢皮15g。7剂。

2013年10月29日三诊：头痛未再发作，胃痛减

半，睡眠改善。神疲乏力，时作眩晕，胸闷，上方加甘

松12g、苏梗12g。调治7剂而安。

按语：初诊后电话随访患者服药7剂后头痛明

显缓解，但因故未及时来复诊，二诊时患者头痛复

发。本案头痛由肝郁化火引动风阳所致。清空膏本

有芩连疏散肝经风热，但嫌其力不足，故再与龙胆

泻肝汤之力相合以清泻肝火，又加天麻、钩藤平肝潜

阳，芍药柔肝，均着重从肝论治。肝火肝阳之后，易

有肝肾亏损，故二诊合入二至丸滋养肝肾之阴，再加

夜交藤、合欢皮安神助眠。

2 讨论

2.1  清空膏功能、主治、适应证及方解  清空膏别名

青空膏、清空汤，出自金元大家李东垣《兰室秘藏》：

“治偏正头痛年深不愈者，善疗风湿热头上壅损目及

脑痛不止。川芎（五钱），柴胡（七钱），黄连（炒），防

风（去芦），羌活（各一两），炙甘草（一两五钱），细挺

子黄芩（三两去皮锉一半酒制一半炒），上为细末，每

服二钱匕于盏内，入茶少许汤调如膏，抹在口内，少

用白汤送下，临卧。”明代皇甫中《明医指掌·卷六》

转载：“清空膏主治偏正头痛，及风湿热上壅作痛。”

明言此方主治头痛、偏头痛，病程久而难愈，病机属

于风、湿、热所致者，临床表现包括头痛而引起头目

不清者。故明代李橚曾解释方名含义，《医学入门》

载清空膏：“人首，天之象空虚。药能清头昏，故曰清

空。”故清空膏不仅能治头痛，尚能使脑清目明，犹如

晴空万里无云。

《兰室秘藏》另有川芎散（川芎、柴胡、黄芩、黄

连、防风、羌活、生甘草、熟甘草、升麻、藁本、生地

黄），为清空膏加味而成，功能疏风清热止痛，主治风

热头痛。

元代朱丹溪《脉因证治》评价此方：“清空膏治

风湿热及诸般头痛，惟血虚不治。”意即本方除内伤

血虚头痛外，其余“诸般头痛”均可化裁治之。

清代医家对本方颇多评价。张璐《张氏医通·诸

痛门之头风》：“风火相煽，额与眉棱俱痛，选奇汤

（炙甘草、羌活、防风、酒黄芩）加葱、豉……湿热头

风，遇风即发，加川芎、柴胡，名清空膏，不拘偏正并

用。”陈国彭《医学心悟》：“眉棱骨痛，或眼眶痛，俱

属肝经，痛不可开，属风热，清空膏。”江涵暾《笔花

医镜》：“清空膏治肝经风热入升为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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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空膏的方解，张秉成《成方便读》谓：“用

羌、防、柴、芎之入肝搜风者，上行而解散其邪；即以

酒炒芩、连之苦寒，先升后降，以逐其火。”汪昂《医

方集解》谓：“头为六阳之会，其象为天，清空之位

也。风寒湿热干之，则浊阴上壅而作实矣。羌、防入

太阳，柴胡入少阳，皆辛轻上升，祛风胜湿之药；川芎

入厥阴，为通阴阳血气之使；甘草入太阴，散寒而缓

痛；辛甘发散为阳也；芩、连苦寒，以羌、防之属升之，

则能去湿热于高巅之上矣。”

清空膏药仅七味，组方严谨，配伍精当，相乘作

用明显，具有丰富的中医理论内涵。许多治疗头痛

的古方常可见到清空膏的药物框架。例如，《卫生宝

鉴》之川芎散（川芎、羌活、防风、炙甘草、细辛、槐

花、石膏、香附、荆芥、薄荷、茵陈、菊花），功能疏风

清热止痛；主治头风、昏眩、偏正头痛。《银海精微》

之清空散（川芎、柴胡、黄芩、黄连、防风、羌活、甘

草、栀子），即清空膏加栀子而成，主治偏正头痛及雷

头风功效略同。

综上所述，清空膏功效祛风清热除湿，清泻肝经

风热，适用于风湿热诸般头痛，症见偏正头痛，前额、

眉棱骨或眼眶痛，常伴头昏脑涨、眼目不清，积年难

愈之顽固头痛亦可投之。除非适当配伍，否则清空

膏一般不适用于精少血亏之虚证头痛。

2.2  蒋健运用清空膏之临床经验  临证喜用清空膏

加减治疗诸般头痛包括偏头痛，有以下临证经验特

点。

（1）适合治疗年深久治不愈的头痛（案1、案2）。

对于头痛甚者，常配合《辨证录》救破汤[1-2]（案1、案

2）、《景岳全书》都梁丸（案1）、《流行性乙型脑炎中

医治疗法》止痉散（案1、案2、案4）、《伤寒论》芍药

甘草汤（案1、案3、案4），进一步加强止痛作用。尤

其喜用此方治疗头痛以前额、眉棱骨及眼眶痛为主

或头痛牵及这些部位者，疗效颇奇[3-4]，认为张璐《张

氏医通》、陈国彭《医学心悟》中对该方适应症的把

握及描述甚为精当。

（2）运用清空膏辄重用川芎，视其为治疗头痛之

要药。常起手30g，重用至60g，认为该药治疗头痛

存在量效关系，迄今并无不良反应发生。

（3）清空膏加减崇奉朱丹溪《症因脉治》中思

路：“若有风，加荆芥，倍防风；有寒，去黄芩、黄连，

加生姜、细辛；有暑，加石膏、黄连；有湿，加苍术、白

芷；有燥，加知母、石膏；火旺，加山栀、黄连。”蒋教

授通过加减运用此方尺度更大、适应症更广。如去

芩连加四逆汤、吴茱萸汤，转而成为祛风散寒止痛之

方（案1）；配伍归脾汤加益母草、生地、熟地（案2）

或配伍二至丸（案4），转而成为可以治疗阴血亏虚

之虚证头痛。阳明头痛、少阳头痛（案3）及厥阴头

痛，皆可加减投之，临床化裁娴熟灵活，将本方用到

了极致。

（4）蒋教授认为痛证与郁证之间存在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大多数痛证如目痛、咽痛、舌痛、牙痛、

胃痛、胁痛、乳痛、胸痛、腹痛、肛痛、尿痛、痛经、肩

颈痛、背脊痛、肌肉痛、四肢关节痛以及不固定疼痛

（痛无定所）等，均可由郁证引起[5]，头痛也不例外，

存在郁证性头痛。临证需加辨别施治。若伴肝气郁

结、少阳枢机不利者，配合运用柴胡疏肝散、小柴胡

汤（案3）；伴肝热肝火肝阳肝风者，配合运用龙胆泻

肝汤或天麻钩藤饮（案4）；倘若思虑过多精神压力

大者，配合运用归脾丸（案2），重视疏肝解郁、养心

安神（案1、案2、案4），认为以此可以起到事半功倍

之效。

（5）关于清空膏服用方法，原方记载诸药应为

细末，每次取二钱匕于盏内，入茶汤少许，先调如膏

状，继抹在口内，用白汤送下，临卧前服。蒋教授认

为散剂携带、服用方便，止痛取效快，可以节约药材，

服毕即卧床休息对取效亦十分重要，川芎茶调散用

法亦如此。但除非有现成药末，可教患者如法炮制

服用，否则反添患者麻烦。如今服汤药也是出于不

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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