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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胆汤加味治疗颈性眩晕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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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唐镇江教授运用温胆汤加味治疗颈性眩晕的经验。唐教授治疗颈性眩晕多从中医“眩晕病”

辨证施治，认为该病病位较深，多以颈椎骨与关节慢性劳损为主要病因，临床上以眩晕因劳累加重，转颈加剧，

神疲少寐，痞闷欲呕等为表现，此为中医气虚痰湿内阻之象，治疗宜用益气燥湿祛痰之法，以温胆汤为基本方，

加入苏条参、泽泻、蜈蚣等，共凑益气、理气，和胃、化痰湿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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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镇江教授系云南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暨云

南省中医医院骨科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

师，为我省名中医，从事中医骨伤科临床、教学和

科研工作近三十载，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与临床

实践经验。笔者随导师学习多年，对其诊病的精

准，用药的独到，受益良多。本文介绍导师运用温

胆汤治疗颈性眩晕的经验，以飨同道。

颈性眩晕是指颈部的各种病变所引起的眩晕症

状。主要是因颈椎的退行性病变或外伤使颈椎内外

软组织平衡失调，从而引起的颈动脉及椎动脉颅外

段供血不全而以眩晕为主要症状的临床综合征⋯。

颈性眩晕的治疗西医多以保守治疗为主。唐教

授治疗颈性眩晕多从中医“眩晕病”辨证施治，

认为该病虽然患者主要以颈部不适兼有眩晕，病位

较深，多以颈椎骨与关节及周围软组织长期慢性劳

损为主要病因，但临床出现劳累加重，转颈加剧，

神疲少寐，痞闷欲呕等表现，此为中医气虚痰湿内

阻之象，治疗宜用益气燥湿祛痰之法。对于眩晕，

早在《灵枢·口问》篇中就提到“上气不足”，

《灵枢·海论》篇中有“髓海不足”的论述，认为

眩晕发病主要是由于虚证导致。金元时期的《丹

溪心法·头眩》则主张“无痰则不作眩”，“头眩，

痰夹气虚并火，治痰为主，挟补气药及降火药”，

提出了“治痰为先”的方法。明代的《景岳全书

·眩运》指出：“眩运一证，虚者居其八九”，强

调“无虚不能做眩”。在治疗上认为“当以治虚”

为主【2J。唐教授认为骨科常见之颈性眩晕，患者

多为长期低头伏案的职业，颈部劳损日久，局部气

机运行不畅，气机推动无力则痰湿内生，痰湿形成

进一步阻滞气机，则清阳不展，脑失所养，导致发

生眩晕。温胆汤出自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原

方中生姜四两，半夏二两，橘皮三两，竹茹二两，

炙枳实两枚，炙甘草一两，该方最初用于治疗虚烦

胆寒之证，后世认为“心胆虚怯，触事易惊，气

郁生涎，变生诸证”，此方后用做理气化痰，燥湿

和胃之方，效果极佳口J。唐教授在此方基础上加

入苏条参、泽泻、蜈蚣，构成一治疗颈性眩晕的经

验方，命名为“苏条参温胆汤”，临床运用可得满

意的疗效。方中苏条参甘温，补中益气，健运痰

湿，为君药。臣以半夏辛温燥湿，和胃止呕，竹茹

取其甘而微寒，清热化痰，除烦止呕，二者相互配

伍，一温一凉，化痰和胃，止呕除烦之功倍。陈皮

辛苦温，理气行滞，燥湿化痰；枳实辛苦寒，降气

导滞，消痰除痞。陈皮与枳实相合，亦为一温一

凉，而理气化痰之力增。佐以泽泻、茯苓，健脾利

湿，以杜生痰之源，蜈蚣搜风通络，姜枣调脾胃，

兼解半夏之毒。甘草为使，调和诸药。综合全方，

苏条参、半夏、陈皮、生姜偏温，竹茹、枳实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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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温凉兼进，令全方不燥不寒，益气且兼理气，

和胃以化痰湿，如是则气舒痰除，诸症自愈。本方

运用时的中医辨证要点为颈项不适，眩晕呕恶，心

烦不眠，苔白或白腻，脉弦滑。若心烦热甚者，可

加黄连、栀子以清热除烦；失眠者，可加远志、酸

枣仁、夜交藤以宁心安神；呕吐恶心者，可加旋覆

花、代赭石以降逆止呕。

【典型医案】

丁某，男，37岁，公司职员。因颈项部疼痛

不适1年，加重并伴有旋颈时眩晕2月余。并出现

转颈时自觉站立不稳，视物旋转，且感呕恶欲吐，

头身出汗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治，均以“眩晕

症”治疗，口服尼莫通、西比灵等效果不佳。

2010年4月28日来我院门诊就治。症见颈部僵直

疼痛，神疲懒言，胸闷呕恶，舌质淡，苔薄黄而

腻，脉濡细。查体：颈4—7棘突旁压痛，棘旁肌

肉僵硬，颈椎前屈后仰、左右侧弯均受限，压顶试

验(一)，旋颈试验(+)，双侧臂丛牵拉试验

(一)，双上肢各反射均正常，双侧Ho胁觚征
(一)，双侧Babinski征(一)。颈椎X线片示：颈

椎生理曲度变直，颈4一颈7椎间隙变窄，椎体后

缘骨质增生，钩椎关节增生，项韧带钙化。诊断

为：颈性眩晕(眩晕／气虚痰阻证)。处理：予以

“苏条参温胆汤”加减：苏条参259，法半夏159，

枳实159，陈皮109，竹茹109，茯苓159，泽泻

159，蜈蚣2条，旋覆花109，粉葛159，丹参159，

生姜lOg，大枣109，甘草89。予以7剂，每日l

剂水煎服用，早晚各150mL。复诊：经口服汤剂治

疗l周后，患者眩晕症状及颈项部不适明显减轻，

颈部活动自如。继续予以“苏条参温胆汤”加减

治疗1周，眩晕症状完全消失。嘱其减少颈部劳

损，适当进行颈部功能锻炼。

按：本例为较典型的颈性眩晕病例，其症状也

非常符合“苏条参温胆汤”的适用证型。“苏条参

温胆汤’：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唐教授通过长

期大量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对于颈性眩晕明显有效

的一个经验方。此方具体的现代药理作用尚不明

确，推测其机理可能为中药汤剂的有效成分作用颈

部劳损部位的肌肉、颈椎骨与关节及周围软组织，

缓解了分布其间的颈交感神经的兴奋性，带走了由

于劳损退变造成的炎性因子。从而达到了治疗颈项

眩晕出现的各种症状的作用。运用此方时，也应注

意仍要遵循中医辨证论治法则，进行适当加减变

化，更符合患者的个体化治疗。在本病例中，患者

若有呕恶症状，加入旋覆花降逆止呕，加人大枣和

顺胃气，颈痛、颈部肌肉僵硬，加入粉葛、羌活、

丹参，以疏风通络，活血止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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