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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头痛的病机复杂，在内伤头痛发病中，肝与头痛关联尤为密切，足厥阴肝经在经络循行上与头脑密切相连；肝之
“风”性易上侵入头脑而致头痛；肝失疏泄，肝气上逆脑窍，脑神扰乱，而致头痛发生；肝血不藏，脑窍失养，而致头痛。治疗

上从以下几方面调治肝来治疗头痛：１）疏肝理气法；２）疏肝通络法；３）疏利肝胆法；４）清肝泻火法；５）平肝潜阳法；６）镇肝
熄风法；７）温肝降逆法；８）滋养肝血法；９）柔肝滋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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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位居高巅，为六阳之首、百脉之宗，凡五脏精
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皆上会于头，脑髓依赖肝肾

精血来濡养，因此头痛的病机复杂。在内伤头痛发

病中，肝与头痛关联尤为密切，本文就内伤头痛从肝

调治的理论作进一步探讨。

１　经络循行上肝经与头脑密切相连
足厥阴肝经上行巅顶，下达足底，中布两胁肋

部，与督脉会于巅，与头脑密切相连，如《灵枢·经

脉》：“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趾丛毛之际，上循足跗

上廉，去内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阴之后，上股内

廉，循股阴入毛中，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

上贯膈，布胁肋，循喉咙之后，上入颃颡，连目系，上

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里，环唇

内”。头为诸阳之会，人体阳经全部经过头部，阴经

唯有足厥阴肝经上至巅顶，在这里，厥阴肝经与阳脉

交会，含有以阴制阳之意，以保持元神之府的清静无

扰，这种循行特点体现了足厥阴肝脉属阴而行于阳

及肝脏“体阴而用阳”的特色。

肝足厥阴脉与督脉“会于巅”，督脉均入络脑，

肝通过督脉影响头脑，如张锡纯指出：“肝肾充足则

自脊上达之督脉必然流通，督脉者又脑髓神经之根

也”，可以看出，足厥阴肝脉与元神、元气相关。按照

经脉“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从肝入手可以

治疗头脑部位的病症，已成为临床上治疗头部疾病

的重要途径之一。

２　肝之“风”性易上侵入头脑而致头痛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曰：“东方生风，风生

木，木生酸，酸生肝，……神在天为风，在地为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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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为筋，在藏为肝，……。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

风气通于肝”。指出风气通于肝，《素问·至真要大

论》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指出多种风病，多属

于肝。肝为风木之脏，内藏相火，情志所伤，或元气

不足，或房劳虚损等，皆可使木盛火炽，风遂自内而

生。风性善行而数变，具有清扬、升发、向上、向外的

特点，而头位在人体最高，“高巅之上，唯风可到”，

故风之为病，易上扰清窍，上达头面，从而阻碍清阳

之气，故见头痛，且头痛症状变化较快，突发突止，游

走不定，故在头痛的命名上体现“风”在头痛发病中

的重要作用。如《内经》中有“脑风”“首风”的论述，

就是指出头痛与“风”的密切关系。元·罗天益在

《卫生宝鉴》［１］指出“头风论并方，肝经风盛，木自摇

动……大便实，泻青丸主之。虚者人参消风散主

之”。

３　肝气上逆脑窍而致头痛
肝气具有疏通、条达、升发、畅泄等综合生理功

能，古人以木气的冲和条达之象来类比肝的疏泄功

能，肝气的疏泄功能正常，有利于气机的疏通、畅达、

升发；肝气怫郁，疏泄失常，则致肝经气郁而出现头

痛；气郁日久可郁而化火，形成肝火；肝为刚脏，但升

而无制或火热之邪灼伤阴血，阴不制阳，则又出现肝

阳上亢之头痛。如在《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肝

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

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

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素问·方

盛衰论篇》曰“气上不下，头痛巅疾”。《脉经·头

痛》也指出：“足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目痛”。另寒

凝肝脉，肝阳被遏，肝之阳气失温于头部，髓海失温，

致脑逆头痛，如《素问·奇病论》云：“人有病头痛以

数岁不已，此安得之？名为何病？岐伯曰：当有所犯

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

痛，病名曰厥逆”。

４　肝失疏泄，脑神扰乱，头痛发生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

气，以生喜怒悲（思）忧恐”。当五脏功能活动异常

时常会影响其所主的精神活动或情志活动，而表现

出思维、情感等异常症状。五志本为人之正常情感

活动，当其超越机体能够承受的界限时也就成为一

种致病因素，且最易伤及五脏之气机。肝藏魂，在志

为怒，在调节精神情志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如《素

问·灵兰秘典论》说：“肝者，将军之官，谋虑出焉”，

《素问·六节脏象论》说：“肝者，罢极之本，魂之居

也”。若情志不遂，或思虑不决，易使肝气郁滞，忧愤

恼怒，怒郁伤肝，肝失疏泄，易于化火，气火俱逆于上

以犯清府，头内脑髓，脑藏元神，为“五脏六腑之大

主”，“脑为髓之海”，除产生头痛的病变外，会进一

步产生神明扰乱，魂不安藏的病变，如《素问·举痛

论》云：“怒则气上”。《东医宝鉴》指出［２］：“七情伤

人，唯怒为甚”。杨上善言：“肝脏足厥阴脉主守神

气出入，通塞悲乐”。头痛常因焦虑、紧张、抑郁、烦

躁而诱发或加重，与肝失疏畅条达，脑神扰乱有密切

关系。

５　肝血不藏，脑窍失养，头痛发生
肝藏血，肝血不足，无以濡养清窍，脑失所养，脑

窍不荣则痛，或瘀血滞留肝经，肝经经气不利，五脏

六腑之精华不能上达头部，而致头痛。《灵枢·本

神》提到：“肝藏血，血舍魂”。《素问·五脏生成》

云：“故人卧血归于肝，肝受血而能视，足受血而能

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摄”。故肝血不藏时，

出现血虚不足和血瘀不通的病变，而致使脑窍失养

头痛发生，如张景岳在《质疑录》［３］谓：“然肝藏血，

人夜卧则血归于肝，是肝之所赖以养者血也。肝血

虚，则肝火旺；肝火旺者，肝气逆也。……肝血不足

……为目眩，为头痛”。另肝血不足，风邪也易趁虚

侵袭，致肝风上扰而出现头痛，如宋·陈自明在《妇

人大全良方》［４］中所述“妇人患头风者，十居其半。

每发必掉眩，如在车船上。盖因血虚、肝有风邪袭之

尔”。

６　内伤头痛从肝治疗方法
头为六阳之首、百脉之宗，凡五脏精华之血，六

腑清阳之气，皆上会于此，脑髓依赖肝肾精血来濡

养，因此头痛的病机复杂。在内伤头痛发病中，肝与

头痛关联尤为密切，如秦伯未［５］先生说：“肝病与头

痛有密切关系”，总结前面肝在头痛发病过程中的作

用，其治疗方法总结如下：１）疏肝理气法：本法是针
对肝气郁结之病机而设，证见证症见头痛头胀，痛无

定处，情绪不宁，每于情志不畅或恼怒后发作，胸部

满闷，胁肋胀满，舌苔白或黄，脉弦或弦数。方用逍

遥散加减。２）疏肝通络法：本法用于肝郁日久，气滞
血瘀，络脉阻滞之头痛。证症见头痛经久不愈，痛点

固定不移，痛如针刺，或痛剧发热，头痛每随情志变

化而增减，胸胁胀痛，舌有瘀点或瘀斑，脉弦涩。方

用桃红四物汤加香附、佛手、全蝎、蜈蚣。３）疏利肝
胆法：本法用于肝失疏泄，影响胆汁的排泄，郁而化

火，循经于脑而出现的头痛。症见头胀痛、跳痛、掣

痛，伴面红目赤，耳鸣，烦躁易怒，胁肋灼痛，口干口

苦，失眠多梦，便秘尿黄，舌红苔黄，脉弦数。方用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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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泻肝汤加减。４）清肝泻火法：本法用于肝火上炎，
火扰清窍头痛者。证症见头胀痛，伴有头晕耳鸣，或

突然耳聋，或两目赤肿，急躁易怒，胁肋灼痛，口苦，

不寐，或噩梦纷纭，面红目赤，大便秘结，尿少色黄，

舌红苔黄，脉弦数。方用当归芦荟丸加减。５）平肝
潜阳法：本法用于水不涵木，阴不敛阳，阳气暴张，上

冲脑窍而致头痛。证症见偏于两侧头痛，伴眩晕，心

烦易怒，睡眠不宁，或兼胁痛，面红，口苦，舌红，苔

黄，脉弦数。方用羚羊钩藤汤加减。６）镇肝熄风法：
本法用于肝肾阴亏，阳亢风动，或因机体伤津耗液，

筋脉失养引起风动内窜，脑窍不利所致的头痛。证

症见头部胀痛、窜痛、跳痛，伴目胀耳鸣，眼目
#

动，

四肢筋惕肉
#

，或肢体麻木，口燥咽干，舌质红或

红绛，苔少而干，脉细弦数。方用镇肝熄风汤加

减。７）温肝降逆法：本法用于肝经寒气上逆于脑，
导致络脉凝滞不通之头痛。证症见头痛喜温，畏风

伯冷，常欲蒙被而睡，面容黯淡，伴见呕吐清涎黏

沫，四肢不温。脉细弦或沉紧，舌苔白滑。方用吴

茱萸汤加减。８）滋养肝血法：本法用于因大病、
失血之后，肝血虚不能上荣于脑窍之头痛。证症见

头痛绵绵，兼有晕眩，乏力，面色不华，大便干，

妇女月经不调甚则闭经，口唇、爪甲色淡，舌质色

淡，脉细弱或细涩。方用加味四物汤。９）柔肝滋

肾法：本法用于肝肾阴虚，精血不能上荣于脑，虚

风内动，上扰清窍而致的头痛。证症见头部隐痛绵

绵而胀，或头脑空痛，伴有眩晕，耳鸣，两目干

涩，腰膝酸软，口燥咽干，舌质红，苔少而干，脉

细弦数。方用杞菊地黄丸加减。

７　小结
头痛在临床上分为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内伤

头痛病机复杂，其中肝与头痛关联尤为密切。足厥

阴肝经在经络循行上与头脑密切相连；肝之“风”性

易上侵入头脑而致头痛；肝失疏泄，肝气上逆脑窍，

脑神扰乱，而致头痛发生；肝血不藏，脑窍失养，而致

头痛。在治疗上从以下几方面调治肝来治疗头痛：

１）疏肝理气法；２）疏肝通络法；３）疏利肝胆法；４）清
肝泻火法；５）平肝潜阳法；６）镇肝熄风法；７）温肝降
逆法；８）滋养肝血法；９）柔肝滋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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