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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头痛
 头痛是指头部经脉拙急或失

养，清窍不利所引起的头部

疼痛为特征的一种病证。

 可单独出现，亦可发生于多

种急慢性疾病过程中。



头痛发作特点
发作缓解

中青年易发

诱发缓解因
素多

生活质量影
响大

劳动力丧失
严重

对情绪产生
不良刺激



    偏头痛≠一侧头痛



偏头痛的危害
流行病学

• 神经系统第二大常见疾病(次于紧张型头痛)
• 男女比例为1:3
• 一般人群中，年患病率约为15%
• 发病高峰在35-39岁之间

导致其他疾病

• 中风、抑郁、失眠

经济负担巨大



不仅仅是头痛

蛛网膜下腔出血
肿瘤

儿童

早期信号

共病 脑卒中

脑白质变性言语能力下降

癫痫、精神疾病（抑郁、焦虑、
躁狂、惊恐发作等）、循环系
统疾病、眩晕、功能性肠病、
哮喘、骨骼肌肉疼痛、特发性
震颤等



头痛的诱发因素

季节 天气 外邪

环境 饮食 情志

劳逸 其他



头痛的相关脏腑

五
藏

肝
《素问·脏气法时论》:“肝病
者,……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
肿。”

心
《素问·五脏生成篇》：“心烦头痛，
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阳、少阴，心
热病者，……头痛面赤无汗。”

脾
《素问·通评虚实论篇》：“头痛耳
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

肺
《素问·刺热篇》：“肺热病
者，……热争则喘咳……不得大息，
头痛不堪，汗出而寒。”

肾
《素问·五藏生成》：“头痛巅疾，
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阳，甚则
入肾。”



头痛的分经论治
n  由于脏腑经络受邪不同，头痛的部位亦异，以六经论治头痛，治疗

上适当加用引经药引导药物直达病所，使药专力宏，药到病除。

n《黄帝内经》中就有将头痛按经络分类， 但无引经药物的记载。

n张元素根据药物的性能和治疗作用将药物各归其经，最早提出“引

经报使”理论。

n 朱丹溪《丹溪心法·头痛》对六经头痛引经药首作明确论述。



《伤寒论》开创分经用药先例
 【太阳】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阳明】阳明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

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少阳】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阳。少阳不可发汗，发

汗则谵语。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烦而悸。

 【厥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吴茱萸汤主之。



头痛与经脉循行
 太阳：《灵枢·经脉》“膀胱足太阳之脉，起于目内眦，上额交

巅; 其支者， 从巅至耳上角; 其直者，从巅入络脑……是动则病

冲头痛，目似脱，项如拔……”

 阳明：《灵枢·经脉》“胃足阳明之脉，起于鼻，交額中，旁纳

太阳之脉，……过客主人，循发际，至额颅”

 少阳：《灵枢·经脉》“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

，下耳后……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目锐眦。“
 厥阴：《灵枢·经脉》“肝足厥阴之脉……连目系，上出额，与

督脉会于巅……”



阳明
太阳

少阳

厥阴



头痛与经脉循行
•《兰室秘藏·头痛门》 对头痛的论治尤其补前人之未备， 用药亦独

具特色。

•《兰室秘藏》补充出太阴、少阴头痛的证治， 认为: “太阴少阴二经

，虽不上头， 然痰与气逆壅于膈， 头上气不得畅而为痛也。”



头痛的分经辨治

• 太阳头痛，恶风脉浮紧，川芎、羌活、独活、麻黄之类为主；

• 少阳经头痛，脉弦细， 往来寒热，柴胡为主；

• 阳明头痛，自汗，发热，恶寒，脉浮缓长实者，升麻、葛根、

石膏、白芷为主；

• 太阴头痛，必有痰，体重，或腹满，为痰癖，其脉沉缓，苍术

、半夏、南星为主；

• 少阴经头痛，三阴、三阳经不流行，而足寒气逆，为寒厥，其

脉沉细，麻黄、附子、细辛为主；

• 厥阴头项痛，或吐痰沫厥冷，其脉浮缓，吴茱萸汤主之。

《兰室秘藏·头痛门》



头痛的分经辨治

•太阳：麻黄、藁本、羌活、蔓荆

•阳明：白芷、葛根、升麻、石膏

•少阳：柴胡、芎

•太阴：苍术、半夏

•少阴：细辛

•厥阴：吴茱萸、芎

《本草纲目》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选奇汤
【选奇汤】

p清-林珮琴《类证治栽》指出：“眉棱骨痛，由风热外干，痰湿

内郁”，用选奇汤。

p选奇汤原出于《东垣试效方》，药只四味：“羌活、防风各三

钱，甘草三钱（冬天用炙），黄芩一钱（酒制，冬月不用）。”



《本草纲目》        羌活治病传说
《本草纲目》中记载：“唐刘师贞之

兄病风，梦神人曰︰但取胡王使者浸

酒服，便愈。师贞访问，皆不晓。复

梦其母曰︰胡王使者，即羌活也。求

而用之，兄疾遂愈。”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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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治疗代表方剂

羌活胜湿
汤

九味羌活
汤

清上蠲痛汤
清上蠲痛保元方，风寒湿热头痛匡
疏风散寒兼清热，滋阴养血法堪宗
九味羌活生易麦，羌活胜湿藁本删
更添归芎养肝血，菊花黄芩清肝良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

疏风透邪
高巅之上
唯风可到

羌活、独活、防风
白芷、细辛、苍术
独活、防风白芷、
细辛、苍术疏散风热

清肝明目
治风先治血
血行风自灭

平肝熄风 防风火相煽

补血养阴 防风药升散
伤津耗血

黄芩、菊花

菊花、蔓荆子

川芎、当归、麦冬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都梁丸
 【代表方剂】都梁丸

 【典型医案】按王璆《百一选方》云: 王定国病风头痛，至都梁

求明医杨介治之，连进三丸，即时病失。恳求其方，则用香白芷

一味，洗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每嚼一丸，以茶清或荆芥汤化

下。遂名都梁丸。其药治头风眩运，女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

血风头痛，皆效。

                                                    ——《本草纲目》·卷十四·白芷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都梁丸
•《本草纲目· 白芷条》: 白芷色白味辛，行手阳明庚金; 性温气厚

，行足阳明戊土; 芳香上达，入手太阴肺经。肺者，庚之弟，戊

之子也。故所主之病不离三经。如头目眉齿诸病，三经之风热也; 

如漏带痈疽诸病，三经之湿热也。风热者辛以散之，湿热者温以

除之。为阳明主药，故又能治血病胎病，而排脓生肌止痛。

•服药采用茶清或者荆芥汤送服的服药方法。用茶清则取其芳香清

透，苦凉轻清，清利头目之效，用荆芥则取其味辛苦，性微温，

无毒，祛风解表之功。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都梁丸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散偏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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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治疗代表方剂--散偏汤
【散偏汤】

p《神农本草经》载：川芎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

p《本草新编》：“郁李仁，入肝、胆二经，去头风之痛“

p柴胡引药入于少阳经，载药升浮，直达头面

p白芥子辛温，直达病位，可通窍除痰

Ø白芍--养血柔肝，正所谓“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麻黄细辛
附子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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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治疗代表方剂--麻黄细辛
附子汤

 少阴与太阳互为表里，太阳主表，少阴主里

太阳病，发热头痛，脉反沉
；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

其里宜，四逆汤。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
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

之。

• 证为太证为太阳表证
• 脉为少阴之脉阳少阴

• 太阳在表之邪不解，少阴里阳
已虚，为太阳少阴两感为病

• 《汤头歌诀》曰，“麻黄附子细辛汤，发表温经两法彰;苦非表里相兼治，少阴发
热曷能康?”

• 《石室秘录》中有治头痛方: “用黄酒一升，入细辛一两、川芎三两、白芷一两，
煮酒，一醉而愈。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吴茱萸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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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治疗代表方剂--吴茱萸汤
 【吴茱萸汤】

•《素问·至真要大论》：“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

•【刘渡舟伤寒论讲稿】干呕，不吐食，而吐涎沫，涎沫为水，里

寒也，肝的阴寒之邪逼迫胃。同时伴有典型的头顶痛，头痛者，

寒气上攻也。

•吴茱萸、生姜之辛以温胃，人参、大枣之甘以缓脾。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吴茱萸汤
 【典型医案】

 患者，男，58岁，鞋匠，1993年春初诊。平时体健，近1个月经

常头痛，不自主地频吐口水，有时心里很烦,服感冒药、去痛片无

效,饮食二便正常,脉沉苔白,血压正常,予吴茱萸汤。方用:吴茱萸

10g,红人参10g(打碎),生姜18g,大枣8枚(劈)。3剂,水煎服。药后

病除,下午到医院当面致谢,惊叹如此小方,效果神奇,并表演了一段

豫剧。

                                                                      ——《胡希恕医案》



头痛治疗代表方剂--清震汤
 【清震汤】

 按东垣试效方云: 雷头风症，头面疙瘩肿痛，憎寒发热，状如伤

寒，病在三阳，不可过用寒药重剂，诛伐无过。一人病此，诸药

不效，余处清震汤治之而愈。用荷叶一枚，升麻五钱，苍术五钱

，水煎温服。盖震为雷，而荷叶之形象震体，其色又青，乃涉类

象形之义也。

                                             ——《本草纲目》· 卷三十三·莲藕条



头痛的针灸治疗
p 王乐亭--王氏五穴八针

• 【组方】百会   风池   风府   太阳   合谷

• 【功能】驱散风邪，疏导经气，活血通络，清热止痛。

• 【适应症】各种头痛。

p贺普仁--贺氏三通法

• 微通法、温通法、强通法

p 周德安--络穴止痛方

• 列缺、丰隆、蠡沟

• 《灵光赋》载：“偏正头痛泻列缺”。

• 《甲乙经》中载：丰隆治“厥头痛”，

• 蠡沟为足厥阴肝经的络穴，可以调理气机，运行气血，化瘀止痛。



头痛调护指导原则
上古之人，其知道者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故能形与神俱

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素问·上古天真论》



天道——自然的节律

•昼夜周期日节律

•朔望周期月节律

•四季周期年节律



正常人血压日节律图



月周期



年周期——四季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



地“道”

东：鱼盐之地，海滨傍水，食鱼而嗜咸，……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为
痈疡，其治宜砭石

西：金玉之域，沙石之处，……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
其民华食而脂肥，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

北：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灸
焫。

南：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
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

中央：其地平以湿，……其民食杂而不劳，故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
引按蹻



地域与头痛调护

高原反应头痛

时差所致头痛



人“道”——女子
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

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

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七筋骨坚，发长极，身体盛壮

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

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皆焦，发始白

七七任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坏而无子也



人“道”——男子
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

二八肾气盛，天癸至，精气溢泻，阴阳和，故能有子

三八肾气平均，筋骨劲强，故真牙生而长极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满壮

五八肾气衰，发堕齿槁

六八阳气衰竭于上，面焦，发鬓斑白

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
极

八八则齿发去

李小龙（1940年11月
27日-1973年7月20日
）



人“道”
人生十岁，五脏始定，血气已通，其气在下，
故好走；

二十岁，血气始盛肌肉方长，故好趋；

三十岁，五脏大定，肌肉坚固，血脉盛满，
故好步；

四十岁，五脏六腑十二经脉，皆大盛以平定，
腠理始疏，荣华颓落，发颇斑白，平盛不摇，
故好坐；

《灵枢•天年》



人“道”
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
始不明；

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
卧；

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

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

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

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

《灵枢•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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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于阴阳——顺势而为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是中国人养生的思想核心

人应该顺应自然环境、四季气候变化，保持与自然
的平衡

人们要顺应自然，顺应四时阴阳五行，才能身体健
康

---《道德经》



顺应天道之势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

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夜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
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

逆之则伤肝，夏为寒变，奉长者少



顺应天道之势

夏三月，此谓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

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
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

逆之则伤心，秋为痎疟，奉收者少，冬至重病



顺应天道之势

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

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
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

逆之则伤肺，冬为飧泄，奉藏者少



顺应天道之势

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

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
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

逆之则伤肾，春为痿厥，奉生者少



和于术数

“和” 
• 跟大自然和

• 跟社会和

• 跟别人和

• 跟自己身体心理和

• 跟自己的形体与精神和

术数

• 养生方法和技术

• 饮食、运动、劳逸、起居、导引、食疗、药物



饮食有节

节

• 度，节制

• 常，规律，顺应四时

• 全，多样

洁

• 卫生

• 无毒



饮食与头痛调护

避免冷饮

咖啡

冰激凌

巧克力



起居有常
规律

• 按时作息

• 子午觉

• 床的方向

• 起居地点（居有常，业无变）

动态调整

• 春：夜卧早起

• 夏：夜卧早起

• 秋：早卧早起

• 冬：早卧晚起



不妄作劳

妄

• 不遵循法度

• 要理想与现实平衡

• 十分聪明用七分，留下三分传子孙

• 若是十分都用尽，儿孙个个不如人

劳

• 心劳

• 体劳

• 房劳

逸

志闲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形劳而不倦

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
愿

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五劳七伤
五劳

•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

七伤

• 大饱伤脾

• 大怒气逆伤肝

• 强力举重久坐湿地伤肾

• 形寒饮冷伤肺

• 形劳意损伤神

• 风雨寒暑伤形

• 恐惧不节伤志



劳逸与头痛调护
勿用力过猛

勿过度紧张

勿持续刺激

勿疲劳过度

勿过度安逸

气从以顺，
各从其欲，
皆得所愿

志闲而
少欲

心安而
不惧

形劳而
不倦



形神一体

神

形

气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安从
来

形胜气则夭
气胜形则寿



形神一体
•人有患半边头风者，或痛在右，或痛在左，大约痛于左者为多，百药治

之罔效，人不知其故。此病得之郁气不宣，又加风邪袭之于少阳之经，

遂至半边头痛也。其痛有时轻，有时重，大约遇顺境则痛轻，遇逆境则

痛重，遇拂逆之事而更加之……治 之法，必用解其郁气”。

                                                                  ------陈士铎《辩证奇闻》



养神与头痛调护

形神兼养

静以养神

养心安神

调情安神



头痛专科综合治疗



实施模式

联合出诊

• 脑病科与推拿科联合出诊，患者分别挂号

• 专业诊断（神经内科、推拿科、B超、影像）

• 共同制定治疗方案

• 实施梯度疗法

• 团队综合治疗（内科、推拿、针刀、针灸、
熏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