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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疗感悟

中医人语

中医如何预防和治疗头痛
□杜 鹏

头痛作为一种常见的症状，
很多人都曾体验过。中医作为一
种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
在头痛的预防与治疗领域，依然
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中医不仅重
视对头痛的治疗，还强调通过辨
证施治、调整生活习惯来实现头
痛的有效预防。

根据头痛的原因和临床表
现，现代医学将头痛分为几种类
型，如紧张型头痛、偏头痛、丛集
性头痛和药物过量引起的头痛
等。西医治疗头痛主要是药物治
疗，非处方药物如非甾体抗炎药
和对乙酰氨基酚常被用于缓解轻
度至中度的头痛，而处方药物如
三环类抗抑郁药、抗癫痫药和 β
受体阻滞剂则更多地用于预防性
治疗慢性头痛。

对于特定类型的头痛（如偏
头痛），医生可能会开具曲普坦类
药物或麦角胺类药物。然而，西
医治疗头痛存在明显的不足。长
期使用某些药物可能导致胃肠道
不适、肝肾功能损害等副作用，还
导致部分患者对某些药物产生耐
受性，需要增加剂量才能达到相
同的治疗效果。

头痛的类型
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头痛通常

是由于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失衡、

外邪侵袭等原因引起的。根据不
同的病因和症状，中医将头痛分为
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两大类。

外感头痛 一般是指外界的
风、寒、湿、热等邪气侵入人体，扰
乱气血，导致头痛；而内伤头痛则
是由于脏腑功能紊乱，气血亏虚
或气滞血瘀等原因造成的。无论
是哪种类型的头痛，中医治疗都
讲究辨证施治，强调通过调整气
血、疏通经络、调和脏腑功能来恢
复体内的平衡，从而达到治疗头
痛的目的。外感头痛通常是由
风、寒、湿、热等外邪入侵所引
发。风寒头痛的典型症状是头痛
剧烈、头重如裹，常伴有恶寒、无
汗、鼻塞等症状；而风热头痛则表
现为头痛剧烈、面部潮红、口干，
常见于春秋季节气候变化时。对
于这些外感型头痛，中医治疗的
关键是通过解表散邪、疏通气血，
恢复体内的正常功能。

内伤头痛 则多由于脏腑失
调、气血亏虚或情志不畅等原因
引起。肝气郁结型的头痛通常表
现为头部胀痛或隐痛，伴随情绪
不稳定、烦躁易怒；而气血不足型
的头痛则表现为头痛隐隐，伴随
疲倦、面色苍白等症状。脾胃虚
弱型的头痛常伴有食欲不振、消
化不良等症状，这与脾胃功能失

调密切相关。对于这类头痛，中
医则侧重于调理脏腑，补充气血，
缓解头痛症状。

自我调适
中医对于头痛的预防强调通

过整体调理，来增强身体的抗病能
力。

情绪管理 肝主疏泄，情绪的
波动直接影响到肝气的流通，因此
保持心情舒畅，避免情绪波动是预
防头痛的关键。中医提倡通过打
太极、练八段锦等方式来调节情
绪，放松心情，减轻精神压力。

劳逸结合 合理的作息和良好
的生活习惯也是预防头痛的有效
途径。中医强调劳逸结合，即工作
和休息应该相互配合，过度的疲劳
往往会加重体内气血的失调，引发
头痛。因此，保持规律的作息，避
免熬夜，确保每天充足的睡眠，有
助于头痛的预防。避免长时间低
头工作，保持正确的坐姿，定期休
息，也能有效减轻颈部肌肉的紧张
程度，减少由此引起的头痛。

合理饮食 中医认为脾胃为后
天之本，脾胃虚弱常常是引起内伤
头痛的重要原因。因此，保持饮食
的清淡、易消化、营养均衡，避免过
度进食油腻、辛辣、寒凉食物，能够
帮助调理脾胃，增强身体的免疫
力，从而减少头痛的发生。部分药

食同源药物在头痛的预防中也有
着独特的作用，许多具有疏肝解
郁、活血通络功能的药食同源药
物，如玫瑰花、月季花、菊花等，能
够通过疏肝解郁，预防头痛。

外感头痛的治疗方法
风寒头痛 治疗方剂为川芎茶

调散（加减）。方中川芎，活血行
气、祛风止痛，是治头痛的要药；白
芷、羌活、细辛，有发散风寒、止痛
的作用；薄荷、荆芥、防风，疏散风
邪、清利头目。诸药合用，共奏祛
风散寒、通络止痛之功。

风热头痛 表现为头痛伴有发
热、口渴、便秘，治疗方剂可选菊花
茶调散（加减）。菊花，疏散风热、
清肝明目，是治疗风热头痛的要
药；薄荷、荆芥穗、防风、羌活，疏散
风热、清利头目；川芎、白芷、细辛，
活血行气、祛风止痛。诸药合用，
可疏风清热、清利头目。

风湿头痛 方剂为羌活胜湿
汤（加减）。羌活，发散风寒、胜湿
止痛，善治上半身风湿疼痛；独
活，发散风寒、祛湿止痛，善治下
半身风湿疼痛；川芎、蔓荆子、藁
本，祛风止痛；防风、甘草，调和药
性。诸药合用，旨在祛风胜湿、通
经活络。

内伤头痛的治疗方法
肝阳头痛 治疗方剂为天麻

钩藤饮（加减）。天麻，平肝熄风、
通络止痛；钩藤，清热平肝、熄风
止痉；石决明、栀子、黄芩，清热泻
火；牛膝，活血化瘀、引血下行；桑
寄生、夜交藤、茯苓，滋补肝肾、养
心安神。诸药合用，可平肝熄风、
清热活血、补益肝肾。

痰湿头痛 治疗方剂为半夏
白术天麻汤（加减）。半夏，燥湿
化痰、降逆止呕；天麻，平肝熄风、
通络止痛；白术、茯苓，健脾祛湿；
陈皮、甘草，调和药性。诸药合
用，旨在化痰熄风、健脾祛湿。

血虚头痛 治疗方剂为四物
汤加味（加减）。熟地，补血滋
阴、益精填髓；当归，补血调经、活
血止痛；白芍，养血柔肝、缓急止
痛；川芎，活血行气、祛风止痛。
诸药合用，旨在养血滋阴、和营调
经。

中医对头痛的防治强调辨证
论治，通过调节体质、平衡气血，
利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手段有效
缓解头痛。无论是外感型头痛，
还是内伤型头痛，中医都有一整
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案。对于广
大患者而言，结合中医的方法进
行头痛治疗，能够减轻头痛带来
的困扰，提高生活质量。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
管城回族区南曹乡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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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燕梅，教授，主任医师，硕士
研究生导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
附属医院脑病医院名誉主任。李燕
梅从事脑病临床科研工作40余载，
尤其是在治疗中风方面匠心独运，
处方用药别具一格、疗效卓著。李
燕梅认为，中风不仅是血管问题，还
是全身气血、津液失调的表现。

李燕梅注重整体观念，认为脾
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其功
能的正常与否直接影响人体的气血
运行和津液代谢。脾胃失调，气血
亏虚，痰湿内生，均可成为中风发生
的诱因。因此，从脾胃的角度入手，
进行中风的治疗，能够有效调理身
体，促进气血运行，化解痰湿，通畅
经络，恢复脏腑的正常功能。

脾胃是人体中焦的核心，担负
着气机升降的枢纽作用。脾主运
化，负责水谷精微的吸收和运输；胃
主受纳，负责食物的初步消化和储
存。脾胃功能正常时，能够确保气
血的生成和津液的代谢正常进行，
保证身体各部位的气血供应和脏腑
功能的协调。如果脾胃功能失调，
气血生化不足，津液代谢失常，就容
易造成气滞血瘀、痰湿内生等病理
变化，从而诱发中风。脾胃失调引
起的中风，其病机复杂，涉及气血、
痰湿、风邪等多方面的因素。

李燕梅在治疗中风时，从恢复
脾胃功能着手，调节气血、化痰通
络、疏肝解郁、和胃通腑等，有效控
制病情，促进患者康复。脾胃失调
引发的中风病机主要表现在几个方
面。

脾伤失运，痰湿内生是导致中
风的常见原因。脾主运化，如果脾
胃功能减弱，脾气不足，水湿无法得
到及时运化和排泄，就会在体内积
聚形成湿邪，湿邪停留在体内则容
易转化为痰。痰湿之气不仅能够阻
滞经络，影响气血的正常流通，还会
导致脏腑功能紊乱。尤其是痰湿阻
滞脑部经络时，清阳之气无法正常
上升，脑部气血供应不足，进而导致
头晕、昏迷，甚至出现意识障碍，最
终发展为中风。

脾胃亏虚，正气不足也是中风
的一个重要病因。脾胃为气血生化
的根本，脾胃虚弱时，气血生成不
足，无法为脑部提供充足的营养，导
致脑髓缺乏滋养，表现为头晕、耳
鸣、记忆力减退等症状。脾胃亏虚
的情况下，气血运行不畅，血脉阻
滞，脑血流量减少，导致痹阻脉络，
最终出现中风的临床表现。特别是
长期脾胃虚弱，或者受到饮食不节、
劳累过度等因素影响，容易引起气
血亏虚，进而诱发中风。肝脾失调，
内风上升是另一个导致中风的病
机。

在中医理论中，肝主疏泄，脾主
运化，二者协调维持气机的正常运
行。肝气郁结时，容易影响脾胃的
运化功能，导致脾虚和气滞血瘀，进
一步引发痰湿内生。肝气郁结无法
疏泄，气滞血瘀，内风渐生，风火上
扰脑部经络，最终导致中风的发生。

此外，情志失调、忧思过度等因
素都会导致肝气郁结，使得脾胃失
调，肝脾不和，内风上升，形成气滞
血瘀、痰湿内生的恶性循环。除了
以上因素外，脾胃功能的失调还可
能导致气机失调，进而影响脑部清
气的正常运行。脾胃位于中焦，作
为气机升降的枢纽，脾胃失调时，气
机的升降失常，清阳之气无法正常
上升，浊阴之气也无法下行。此时，脑部的气血供应出
现障碍，痰湿、浊气积聚，经络不通，最终导致中风。

李燕梅认为，治疗中风的关键在于恢复脾胃功能，
促进气血生化，化痰通络，疏肝解郁，和胃通腑。脾胃功
能恢复正常后，能够增强气血生成，调理津液代谢，帮助
体内的气血流畅，痰湿消散，从而有效避免中风。

脾主运化，燥温健脾，有助于脾气生发，恢复气血的
生成能力。通过温燥、补益的药物，能够使脾气生发，帮
助脾胃恢复运化功能，改善气血生成不足的情况。与此
同时，化痰通络的治疗能够清除体内的痰湿，改善痰湿
对经络的阻碍，恢复气血的正常流动。通过化痰祛湿，
痰湿对脑部的压迫逐渐解除，气血能够顺畅运行，从而
防止中风。

疏肝理气，解郁化风。肝主疏泄，肝气郁结时，会影
响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气滞血瘀、痰湿内生。疏肝理
气，能够促进肝气的疏泄，帮助恢复脾胃的正常运化功
能。同时，解郁化风可以平熄内风，促进气血流畅，帮助
脑部获得充足的气血滋养，减少中风的发生。疏肝解郁
的治疗不仅能调节情志，还能疏通经络，促进脏腑的功
能恢复。

和胃通腑，化湿降浊。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脾胃虚
弱时，胃气不和，导致食物的消化吸收不良，湿邪内生。
通过和胃通腑，调理胃气，能够改善胃肠功能，增强脾胃
的运化能力，帮助体内湿邪的排泄，避免湿气转化为痰
湿而引发中风。此外，化湿降浊的治疗有助于清除体内
的湿气，减少痰湿对脑部的压迫，有助于中风患者的康
复。

在中风的急性期，治疗应侧重于通腑泻浊、开窍醒
神。此时，脾胃功能受损，气机紊乱，腑气不通，湿邪积
滞，浊气上蒸。因此，急性期治疗应采取“釜底抽薪”的
方法，迅速清除体内的浊气，疏通腑气，恢复气机的畅
通。通过促使大便通畅，湿邪下行，帮助清除体内积滞，
减轻对脑部的压迫，恢复神志清醒，促进中风的康复。

从脾胃论治中风，恢复脾胃功能，调理气血，化痰通
络，疏肝解郁，和胃通腑等，全面调节身体的气血津液，
防止中风。脾胃健康，气血旺盛，津液代谢顺畅，能够为
身体各部位提供充足的营养，保持脏腑的正常运作，减
少病邪的侵扰。脾胃失调则是导致中风的一个重要根
源，治疗中风时，必须从脾胃入手，恢复其正常功能，才
能有效防治中风，促进中风患者的康复。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总医院）

脱疽在中医中记载颇多，
古代文献中多对其有所论述。
最早记载于《黄帝内经·灵枢》
云：“发于足指，名曰脱痈。其
状赤黑者死，不治；不赤黑者不
死，治之不衰，急斩之，否则死
矣。”提出“急斩之”的外科手术
处理方法。《刘涓子鬼遗方》云：

“敦疽发两足指，五日不穴死，
四日可刺，其色发黑，痈不堪，
未过节者可治。”晋代《肘后备
急方》改“脱痈”为“脱疽”，并沿

用至今。《外科正宗》云：“治之
得早，乘其未及延散时，用头发
十余根缠患指本节尽处……随
用蟾酥饼，放原起粟米头上，加
艾灸至肉枯疮死为度……用利
刀寻至本节缝中，将患指徐顺
取下……用玉膏生肉护骨完
口。”详细记载了手术的时机、
指征，以及多种外治方法和药
物。《医宗金鉴·脱疽》采用内服
药物、外敷膏药、手术截取、烫
洗等方法，主张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方法同时应用。
崔公让在继承前人经验的

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实践，认
为脱疽之发生，多因饮食不节、
久病耗损或年迈体虚，致使脏
腑功能减退，先出现肾阳虚、脾
阳虚，继之肺气虚而终致心阳
虚，阳气无力通行四肢，荣卫之
气与寒湿之邪相搏，壅遏不适，
稽留脉中，气滞血瘀，瘀血堵塞
脉络，瘀阻不通而发病。崔公
让强调脱疽之为病，其本为阳
气不足、寒气客侵，其标为脉络
瘀阻、肉腐骨脱，血瘀是根本的
病理改变。崔公让提出“病在
脉者调之血，病在络者调之血”
的脱疽内治法则，祛瘀散寒以
治其标，温阳益气以治其本，并
形成“治瘀贯穿周围血管疾病
始末”的学术思想。

在中医辨证论治方面，崔
公让提倡内治与外治相结合，
局部辨证与整体辨证相结合，
充分体现了辨证审因、分期论
治的理念。内治方面，注重中
医四诊，详询病史，同时注重局
部辨证。崔公让常将脱疽辨证
分为热毒炽盛型、血脉瘀阻型、

寒湿阻络型、气血两虚型，内服
中药常以经验方通脉活血汤
（当归、丹参、鸡血藤、炮山甲、
黄精、玉竹、薏苡仁、陈皮、甘
草）加减。

热毒炽盛型 毒邪客侵，经
络阻隔，气血凝滞，瘀久化热，
热胜则肉腐，呈现一派热毒之
象。症见患肢皮肤潮红、肿胀、
发热、疼痛，肢端坏疽，重者全
身高热，神昏谵语，皮肤发黑、
发暗，局部红肿热痛，溃疡处脓
液量多质稠，伴有恶臭，舌质红
绛，苔黄腻或黄燥或黑燥，脉洪
数或弦数。此期治疗应清热凉
血解毒或清热利湿解毒，方常
用四妙勇安汤（加减），重用清
热凉血药物。

血脉瘀阻型 此为阳气虚
弱，寒凝脉络，血流不畅，气血
瘀阻。症见患肢疼痛处固定不
移，肢端紫红、暗红或青紫色，
或有瘀点瘀斑，舌质淡暗或红
绛有瘀斑，苔薄白，脉沉数或
涩。治疗上易活血化瘀通络，
方常用通脉活血汤（加减）。

寒湿阻络型 此为阳气虚
弱，寒邪客侵，寒凝血脉，经络

阻塞，呈现一派阴寒之象。轻
者患肢怕冷，指端苍白，麻木疼
痛，遇寒加剧，步履跛行，舌质
淡，苔薄白，脉沉细或迟缓；重
者面色晦暗无华，精神怠倦，畏
寒怕冷，肌肉萎缩，肌肤枯槁，
肢体坏疽甚至腐烂，脓液量少
质清，腐肉干枯，舌质红或红
绛，苔薄黄或黑燥，脉沉数或
涩。治疗上温经散寒、活血通
络，重则培补元气、补气益血。
轻 型 方 常 用 通 脉 活 血 汤（加
减），重则方合用补阳还五汤
（加减）。

气血两虚型 多由重病后
出现严重营养不良，气血耗伤
一派虚弱之象，症见面容憔悴，
精神疲惫，消瘦无力，纳谷减
少，患肢皮肤干枯、脱屑，爪甲
无华，肌肉萎缩，四肢水肿，创
面新肉不生，肉芽灰暗或暗红，
脓液稀薄，舌质淡，舌苔薄白，
脉沉细无力。治疗上应补益气
血、活血化瘀，方常用通脉活血
汤合人参养荣汤或八珍汤或顾
步汤（加减）。

（作者供职于河南中医药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崔公让从事中医外科疮疡诊疗工作60年，曾兼职中国中
西医结合学会周围血管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
学会外科分会顾问、河南省中医药学会外科分会名誉主任委
员等，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第二批、第四批全国
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脱疽是发生于四
肢末端，严重时指节坏疽脱落的一种慢性周围血管疾病，包括
西医的血栓闭塞性脉管炎、肢体闭塞性动脉硬化症、糖尿病足
等周围动脉疾病，具有预后差、高致残率的特点，严重影响患
者的生存质量，给社会、家庭造成沉重的负担。

崔公让20世纪80年代主编出版我国首部《脱疽》专著，在
脱疽的中医诊治方面积累了丰富的临证经验，创制出多种内
外治良方，临床效果显著。笔者有幸跟师侍诊十余年，收益颇
多，现总结如下。

崔公让辨治脱疽经验探析（上）
□张 榜

中华新九针是河南亚太骨病
医院院长王瑞在钻研《黄帝内经》

《针灸甲乙经》《针灸大成》等中医
典籍基础上，依据古九针治疗原
则，遵循中医经筋、痹证学说，结合
现代无菌性炎症、软组织松解术、
经皮手术等原理研发。

中华新九针疗法以经筋学理
论为基础，采用国家专利针具——
中华新九针为主要工具，再辅以局
部麻醉术。中华新九针疗法不仅
可以治疗各种急慢性软组织疼痛
（如颈椎病、腰椎病、关节炎、网球
肘、肩周炎、跟骨痛、跌打损伤
等），而且对于免疫系统疾病（如
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
风等），以及内脏疾病（如胃病、慢
性肠炎、糖尿病、冠心病、高血压
病等），也都有很好的疗效。

中华新九针疗法融合中医、
西医两大医学，组合应用于疾病
的病因、病理、检查、诊断与治疗
之中。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可发
生于任何年龄，随着病程延长，容
易并发全身神经、微血管、大血管
病变，并可导致心、脑、肾、神经及
眼等组织器官的慢性进行性病
变，并发症日趋增多、程度加重，
是严重危害患者健康和生命的内
分泌代谢性疾病。

中医上所说的糖尿病即消渴
病，典型症状为“三多一少”（即多
饮、多尿多食和体重减少），久之，
有一系列并发症出现。中医将糖
尿病的“三多”谓“三消”即“多饮为
上消，多食为中消，多尿为下消”。
其病机与虚（气虚、阴虚）、燥（燥
热）、血（瘀血）有关，一般认知为阴
虚燥热为主，阴虚为本，燥热为标。

糖尿病的病因，多因脾气不
健、肾阳不足，加之外受寒邪导致
瘀血内停、寒凝痹阻。脾气不健，
化生不足，气血亏虚，气阴两伤，
内不能荣养脏腑，外不能充养四
肢。脾肾阳气不足，不能温养四

肢，复受寒湿之邪，则气血凝滞，
经络堵塞，不通则痛，四肢气血不
充，失于濡养则皮肉枯槁。

中医认为，人体的很多疾病都
是气血运行不畅造成的。人体的
四肢百骸和五脏六腑都受气血濡
养，一旦气血瘀滞，人体的经络就
会受阻。

《黄帝内经·灵枢·经筋》将全
身的经筋系统分为十二条。十二
经筋是十二经脉之气“结、聚、散、
络”于筋肉、关节的体系，是十二
经脉的附属部分，是十二经脉循
行部位上分布于筋肉系统的总
称，它有连缀百骸、维络周身、着
藏经脉、调控关节、约束骨骼的作
用。其功能有赖于经络气血的濡
养，并受十二经脉的调节。十二
经筋分别为手足三阴三阳，其走
向也与各从属的经脉大体相同，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知为度，
以痛为腧”的治疗原则，奠定了经
筋疗法的理论基础。

人体经筋系统，广泛分布于
人身体的每个角落，与相关组织在
生理上形成渗融性结构，在病理状
态下，形成病变互相渗融、互相影
响的结果。经筋组织起着维护神
经、血管的通行调达作用。例如，
当神经、血管通过经筋的分肉、经
隧及筋纽等部位时，假若肌筋发生
病变，出现挛缩等状态时，神经血
管循行途程便受到干扰。经筋出
现问题，在外可以导致躯体和四肢
的疾病，如颈痛、腰痛、膝腿痛等。

一些脏腑疾病、慢性病也与经
筋损伤有着密切联系。糖尿病是
胰岛素分泌失调的内分泌系统疾
病，除具有血糖、尿糖增高等特点
以外，其经筋性病证并存者，甚为
常见。《黄帝内经·灵枢·九针十二
原》中说：“疾虽久，犹可毕也。言
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简言之

“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是没找对方
法而已！”

中医认为糖尿病是全身性慢

性疾病，应三焦同治，全身通调。
先疏通经筋经络，解除局部卡压，
恢复气血通畅，保持体内动态平
衡。再调理脏腑功能，促进胰腺生
态环境平衡，恢复其分泌胰岛素的
正常功能。经筋疗法调理糖尿病
秉承十二个字：“先健康后降糖，先
治本后达标。”

中华新九针疗法利用特定的
针法和治则，修正身体已经形成的

“筋结”病灶，引邪出表，把血管里
面的血栓、毒素排出体外，绿色、安
全、有效的降血糖，逐步恢复身体
阴阳平衡。中华新九针疗法治疗
糖尿病，就是将中华新九针经筋疗
法与其他调理方法结合，内服药
物，外调经筋，内外同治。

同时，辅以药膳食疗、功能锻
炼等，再加上调整不良生活习惯，
饮食合理，作息规律。这是目前治
糖尿病的较为有效的方法。

（作者供职于河南亚太骨病医
院）

中华新九针治疗糖尿病
□慕国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