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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症赋》中对穴应用举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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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症赋》出自明代针灸学家高武的《针灸聚英》[1]，为
高氏的针灸文献之一，原作者姓名不详。 在这篇歌赋中，共列
症 91种，处方一穴的 18症，一方二穴的 73症[2]，其处方取穴
少而精，疗效显著，应用临床，每取奇效，兹举 1%~%2例，以抛
砖引玉。
1%%%%牙痛

王某某，女，25岁，汉族，个体户，1999年 10月就诊。 自
诉左侧上牙痛 2d，痛不可忍，不能进食，服止痛片及三黄片等
均无效。 刻下：齿龈红肿，上颌牙未见龋齿，但有持续性钝痛，
遇冷、热食物则痛剧，兼形寒身热，舌苔薄白，脉浮数。 诊为风
火牙痛。 治疗以疏风清热、通络止痛为法，穴取耳门（左）、丝
竹空（左）、外关（双）。 丝竹空平刺 0.5%~%1寸，余穴直刺 0.8%
~%1寸，用泻法，留针 30min，每 5min行针 1次，治疗 1次后
疼痛减轻，2次后痊愈。

按：牙痛以风火、胃火、虚火上炎 3种病因为多见，而人
体的主要通道和气化的场所是三焦， 因此牙痛离不开三焦，
故取手少阳三焦经之耳门、丝竹空为主，正如《百症赋》所云
“耳门、丝竹空，住牙痛于顷刻” 。
2%%%%偏头痛

李某，男，22岁，本院学生，诉右侧头部抽痛 1d，患者有
右侧头痛反复发作病史，近日由于临近期末考试，情绪紧张，

熬夜复习，饥饱失常，睡眠不足，故诱发本病。 刻下：患者神智
清，精神差，痛苦面容，右侧头部疼痛剧烈，呈钻痛性，头晕,心
烦,善怒，目赤口苦，舌质红，脉弦。 测血压 14.0/10.4kPa，脉搏
75次 /min，体温 36.4℃，呼吸 20次 /min。 患者焦虑，气郁化
火，肝阳上亢，故为肝阳头痛，治宜平肝潜阳，熄风镇痛。 取
穴：悬颅（右），颔厌（右），太冲（双），风池（双）。 针刺得气
后，留针 30min，间隔 10min运针 1次，针后感觉头痛明显减
轻，针刺 2 次后患者疼痛消失，嘱其不要过分紧张，调节饮
食，注意休息，后顺利通过考试。

按：偏头痛属少阳经头痛，足少阳胆经“起于目锐眦，上
抵头角” ；另有一支脉“别锐眦，下大迎，合于手少阳，抵于
茁” 。 足少阳胆经“是主骨所生病者：头痛，颔痛” ，说明手足
少阳经相合，经气相通，悬颅、颌厌二穴在足少阳胆经循行所
过的头额角部，二穴性能均有清散风热、清肝止痛的作用，故
取此二穴治偏头痛，刺用泻法，亦《百症赋》所云“悬颅、颔厌
之间，偏头痛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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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用自拟乌贝汤治疗声带息肉，收到良好效果。
1%%%%治疗方法

以自拟乌贝汤（乌梅、贝母、僵蚕、连翘、蒲公英、赤芍）
为主方随辨证加减。 阴虚者，加百合、麦冬、生地、玄参；肺脾
气虚者，加黄芪、党参、山药；血瘀痰凝者，加桃仁、红花、郁金
等。 每日 1剂，6剂为 1个疗程。
2%%%%病案举例
李某，女，教师，32岁。 半年前因声音嘶哑在本院耳鼻喉

科诊为声带息肉，即行手术摘除，但半年后又复发，遂来中医
科诊治。 症见：声嘶，讲话费力，喉内不适，有异物感，胸闷，舌
质暗滞、苔黄腻，脉涩，喉科间接喉镜检查见声带色暗滞，左
侧声带前、 中 1/3交界处游离缘有个约为 1.0mm大的息肉，
有粘痰附其上。 诊为肺阴虚，血瘀痰凝于喉。药用：乌梅 15g，
浙贝母 12g，僵蚕 6g，赤芍 10g，桃仁 10g，桔梗 10g，玄参

12g，连翘 10g，蒲公英 15g，夏枯草 12g，青果 9g，麦冬 15g，生
甘草 5g，红花 9g。 连服 6剂，症状好转，息肉缩小，据方加减，
又服 12剂，症状及体征全部消失。
3%%%%体会

声带息肉、 小结多因长期用声过度或用声不当所致，久
病耗伤气阴，气阴虚则血瘀，壅结于咽喉，脉络受损，而形成
声带小结、息肉。 自拟方中乌梅性味酸涩，具有酸涩收敛、软
坚散结、平胬肉外突、去青黑痣、蚀恶肉之功效。《本草求真》
云：“乌梅，酸涩而温……入于筋与骨则软，入于死肌恶肉、恶
痣则除。 ” 本方以乌梅为主，佐以贝母、僵蚕化痰散结，桃仁、
红花、赤芍化瘀去滞，连翘、蒲公英、夏枯草清热散结，青果、
玄参、桔梗、甘草清利咽喉而开音，诸药相伍，使瘀消痰清而
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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