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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血化痕法治疗偏头痛

天津北辰中医院 邵 国荣

笔者根据中医理论
“

不通则痛
”

之理论
,

应用

清代名医王清任血府逐寮汤治 疗偏 头痛
,

每获良

效
,

兹将点滴经验介绍如下
:

例 i :

王某某
,

男
, 4 5岁

,
于 1 9 8 。年1 2月 5 日

就诊
。

患者诉
:

间断发作左侧头痛11 年
,
近一年来

发作较频
,

一月发作一至二次每发二
、

三天
,

较剧

烈
,

伴有恶心
,

其述服各种西药已乏效
。

头痛部位

固定不移
,

其面色酶滞
,

脉沉涩
,

舌质紫暗边有癖

斑
。

脉症合参
,

为血寮络脉
。

治以活血化寮
,

方用

血府逐癖汤加味
。

处方
:

牛膝 9 9, 川苟 9 9 ,

生

地 12 9 ,

柴胡 1 2 9 ,

桃 仁1 2 9 ,

红 花 e g ,

赤 芍

。 g ,

积壳9 9 ,

桔梗6 9 ,

丹参1 0 9 ,

全蝎 a g ,

当归 9 9 ,

甘草 6 9
。

服药 6 剂头痛基本消失
。

守

方连服30 剂
,

头痛完全消失
。

随 访二年
,

末见 复

发
。

例 2 :

孟某某
,

女
, 4 9岁

,
干部

, 190 2年 6 月

n 日初诊
。

发作性右侧头痛 7 年
,

曾于外院治疗多

次
,

均无效
。

每次发作一天左右
, 2 至 8 个月发作

一次
,

呈搏动性刺痛
、

伴心悸
、

烦躁 不 安
,

睡 眠

差
,

舌质暗边有摘斑
,

脉沉涩
。

体检
:

无 阳 性 体

征
,

血压 18 / lo k p 。 ,

脑血流图检查
:

左侧颈动脉

轻度血容量不足
,

颈动脉
、

椎动脉两侧波 幅 不 对

称
,

须动脉相差30 % (右侧低 ) , 椎动脉相差 20 %

(左侧低 )
。

中医辨证为久病入络
,

癖血内阻
,

抬

以活血化寮方用血府逐癖汤加味
。

处方
:

川芍 9 9

牛膝 a g ,

当归 10 9 ,

生地1 0 9 ,

柴胡 2 2 9 ,

桃仁

。 g ,

红花 9 9 ,

赤芍 10 9 ,

桔梗 6 ,

积壳 6 9 ,

酸枣仁15 9 ,

甘草 6 9
。

服 3 剂后
,

头痛大减
,

睡

眠好转
,

12 剂后头痛消失
,
睡眠基本正常

,

再连服

10 剂巩固治疗
,

复查脑血流图基本正常
。

随访至今

未复发
。

体会
:

偏头痛又称偏头风
。

风
、

寒
、

湿
、

热
,

疲饮
,

病血均可阻络成为病因
,

但
“

疲血阻络
”

是

本病的主因
。

故治疗亦多以活血化疲为主
,

方用王

清任血府逐疲汤随 证加 减
,

药 用 桃 仁
、

当 归 9

一 1 5 9 ,

红花
、

牛膝各 9 一 1 2 9 ,

Jll苟
,

赤芍各 。

~ 1 5 9 ,

生地1 0 ~ 1 2 9 ,

积壳
、

桔梗
、

柴胡
、

甘草

各 6 ~ 10 9
。

临证记载
,

其中芍
、

桃
、

红
、

芍活血

祛寮之力尤强
,

归
,

地养血滋 阴
,

疲祛而 阴 血 不

伤
,

积
,

柴疏肝理气
,

气行则癖血可去
,

牛膝破疲

通经
,

引疲不行
,

桔梗入肺
,
以肺朝百脉

,

有令诸

药直达血脉之妙
,

草通百脉又 缓 急止痛
,

诸 药 合

用
,

能直达血脉
,

活血通络
,

癖祛风除
,

且无耗血

伤阴之弊
,

善治头痛属血寮所致者
。

如兼有热象
,

且伴前额胀痛
,

可加石膏
,

白芷 ; 痛剧者
,

可加虫

类药如全蝎等 , 兼痰浊者 , 见眩晕
、

胸闷, 呕恶
、

痰多者
,

加小半夏 汤, 阴虚血癖者
,
与六味地黄汤

合用 , 气虚血寮
,

加参
、

芜等
。

现代医学认为
,

偏头痛是一种由于血管舒缩功

能障碍引起的疾病
。

活血化癖药经现代药理研究证

明
,

有舒张血管
,

降低血管阻力
,

加速微循环的功

能
,

并能降低毛细血管通透性及血小板聚集力与吸

附力
,

降低血脂
,

对血液粘度有调节作用
。

可能是

通过上述机理发挥作用
,

达到治疗 目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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