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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经》始称头痛为“首风”、“脑风”，汉·张仲景

指出头痛有太阳、阳明、少阳、厥阴之别，金元·李杲

明确提出头痛有外感和内伤之分。头痛是临床上常

见的一种症状．可单独出现。亦可出现在各种疾病

中。笔者于临床分经论治头痛。辨证结合脏腑，使治

疗靶位更准确．疗效更加显著。兹介绍治疗顽固性头

痛病案l则如下：

季某．女。37岁。2008年12月11日初诊。

患者平素有头痛反复发作病史。多因遇风寒、

情绪激动引发或加重．发作时疼痛自巅顶向颈项

延伸．痛甚时恶心欲呕．视物模糊不清。曾服用川

芎白芷粉．初始效果颇佳．但多次治疗后疗效逐渐

减退。头痛发作严重时需靠散立痛临时性镇痛。平

素无高血压病史。近2周来头痛反复发作，难以忍

受．头颅CT未见异常．来诊时见：头痛自巅顶牵及

颈项，恶风、微恶寒，无发热，痛甚时干呕，胸闷不

适。纳可，夜寐安。二便调，舌淡苔白微腻，脉浮微

濡。此乃外感太阳、内伤厥阴之头痛，应祛太阳之

邪。再复厥阴之伤。治以祛风散寒、平抑肝阳。处

方：

川芎129，荆防(各)159，羌活159，藁本99，吴茱

萸39，薄荷(后下)69，天麻99，钩藤(后下)99，全蝎

39，枸杞子159，白菊花109，炙甘草59。7剂，水煎
服，每日1剂．分2次服。

同时针刺风池、天柱、合谷、足三里。

二诊：药后患者自觉头痛次数减少，程度减缓，

发作时部位多局限于巅顶．偶有牵及颈项。每次针

刺后自觉颈项有轻松感．怕风恶寒不作．但自诉无

法忍受稍大的响动。一旦声响巨大，感心悸，无法安

睡，头痛加重。述平素易受惊扰。复治以滋肝养心。

处方：

当归309，生地309，川I芎129，白芍209，蔓荆子

lOg，白菊花159，枸杞309，天麻109，吴茱萸39，炙甘

团!塑兰璺苎兰!堂竺呈竺弘善中压药

草69，灵磁石(先煎)309，柏子仁159，远志lOg，茯苓

159。

针刺穴位不变。

7剂药后患者头痛症状已基本控制．再进复诊方

药7剂巩固疗效后出院．

按：患者头痛部位在巅顶，巅顶属厥阴肝经。平

素情绪易激动，为肝阴不足。肝阳易上亢：痛牵颈项，

颈项属太阳经循行路线。太阳行于表．易受外邪之

侵．患者头痛时遇风寒则甚．说明太阳已受风寒之

袭，舌淡苔微白腻．当属风寒夹湿。厥阴之伤已久。太

阳受邪为病发诱因，两经合病，当祛风散寒解表，平

肝清肝安内。方中川芎活血止痛，为君药。归厥阴经，

上至巅顶，下至血海。为血中气药。是治疗头痛的要

药；薄荷辛凉疏风清川芎之热；天麻、钩藤、菊花、枸

杞平肝清肝，防肝阳上亢；荆防除太阳之风，羌藁人

膀胱经。上至头项．发散风寒，且能胜湿．四药为臣，

共起散风除寒胜湿之功：患者头痛时易干呕．佐以吴

茱萸温经散寒，降逆止呕；久病易入络，且风为阳邪，

善行数变．须以全蝎人络搜剔。助风药驱邪外出。在

用药的同时．针刺为增强药物的疗效。风池是祛风解

表之要穴。能清头目而除头痛：天柱为太阳经之经

穴．疏通足太阳经之经气．两穴相合可加强疏散风

寒、去除外邪的作用：足三里、合谷能健脾化湿，使脾

旺则湿去。

二诊时患者头痛缓解。次数和程度均减少．且部

位多局限于巅顶．说明太阳风寒之邪基本已清。治疗

重点在于滋养肝阴、平抑肝阳，至于此时出现的心悸

等症状。此非变证，而为长期肝阴不足，肝阳较旺，煎

耗阴血，心失所养所致。故以四物养血．枸杞、菊花、

天麻清肝，并以灵磁石安神，柏子仁、远志宁心，炙甘

草、茯苓养心气，仍辅以针刺原穴位祛风除湿，以免

正气未复。风邪又人。

头痛发生部位不同．所属经络也不同。太阳头

痛，多在头后部。下连于项；阳明头痛，多在前额及眉

棱；少阳头痛．多在头之两侧，连及耳部；厥阴头痛，

自巅顶部位．或连于目系。在临床上凡头痛有明确部

位．均可根据经络循行分经论治。待辨明经络脏腑

后．再据表里虚实辨证用药．分经论治的原则同样指

导针刺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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