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 术 探 讨

92020 年总第 52 卷第 8期

病思想主要围绕“女子以肝为先天”“以血为本”的

观点，阐明了肝体柔和，肝气调顺，肝血充沛是女子

安然无恙的大前提，论述了妇人罹患疾病多与肝之

功能失常有关，并且中医注重整体观念，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肝脏与脾脏、肾脏以及气血间息息相关，

因此其治疗须着重于养血柔肝，兼以补肾、健脾、补

益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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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金鳌（1717 —1776），清代名医，字芊绿，号尊

生老人，江苏无锡人，著作有《沈氏尊生书》《杂病源

流犀烛》《脉象统类》《妇科玉尺》《伤寒论纲目》《诸

脉主病诗》《要药分剂》《幼科释迷》。

头痛在临床中比较多见，可单独出现，也可见于多

种疾病，常表现为钝痛、闷痛。慢性头痛主要是指每个

月发作≥15 d，持续3个月以上的原发性或继发性头

痛。沈金鳌对头痛的辨治颇有特色，兹作探讨如下。

1 病因主为风寒，气血不通致痛

《内经》有“脑风”“巅疾”“头痛”等病名，即指

头痛。《素问·风论》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

风。”朱丹溪认为头痛多由痰作祟；李中梓提出了头

痛需辨实痛和虚痛；张景岳提出头痛当先审久暂，次

辨表里，认为暂痛多有表邪，多为风寒外袭于经脉，

治法多用疏散，最忌清降，而久痛多有里邪，认为是

三阳之火炽于内，治法多用清降，最忌升散。

沈氏认为头痛的病因主要为风、寒，导致经气逆

上，干遏清道，气血不得运行，气血不通为其基本病

机，并提出治法。如大寒入脑，病邪深，头痛，齿也

痛，是邪逆于上，故为厥逆，用羌活附子汤（羌活、附

子、防风、黄芩、升麻、白芷、甘草、黄柏、麻黄、僵蚕、

苍术），方中羌活、附子、麻黄辛温祛风、散寒通络，僵

蚕通络止痛，同时配用引经药升麻、白芷，黄芩、黄柏

可以制约附子、麻黄的温燥之性。

沈氏认为头痛兼有耳鸣，多为气虚不能上升于

巅顶，气血不能上充于头脑，用补中益气汤。羌活附

子汤和补中益气汤都来源于李东垣，可见李东垣对

沈金鳌影响深远。

头为诸阳之会，太阳之脉交巅顶，并从巅入络

脑，沈氏认为巅顶痛是由于下虚上实，少阴肾虚，太

阳膀胱实，肾虚不能摄太阳之气，故虚邪上行而头

痛，脉象多为弦脉，按之坚硬，用玉真丸（硫黄二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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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头痛，同时也究虚实、分六淫辨治，临证常配伍羌活、白芷、川芎、藁本、薄荷、荆芥、防风、升麻、细辛等风药增强疗效。此

外，沈氏还提出应对头痛预后客观地进行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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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膏、半夏、硝石各一两）。玉真丸源于宋代许叔微

的《本事方》，硫黄甘温温肾阳，半夏降逆；虚邪上行，

势必头痛，或头烘热，石膏甘寒清热，反佐硫磺和半

夏之温；硝石化积利水缓解太阳膀胱之实。全方补

益下虚，降上亢之邪气。这种治法于临床有启发。

2 六经辨治头痛，善用清空膏

沈金鳌擅长从六经辨治头痛，多用风药是其特点。

他认为热郁阳经头痛，汗、下、吐三法并行就可。如太

阳经头痛，部位在正巅，兼恶风寒，脉浮紧，用麻黄、川

芎、独活、羌活；少阳经头痛部位在耳前发际，兼寒热，

其脉细而弦，药取小柴胡之意；阳明经头痛部位在额

间，兼有自汗，恶寒发热，脉浮缓长实，用升麻、石膏、

葛根、白芷。如阴经为患，以寒为主，药必用辛温，如桂

枝、干姜、附子、吴茱萸。如太阴经头痛，身体困重而多

痰，脉沉缓，用胆南星、苍术、半夏；如太阴痰厥头痛用

柴胡、黄连、黄芩、半夏；如少阴经头痛，兼足寒气逆，

脉沉细，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减；厥阴经头痛，兼颈项

疼痛，或吐痰沫、四肢厥冷，脉浮缓，用吴茱萸或干姜。

但针对太阴痰厥头痛，阴经以寒为主，应用辛温之品，

却用黄连、黄芩之属，为不妥之治，当用二陈汤加减。

清空膏最早出自李东垣的《兰室秘藏》，清热除

湿、祛风止痛，沈氏也常用该方治疗头痛。如心与小

肠经挟湿热而头痛，兼烦心厥逆，用清空膏（羌活、

防风、柴胡、川芎、黄连、黄芩、甘草）加麦冬、丹参。

在辨治六淫头痛时，也常用清空膏加减。如寒湿头

痛，或冒雨涉淋，头重，用清空膏去黄连、黄芩，加苍

术、茯苓。痰饮头痛，头昏重浊，欲恶心呕吐，每当发

作时，两侧脸颊黄青，神情倦怠懒言，兼头晕目眩，心

烦意乱，沈氏认为此厥阴、太阴合病，用清空膏去羌

活，加白术、半夏、天麻。

沈金鳌受金元时期医学的影响，纵观沈氏辨治

头痛，多继承张元素分经论治及李东垣辨治头痛的

方法，并结合头痛部位加用引经药，可以提高疗效。

3 辨治亦究虚实，六淫为患分治

沈金鳌认为头痛亦分虚实，风、寒、暑、湿、燥、火

六淫之邪气，上犯头部，与正气相搏，致气血逆乱。若

郁而成热，为实热证，用茶调散（黄芩二两、细辛三

钱、川芎一两、薄荷二钱、白芷五钱、荆芥四钱，巅顶痛

加藁本、细辛、蔓荆子各三钱。为末，茶调下）；或邪气

留滞，亦脉满而痛，用菊花散（甘菊、旋覆花、防风、枳

壳、羌活、石膏、蔓荆子、甘草各钱半，姜三片）。五脏

六腑之气血，皆朝会于头部，气血不足，清空失养。若

气虚头痛，遇劳疼痛明显，伴有耳鸣、耳堵或九窍不

利，两太阳穴疼痛明显，脉大，用补中益气汤加减；若

血虚头痛，善胆怯易惊，脉芤，用四物汤加薄荷。

沈氏提供了一些简单验廉的小单方治疗慢性头

痛，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由肾虚引起的头痛，用

硫黄一两、铅粉一钱，冷水服五钱，即止；若长期慢性

头痛，用南星末、乌头等分，葱汁调后涂太阳穴多次；

产后头痛，乌药、川芎末，清茶下二钱。有头痛欲裂，

用当归二两煎，日再服。

沈氏根据寒、暑、风、湿、痰、热辨治头痛。邪风

头痛，为抽掣痛，恶风或汗自出，用选奇汤（防风、羌

活各三钱，黄芩一钱，甘草夏生冬炙八分）；外寒头

痛，恶寒加重，用大川芎丸；暑热头痛，有汗或无汗，

恶热，用香薷饮；热头痛，又名热厥头痛，烦热口渴，

虽严冬也喜风寒，遇风寒则痛暂缓解，但略见温暖，

头痛更甚，应先用清上泻火汤（羌活、藁本、防风、人

参、荆芥、当归、黄柏、知母、黄芩、黄连、黄芪、白术、

升麻、细辛、生地、甘草、红花、蔓荆子），并说明此方

效果极佳，可以在临床中加以实践。

4 配伍风药增效，客观判断预后

头部为巅顶之上，风药轻薄，唯风可到，故多用

风药起效。用药频率比较高的药物有羌活、白芷、川

芎、藁本、薄荷、荆芥、防风、升麻、细辛等。现代药

理研究表明，羌活、白芷、川芎等都含有挥发油，具有

不同程度的抗炎、镇痛、抗氧化等作用，临床上用于

各种头痛[1-3]。风药升清阳，而黄芩、黄连、菊花等苦

寒之品则泄其浊，清升浊降，清空可宁。

沈氏对头痛的预后也做了判断，认为真头痛，旦

发夕死，夕发旦死，最为难治。因为脑为髓海，真气

精血所聚之处，本应不受邪，受邪则不可治。并认为

古法进黑锡丹，针灸百会穴，猛用人参、附子等大辛

大热之剂，只可救其十中之一。如果出现病情加重，

头痛欲裂，或手足青至节，则为必死之象。在古代没

有现代医学的情况下，这种预后判断是比较切合实

际的，也体现了沈金鳌实事求是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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