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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夏泉先生(1908- 1980)，广东台山人，1931 年

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是广东省中医院建院史

上九大名医之一，生前曾任广东省中医院内科主任、
医务部主任、副院长等职，以医术精湛、学识渊博、
医德高尚而誉满羊城，并于 1979 年被授予“广东

省名老中医”称号 [1]。笔者得见其存世的医案和笔

记，获益良多，现将林主任的经验记录如下，与同

道共飱。
1 病因病机

林主任治疗偏头痛的理论源于“内风”思想，并

结合历代医家经验有所阐发。偏头痛是一种临床常见

的 慢 性 神 经 血 管 性 疾 病 ， 女 性 患 病 率 为 3.3% ～
32.6% ，男性患病率为 0.7%～16.1% ，本病可发于

任何年龄，是脑卒中的危险因素之一[2]。对于本病的

形成，历代医家认识不一，主要认为是在感受风邪、
情志内伤、饮食不节、忧思劳累、久病至瘀的基础上

造成肝脾肾等脏腑失调，风袭脑络、风阳内动、痰浊

阻滞、瘀血阻络所致[3]。林主任认为，精血亏耗，水

不涵木，风阳内动，是偏头痛发病的基础，痰浊、瘀

血阻滞经络则是在此基础上致病的，“内风”是偏头

痛发病的最根本病因。
“内风”之说首见于《内经》，《素问·风论》：

“入房汗出中风，则为内风。”但并非“阳化内风”之

意，不过《内经》对肝阳化风还是有所论述的，《素

问·至真要大论》有“诸暴强直，皆属于肝”，“诸风

掉眩，皆属于肝”，《内经》又提出了“大厥”“薄

厥”“煎厥”，这就是“内风致中”的起源。《金匮

要略》中侯氏黑散、风引汤、防己地黄汤，开后世育

阴熄风、镇肝潜阳治疗内风之先河。清代，叶天士明

确提出“内风”即“阳化内风”的理论。华云岫在

《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中有“内风乃阳气之变动，肝

为风脏，因精血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

偏亢，内风时起”，则是叶氏“内风”理论的最好概

括。叶氏更提出，对于“内风”，治疗上当以“清上

实下”之法。后世，张锡纯、张山雷、张伯龙等对

“内风”理论虽有一些发展，但“内风”理论自叶氏

之后已基本成形 [4～5]。华云岫在 《临证指南医案·眩

晕》中指出眩晕的病因：“本之肝风，当与肝风、中

风、头风门合而参之”，可见“内风”不单是中风发

病的基础，也是眩晕、头痛等多种脑病的共同原因，

亦即偏头痛发病的根源。
2 辨证施治

林主任对《临证指南医案》中的中风、肝风、眩

晕、头痛、头风、虚劳诸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偏

头痛治疗方面，在叶氏“清上实下”之法的基础上，

结合历代名家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治疗经验，总

结如下。
2.1 滋水涵木，育阴熄风 林主任治疗偏头痛首先

遵循叶天士的“柔静以摄之”之法，养肝阴，滋肾

水。对于“柔静以摄之”，叶天士又有“肝为刚脏，

非柔润不能调和”、“忌投攻风劫痰”之说。故林主

任常用仲景复脉法去生姜、桂枝之品以滋肾水，选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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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多选麦冬、五味子、生地黄、阿胶、酸枣仁。与

此同时，常配合当归、何首乌缓肝润血熄风。
2.2 温柔濡润，阴阳通补 林主任认为，虽然“水

不涵木”是引起“风阳内动”的原因，但应知道“无

阴则阳无以化”的道理，所以林主任用药，总以温柔

通补为原则，温以通阳振颓，柔以滋阴填精。叶天士

在《临证指南医案·虚劳》中有“桂附刚愎，气质雄

烈，精血主脏，脏体属阴，刚则愈劫脂矣。至于丹溪

虎潜法，潜阳坚阴，用知柏苦寒沉著，未通奇脉，余

以柔剂阳药，通奇脉不滞，多用自有益。”林主任用

药力辟用刚燥药蛮补，用苦寒药片面求得保阴，多应

用温柔濡润药缓补，多选择淫羊藿、肉苁蓉、仙茅、
补骨脂、金樱子、女贞子等温而不燥、滋而不腻、阴

阳双补的药物。
2.3 大补元气，固护脾阳 《脾胃论·脾胃胜衰论》
中有“其治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

之药为切”，《临证指南医案·中风》中有“厥阴为风

脏，而阳明为盛阳耳，阴阳不肯相依”，也是引起

“阳化内风”的原因。林主任认为，滋养肝肾的同时，

当宗东垣之法，以北黄芪、人参大补元气，固护脾

阳。张锡纯认为“黄芪性温，味微甘，以其与发表药

同用，能祛外风，与养阴清热药同用，更能熄内风”。
人参首载于《神农本草经》“主补五脏，安精神，定

魂魄”，《本草纲目》又有人参治“男妇一切虚证”
之说。
2.4 金石介类以潜之 金石介类的使用源于《金匮

要略》，风引汤治“热瘫痫”，就是由龙骨、牡蛎及其

它多味金石药组成。《外台秘要》、《小品方》所录

的诸多唐以前的方剂，亦多用金石介类。后世叶天

士、徐灵胎、陈修园、张锡纯对金石介类的使用多有

阐发。诸多金石介类之品中，用得最多的当属龙骨、
牡蛎。陈修园有龙骨“引逆上之火，泛溢之水归其

宅”之说，张锡纯的镇肝熄风汤、建瓴汤皆用龙骨。
张锡纯有“牡蛎咸寒属水，以水涵木，则肝脏自得其

养，其质类金石有镇安之力，则肝得其平而恚怒自息

矣”之说。林主任治疗偏头痛，尊先贤之法，常用生

龙骨、煅牡蛎镇肝潜阳，兼以珍珠母滋肝阴，清肝

火，重镇安神，以潜上犯之肝阳。
2.5 虫蚁之药，搜剔经络 痰浊、瘀血阻络，络脉

不通，不通则痛，是引起偏头痛的重要病因之一，虫

类药有很好的搜剔经络的效果。《伤寒杂病论》载有

抵当汤(抵当丸)、大黄 虫丸、下瘀血汤等以虫类药

为主的方剂。叶天士对虫类药的作用，进行了精辟的

概括。《临证指南医案·头痛》：“考《周礼》采毒药

以攻病，藉虫蚁血中搜逐，以攻通邪结，乃古法而医

人忽略者。”《临证指南医案·积聚》：“考仲景于劳

伤血痹诸法，其通络方法每取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

飞者升，走者降，血无凝着，气可宣通，与攻积除

坚”，可见虫类药有强大的活血通络、熄风止痉、攻

坚止痛的作用。林主任常以僵蚕、全蝎、地龙、露蜂

房等虫蚁之药搜剔经络，在临床上取得很好的效果。
3 病案举例

例 1：金某，女，38 岁，1967 年 3 月 17 日初

诊。主诉：反复头痛 20 年，加重 1 周。患者 20 年

来反复出现头痛，每于经期有头痛发作。现症见：头

痛刺痛为主，右侧颞部为甚，舌暗红、苔微黄，脉

弦。处方：麦冬、党参、生地黄各 20 g，葛根、枣

仁、生龙骨各 12 g，阿胶(烊)、全蝎、首乌各 10 g，

煅牡蛎、珍珠母各 15 g。治疗 7 天后，患者头痛缓

解，坚持服药 2 月，经期未再有头痛发作。
按：林主任辨证此案偏于肝肾阴虚，精血衰耗，

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治疗上尊仲景复

脉法，大补肝肾之阴，兼以阿胶、首乌补益精血，滋

水涵木，并联合金石介类潜降肝阳，虫蚁之药通络止

痛。
例 2：王某，男，55 岁，1971 年 5 月 11 日初

诊。主诉：反复头痛 1 年余，加重 1 周。患者 1 年

来反复发作性头痛，每月均有发作。1 周前因工作繁

忙再次出现头痛发作。现症见：血压(BP)：104/65
mmHg，精神较差，头胀痛，以左额颞部为甚，眼

痛，伴头晕，视物模糊，颈部僵硬，活动不利，双上

肢麻木，睡眠差，舌淡、苔薄黄，脉弦缓。处方：淫

羊藿、肉苁蓉各 9 g，熟地黄、北黄芪各 24 g，骨碎

补、金樱子各 15 g，酸枣仁 12 g。7 剂后，患者精

神有所好转，仍有头痛，性质同前，但程度有所减

轻，伴头晕，治疗上考虑精血亏耗、阴阳不足有所改

善，暂予加强滋肾水以涵肝木，处方：麦冬 6 g，干

地黄、党参、北黄芪、金樱子各 15 g，何首乌、女

贞子各 12 g，淫羊藿 9 g。7 剂后，患者头晕，视物

旋转等症状明显好转，仍有头痛发作，左额部为甚，

间有眼痛，伴手麻，予加金石介类及虫蚁之品，镇潜

肝阳，通络止痛，处方：生龙骨、葛根各12 g，煅牡

210· ·



新中医 2017 年 1 月第 49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January 2017 Vol.49 No.1
新中医 2017 年 1 月第 49 卷第 1 期

JOURNAL OF NEW CHINESE MEDICINE January 2017 Vol.49 No.1

徐斌是中华中医药学会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委员

会委员，浙江省中西医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

中医药大学教授。徐教授从事临床工作 20 余年，对

于治疗慢性咳嗽有丰富的临床经验，疗效显著，笔者

有幸跟师学习，感悟良多，现将其经验介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慢性咳嗽是指病程超 8 周以上的咳嗽，属中医

学久咳、久嗽、顽固性咳嗽范畴。因病程较长，病机

复杂而容易被误诊、误治。长期、频繁的咳嗽不仅损

害患者的生理机能，还会对其心理和社会生活造成严

徐斌清金泄木法治疗慢性咳嗽经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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蛎、北黄芪各 15 g，全蝎、何首乌各 10 g，淫羊藿、
肉苁蓉各 9 g。继续服药 10 余剂，患者已无头痛，

其后间有头痛发作，皆以上法调治，头痛发作次数明

显减少。
按：林主任辨证此案证属肝肾阴阳不足，治疗上

当先以温柔通补为法，兼补肝肾阴阳，温以通阳振

颓，柔以滋阴填精。疼痛明显，予加金石介类及虫蚁

之品，镇潜肝阳，通络止痛。
例 3：刘某，男，52 岁，1969 年 6 月 9 日初

诊。主诉：反复头痛 10 余年，加重 3 天。患者反复

头痛 10 余年，每年均有 2～3 次发作，每次持续 10
余天，疼痛难忍，彻夜不眠。3 天前头痛再次发作。
现症见：BP：80/50 mmHg，头部阵阵跳痛，怕冷，

面色苍白，肢冷，体倦，舌淡胖、苔白微腻，脉沉

弦。处方：北黄芪 30 g，党参 20 g，补骨脂 12 g，

金樱子、淫羊藿、何首乌、仙茅、肉苁蓉各 15 g，

高丽参(另炖)6 g。患者坚持服药 10 天，头痛逐渐减

轻，继续服药 10 余天，头痛基本缓解，自此患者间

断服药，每年发作次数减少，患者自述多年来未曾有

如此舒服过。
按：林主任辨证此案证属肝肾阴阳不足，虚阳上

扰清窍。此案为诸案中虚证最为明显，治疗上同样当

以温柔通补为法，兼以大剂黄芪配合高丽参扶正，而

未用金石介类、虫蚁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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