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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癫痫的中医药治疗有了较深入的研究。
由于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以及人们认识疾病的角度不

同，中医学者在对癫痫中医病因病位的认识上，还

存在有一定的差异。因此，系统地研究癫痫中医病

因、病位规律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笔者整理了

2000~2012 年中医药治疗癫痫的临床文献，采用统

计学频数分析法探讨癫痫病因病位的规律，以期为

癫痫的临床辨证治疗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使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

通过主题检索词“癫痫”及二级检索词“中医”、
“中药”或“中医药”检索出 2000~2012 年国内发

表的中医药治疗癫痫的临床文献，建立癫痫文献数据

库，并进行统计学频数分析。
1.2 纳入及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包括中医临床辨

证治疗癫痫的文献，中医癫痫证候研究文献，方剂与

药物临床治疗文献，个人治疗癫痫的经验报道，明确

具有关于癫痫病因病位论述的文献；中西医结合治疗

癫痫的文献，全文中应有明确的中医证候分型或详细

的癫痫病因病位介绍；重复发表的期刊论文选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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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全面、作者权威性更高、发表时间最近的一篇。排

除标准：饮食保健类、体育锻炼类等中有关癫痫预

防、调养的文献；民族医药中有关治疗癫痫的文献；

癫痫文献综述，方剂、药物治疗癫痫的动物实验研

究；全文收录不全者。
1.3 癫 痫 病 因 病 位 的 数 据 计 数 方 法 使 用

Excel2003 建立数据库。入选的文献病因与病位多相

互夹杂，证型也大多涉及多种病因及多个脏腑，统计

时特划分为单个病因及病位，如：风痰闭阻证，则病

因风、痰各计数 1。若有治疗的患者例数，则按照该

例数计数。如：风痰闭阻证 68 例，则风、痰各计数

68。病位记数与病因类同，如心脾两虚证 10 例，则

病因气虚、血虚各计数 10，病位心、脾各计数 10。
方药治疗癫痫的临床文献，根据其功效进行病因、病

位计数。如：“愈痫汤治疗癫痫 32 例”，愈痫汤功

用为“疏肝理气，豁痰安神”，则病因气滞、痰各计

数 32，病位肝、心各计数 32。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纳入文献中各病因、病位出

现的频次与频率，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频数分析。对

病因、病位统计表内频数进行拟合优度 χ2 检验及组

间多重比较 χ2 检验。以上数据处理均运用 SPSS
19.0 软件完成。
2 结果

通过主题检索词“癫痫”及二级检索词“中医”、
“中药”或“中医药”检索出的文献条目分别为 393

篇、581 篇、193 篇，合并相同文献后获得 204 篇。
根据纳入及排除标准对初筛后的文献摘要和内容进行

阅读，剔除不合格的文献，最后获得符合要求的文献

共 55 篇 [1~55]。结果表明：癫痫病因多涉及痰、风、
瘀、火等，病位多在肝、脾、肾、心、脑。
2.1 病因的频次与频率 按癫痫病因统计的频次及

频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见表 1。表 1 可以看出癫

痫的病因主要责之于痰，与风、瘀密切相关，涉及

火、惊、气虚、阴虚、血虚及气滞。为明确表 1 病

因频数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对其进行拟合优度

χ2 检验及组间多重比较 χ2 检验，见表 2。表 2 结果显

示：9 种病因构成比之间，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痰、风、瘀与其他病因比较，差异均有显著

性意义(P < 0.05)；火与惊、惊与气虚、气虚与阴虚

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 ＞ 0.05)；其余各组比

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

表 1 癫痫病因的频次及频率

表 2 癫痫病因频数的组间比较

2.2 病位的频次与频率 按癫痫病位统计出现的频

次及频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见表 3。从表 3 可以

看出，癫痫的病位主要在肝，与脾、肾、心、脑密切

相关。为明确表 3 病位频数差异是否具有统计学意

义，对其进行拟合优度 χ2 检验及组间多重比较 χ2 检

验，见表 4。表 4 结果显示：5 种病位构成比之间，

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病位肝与其他病位

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其余各组间

比较，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
3 讨论

3.1 癫痫病因的频次分析 从表 1 可以得出癫痫病

因频次总计 6 397 次，其中痰邪病因频次共 2 213
次，占 34.59% ，位居首位。统计分析(表 2)结果显

示痰邪与其他病因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由此可知，癫痫病因主要责之于痰。《医学

纲目·癫痫》载：“癫痫者，痰邪逆上也。”深伏于体

内之痰受外界诱因之鼓动，既可上扰神明，又可内闭

病因

痰

风

瘀

火

惊

气虚

阴虚

血虚

气滞

频次

2 213
1 358
775
498
437
410
336
246
124

频率(%)
34.59
21.23
12.12
7.78
6.83
6.41
5.25
3.85
1.94

累计频率(%)
34.59
55.82
67.94
75.72
82.55
88.96
94.21
98.06

100

比较组

痰与风

痰与瘀

痰与火

痰与惊

痰与气虚

痰与阴虚

痰与血虚

痰与气滞

风与瘀

风与火

风与惊

风与气虚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比较组

风与阴虚

风与血虚

风与气滞

瘀与火

瘀与惊

瘀与气虚

瘀与阴虚

瘀与血虚

瘀与气滞

火与惊

火与气虚

火与阴虚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46
0.003
0.000

比较组

火与血虚

火与气滞

惊与气虚

惊与阴虚

惊与血虚

惊与气滞

气虚与阴虚

气虚与血虚

气虚与气滞

阴虚与血虚

阴虚与气滞

血虚与气滞

P 值

0.000
0.000
0.354
0.000
0.000
0.000
0.007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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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癫痫病位的出现频次及频率

表 4 癫痫病位频数的组间两两比较

病位

肝

脾

肾

心

脑

频次

861
423
415
401
361

频率(%)
34.99
17.1 9
16.86
16.29
14.67

累计频率(%)
34.99
52.1 8
69.04
85.33
100

比较组

肝与脾

肝与肾

肝与心

肝与脑

脾与肾

P 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782

比较组

脾与心

脾与脑

肾与心

肾与脑

心与脑

P 值

0.443
0.027
0.624
0.053
0.1 47

脏腑气机，使阴阳之气不相顺接而突然发病。此外，

痰为津气所聚，凝着既久，里结日深，有胶固难化的特

性，这是癫痫患者频发不止，缠绵不愈的病理基础。
风 邪、瘀 血 频 次 所 占 比 率 分 别 为 21.23% 、

12.12% ，次之于痰。并且风、瘀频次与其他病因比

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故癫痫病因亦

与风邪、瘀血密切相关。“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内风可直接影响癫痫发病与缓解过程[55]。《血证论》
指出：“一切不治之证，终以不善祛瘀之故。”瘀血

既可阻塞气机，导致气机逆乱，又可壅阻脑络，引发

癫痫。此外，瘀血还可与体内顽痰胶结，痰瘀互结蒙

蔽神窍引发癫痫。可见，癫痫病因主要责之于痰，与

风、瘀密切相关。
3.2 癫痫病位的频次分析 从表 3 可以得出癫痫病

位频次总计 2 461 次，其中肝病位频次共 861 次，占

34.99%，位居首位。并且表 4 结果显示病位肝与其

他病位比较，差异均有显著性意义(P < 0.05)。由此

可知，癫痫病位主要在肝。《内经》有云“诸风掉

眩，皆属于肝”。《医方考》认为：“癫疾者，风痰

之故也……，风属肝木，肝木主筋，风热盛于肝，则

一身之筋牵掣，故令手足搐溺也。”若情志不遂，肝

失疏泄，气郁化热生风，夹痰上犯于脑；或肝郁乘

脾，脾失健运，水津不布，聚湿成痰，痰浊上蒙，均

可致神机失用，发为癫痫。
脾、肾、心、脑频次所占比率分别为 17.19%、

16.86%、16.29%、14.67%，且四者两两组间比较，

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由此可知，四者对癫

痫发病的影响处于并列地位。若脾失健运，水津不

布，湿聚成痰，上蒙清窍；或癫痫病人肾精不足，脑

髓空虚，神机失养；或癫痫日久，暗耗阴血，心神失

养；或跌仆损伤，瘀阻脑窍，均可导致癫痫的发生。
综上所述，癫痫病位与肝最为密切，关乎脾、肾、
心、脑。

此次文献研究结果与传统中医药理论对癫痫病因

病位规律的认识基本一致。由于本次文献研究搜集的

只是 2000~2012 年的文献，其结果可能会存在一些

偏差。今后拟增加文献数量，开展深入研究，以期能

够进一步明确本病的病因、病位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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