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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挖掘整理针灸医籍中关于头痛论述，探讨其理论基础、诊疗方案及临床价值。关于头痛的论述，多散

在于《黄帝内经》《针灸大成》《针灸逢源》等医籍，涵盖了病因、辨证、四诊、治疗、预后、禁忌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风、

寒、湿、热、伏发发病、阴阳失调的关键病因，经脉、脏腑辨证角度，四诊诊疗手段，针刺手法取穴的治疗方案，预后、

禁忌是判别、指导疾病康复的关键环节。文章为头痛的认识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并为临床诊

治工作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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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作为常见病、多发病，在针灸医籍中多有

记载，从《素问》到《灵枢》，以及《针灸大成》《针灸逢

源》等古籍，记载了头痛的病因、辨证、四诊治疗、

预后、禁忌等多方面内容，为全面认识头痛提供了

依据。

1 头痛的病因
针灸医籍中对头痛的病因论述从多角度、多方

面进行综合分析，既有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有继承

与创新的内容。具体内容上来看，既有风、寒、湿、热

等外邪的侵袭，也记载了伏发发病、阴阳失调造成

的头痛病症，其中以《黄帝内经》中的论述最多，论

述了头痛的病因，外邪、内因等致病因素，以及详细

的临床症状[1]，形成了头痛病因的完善体系[2]。

风、寒、热、湿是造成的头痛的不同外因，且引

发的临床症状各不相同。风邪头痛多以头部发紧，

伴恶风、怕冷、汗出，时间短，容易恢复为特点。如

《黄帝内经》记载“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头

痛不可以出内”，“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3]。

寒邪侵袭以头部紧痛为主，如《素问·奇病论》曰：

“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

令头痛。”因寒主收引，寒邪上犯头目则头冷痛，出

门着衣带帽，对于此证，《黄帝内经》也提出了艾灸

风府的治疗方法[4]。火热邪气以胀痛、青筋暴怒为表

现，伴有出血等症状，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载有

“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痈疽疮疡，瞀郁注下，瘛肿

胀，呕，鼽衄头痛”。湿气浸淫常以头痛如裹，伴五官

九窍闭塞等症，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论述：“民病

饮积，心痛，耳聋，浑浑焞焞，嗌肿喉痹，阴病血见，

少腹痛肿，不得小便，病冲头痛，目似脱。”风、寒、

热、湿皆为头痛外感之致病邪气，《灵枢·杂病续增

治法》曰：“头痛有风热，痰，湿，寒，真头疼。”

除外因之外，医籍中也多处记载了伏发发病、

阴阳失调等病因。伏发发病导致疫力之温病盛行，

郁而发热，头部灼痛[5]。《素问·本病论》言“久而不

降，伏之化郁……头痛、目眩也，赤气彰而温病欲作

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郁……头痛、目眩也。”上实

下虚、阴阳失调，致使头痛癫顶疾，如《素问·方盛衰

论》载有：“气上不下，头痛巅疾，求阳不得，求阴不

审。”[5]

医籍中记载的风、寒、湿、热等外邪的侵袭，伏

发发病、阴阳失调都是头痛的关键病因，初步形成

了头痛的病因认识。

2 头痛的辨证
在病因学指导下，古人从不同角度对头痛进行

了辨证论治。依据经脉理论辨证，头痛多归属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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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阳经，因阳经循行过头，三阴经脉、络脉等经络不

通、不容皆可造成头痛。根据脏腑理论，脏腑病功能

失调也可引发头痛，医籍中多以肝阳上亢为主，此

外肺热、心火、肠胃失司也是造成头痛的关键脏腑

病机。

2.1 经脉辨证 足少阴肾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

阳胆经是头痛辨证的主要经脉，正如《素问·经脉》

“膀胱足太阳之脉……是动则病：冲头痛，目似脱”、

“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6]。再如《灵枢·五脏

生成》曰：“是以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

巨阳，甚则入肾”；《针灸聚英·十二经脉歌》曰“足脉

少阳胆之经……所生头痛连锐。”三阳、三阴经脉虽

不直接络于头部，但阴经并于阳经，通过筋脉上注

于头项，如《素问·腹中论》载有：“病热者阳脉也，以

三阳之动……夫阳入于阴，故病在头与腹，乃胀而

头痛也。”《难经》曰“手三阳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

去者，则名厥头痛。”孙络网罗全身，输布气血，邪客

于孙络也会引发头痛，《素问·脉解》曰：“所谓客孙

脉则头痛鼻鼽腹肿者。”除此之外，督脉、带脉、任脉

等都可引发头痛，于其他古籍中散在介绍[7]。

头为诸阳之汇，百脉之所聚，古人对于头痛的

经脉辨证，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2.2 脏腑辨证 脏腑辨证是临床常用辨证思维，古

人在医籍中多次记载了肝阳亢逆、中焦升降失司、

上焦心肺火旺引起的头痛。如《素问·通评虚实论》

曰肠胃分清泌浊失司引发“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

胃之所生也”；肝阳易亢，“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

头也”[8]。心火上炎，热灼精液，“心热病者，先不乐，

数日乃热，热争则卒心痛，烦闷善呕，头痛面赤”；肺

热叶焦，热窜于上引起“肺热病者，先淅然厥……头

痛不堪”[9]。

医籍中对于头痛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辨证论治，

认为经脉辨证与脏腑辨证是关键辨证角度，并且尤

以肝阳亢逆、手足阳经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头

痛的初步辨证体系。

3 头痛的四诊
四诊作为中医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对于头痛

的诊断、辨别各古籍多有论述，寸诊头项，弦紧主

痛，隐痛、头痛如裹皆为问诊所得的头痛性质。

肝阳上亢头痛者，可望诊见头部青静暴露，《素

问·五脏生成篇》中：“青脉之至也长而左右弹……

足清，头痛。”肝胆气逆不顺，闻诊可知患者惶恐不

安的表现，“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

则目盳盳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

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针对头痛的判别问诊，患者

有不同的述说，加重情况多曰“汗出头痛”，头痛性

质说“头半寒痛”，头痛部位曰“头痛巅疾”“热病头

痛，颞”。复诊患者对于好转病情的问答，多述“头痛

少愈”。寸口对应头项，脉象应指而短的切诊多为头

痛，“欲知寸口太过与不及。寸口之脉中手短者，曰

头痛。”[10-11]

四诊作为诊断疾病的重要手段，为头痛的诊断

提供了保障，也是辨证论治的基础。

4 头痛的治疗
由于古代治疗疾病的方法相对单一，古籍中对

于头痛的治疗记载多集中在针刺、放血、艾灸、推拿

等。其中针灸简便易行，且止痛效如桴鼓，多被各代

医家所推崇。

4.1 治疗手段 关于头痛的治疗方法散在于各个

典籍中，各个治疗手段的选择取决于当下临床表现

以及辨证思路。年幼体弱者采用艾灸、推拿，邪气未

盛、正气尚存者采取针刺，邪气正盛者放血。针刺时

间的挑选、艾灸部位的选择、手法的轻重取决于头

痛性质和程度。如《素问·脏气法时论》记载了对于

邪气盘踞采取放血疗法，“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

者”针刺时间的选择是取效的得气之法，如《素问·

卫气》记载：“请言气街，胸气有街，头气有街……止

之于脑……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

乃刺而予之。所治者，头痛……易已也。”针对老幼

皆为体弱单薄的特点，医籍中采取温和的艾灸、推

拿手法，如《考正穴法》采取“常于三里、气海灸之，

节次约五七十壮，至年老热厥头痛”缓解老年性头

痛。由于小儿脏腑娇嫩，《针灸大成·手法歌》采取

“头痛推取三关穴，再掐横纹天河连”，《针灸大成·

阴掌图各穴手法仙诀》应用“掐阳池，止头痛”的推

拿手法。另外，古籍还记载简便的热茶和草乌烟可

以缓解头痛方法，如《针灸大成·针内障秘歌》“若然

头痛不能忍，热茶和服草乌烟”。

4.2 针刺取选经、取穴、手法 足阳明胃经、足太阴

脾经、足厥阴肝经、手少阴心经、足少阴肾经、足少

阳胆经皆为治疗头痛的主要经脉，治疗时依症取

经。肝气不舒的头部疼痛，取足厥阴肝经。头部沉重

急痛，选取督脉、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胆经。《素

问·厥病》记载：“厥头痛，面若肿起而烦心，取之足

阳明太阴。厥头痛，头脉痛……后调足厥阴。厥头

痛，贞贞头痛而重……先取手少阴，后取足少阴。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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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后取足太阴……头半寒痛，先取手少阳阳

明，后取足少阳阳明。”

医籍中针对头痛的针刺治疗，提供了多种选穴

方法，既有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选取方法和辨证取

穴法，也包含了个人经验取穴，这极大地丰富了针

灸学的内涵[12]，为头痛的针刺治疗提供了多样性选

择。如《灵枢·寒热病》记载：“阳迎头痛，胸满不得

息，取之人迎。”《针灸聚英·百症赋》曰：“悬颅、颔厌

之中，偏头痛止。”《标幽赋》曰：“头风头痛，刺申脉

与金门。”《席弘赋》中“列缺头痛及偏正，重泻太渊

无不应”的手太阴肺经取穴、《兰江赋》中“伤寒在表

并头痛，外关泻动自然安”的三焦经等皆为经脉所

过主治所及的本经取穴法。辨证取穴也是常用之

法，如《八脉图并治症穴》中病机痰阻辨证和膀胱

经筋经辨证：“疟疾头痛眩晕，吐痰不已：合谷、中

脘、列缺；头痛难低∶申脉、金门、承浆。”《针灸大成》

脏腑辨证、八纲辨证：“肾虚头痛，头重不举：肾俞、

百会、太溪、列缺。伤风面赤，发热头痛：通里 曲池

绝骨 合谷；伤风，四肢烦热头痛：经渠、曲池、合谷、

委中。”《考正穴法》中记载了个人临床经验取穴：

“孔最……咽肿头痛。鱼际……身热头痛，咳嗽哕。

合谷……头痛脊强……偏正头痛。阳溪……厥逆头

痛……天池……头痛，四肢不举。”无论是经脉所过

选取法、辨证取穴法，还是个人临床所积累的要穴，

都是依据头痛的不同性质、部位，进行辨证选取相

应的穴位。

对于头痛的针刺手法，首先遵循调和其阴阳，

补虚泻实的原则[13]，“调其阴阳，不足则补”，其次对

于不同性质的头痛，区别对待如《灵枢·骨空论》记

载：“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治

在风府。”对于迥异的病症，应采用不同的补泻手

法，也可以选取其他针具，提高疗效。如《素问·热

病》载有：“热病头痛，颞，脉痛，善衄，厥热病也，取

之以第三针，视有余不足，寒热痔。”选取九针取补

泻之法，针出痛减。

依据不同的四诊辨证，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

先后次序，以及各式各样的针刺手法和取经、选穴，

极大地丰富了头痛的针刺治疗方案，为各种头痛的

治疗提供了依据。

5 头痛的预后
疾病预后的判别是临床医生指导患者康复和

把握疾病走向的关键，针灸医籍中提供了依经脉传

变规律和临床症状变化及进行判别预后情况的方

法。如《素问·热论》曰“其不两感于寒者，七日巨阳

病衰，头痛少愈。”头痛者如果病非阴阳表里两感于

寒，则第七日头痛缓解。对于严重的真头痛，在《治

症总要》中提出依据“复针后穴，真头痛，旦发夕死，

夕发旦死”进行临床症状的预测。

6 头痛的禁忌
禁忌症的确立是临床安全的保障，从古至今一

直都是医家所重视的，在针灸古籍中，记载了很多

关于头痛的注意事项和禁忌内容，既记载了针刺的

禁忌病症，也论述了针刺的注意事项和不可针刺的

情况。这为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诊疗提供了安全保

障，也是古代关于诊疗疾病的初步指南。如《灵枢·

厥病》记载：“真头痛，头痛甚，脑尽痛，手足寒至节，

死不治。”手足冰凉直至肘膝关节，是不可治的死

症。如被击伤或摔伤，致使内伤，会疼痛不止，这种

头痛不可以取腧穴治疗，不可选取远距离的腧穴刺

治。“头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击堕，恶血在于内，若

肉伤，痛未已，可则刺，不可远取也。”

7 小结
头痛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工作节律，带来

了很多抑郁、焦虑、焦躁的负面心理情绪问题，由此

引起的很多医疗和社会负担，是常见的公共卫生问

题。自古以来是众多医家的关注点。从《黄帝内经》

到《针灸大成》，众多医家对于本病进行了多方的探

索，给出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认识，积累了大量诊

疗经验。无论是风寒湿热致病的外因，脏腑亏虚、阴

阳失调是重要内因，经络理论和藏象学说的辨证，

还是详细的四诊，常用的针刺方法、取穴、选经以及

针刺手法等丰富的临床经验[14]，以及各项预后、禁忌

等内容，为后世医家对于头痛的认识提供了全面的

认识，奠定了理论与实践基础，并为临床诊治本病

提供了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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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 mining in the collating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medical books about headache，this paper
discusses its theoretical basis，diagnosis and treatment methods and clinical value.About headache，scattered in
Huangdi Neijing，the acupuncture dacheng，th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the source，such as medical books，
covers the etiology，syndrome differentiation，diagnosis，treatment and prognosis，taboo and so on. Proposed wind，
cold，dampness，heat，fufa，which was key causes of disease，the imbalance of yin and yang，meridians，differentiation
of Angle，the four diagnostic methods，acupuncture methods find treatment，prognosis，taboo is a key link in the
process of discrimination，to guide the disease rehabilitation.Fo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headache provides a more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this article have the profound influence，and provides the reliable basis for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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