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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国家新编中成药》（第 2 版）中收载的已上市用于治疗头痛的 520 种中成药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含川芎的中成

药制剂有 100 种，处方有 62 种。对这些处方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以期发现含川芎的中药处方的主治病症、配伍规律、剂型

设计原则和用量的变化规律，为深入研究川芎治疗头痛和脑部疾病的作用及其机制，以及治疗脑部疾病的组方和新药开发提

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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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为伞形科植物川芎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 的干燥根茎，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其气

味辛、香，性温，归肝、胆、心包经，具有活血行

气、祛风止痛之功。川芎主治较广，但其中 2 个最

独特的功效：一是治头痛，二是调月经。诚如明代

李杲所云：“川芎，上行头角，助元阳之气而止痛；

下行血海，养新生以血以调经”。《本经》记载川芎

“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痹，筋挛缓急，金疮，妇

人血闭无子，除脑中冷动，面上游风来去”。历代

均有“头痛不离川芎”之说。据统计，以川芎命名

或以川芎配方治疗头痛的方剂有 150 首之多，而在

治疗头痛的方剂中使用川芎的频率高达 48.8%[1]，

为诸药之冠。 
本文对《国家新编中成药》（第 2 版）中收录的

用于治疗头痛的 520 种中成药进行统计与分析，其

中含有川芎的有 100 种，使用频率为 19.2%，合并

同一处方、不同剂型的中药品种后，发现含川芎用

于治疗头痛的处方有 62 种[2]。对这 62 种处方按主

治病症、剂型设计及川芎用量进行分类统计与分析，

旨在寻找川芎在治疗头痛及脑部疾病的用药规律，

从而为药物的研究与临床应用提供理论参考。 
1  含川芎的中成药在治疗头痛中的应用研究 

本文对治疗头痛并含有川芎的 62 种处方按照

头痛病症进行分类统计，发现该类处方主要用于治

疗风寒头痛、瘀血头痛、风热头痛和风湿头痛，分

别占总处方数的 32.26% 、 32.26% 、 22.58%和

19.35%，而用于治疗痰浊头痛、肝火头痛、风痰头

痛与气虚头痛的处方种类较少，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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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不同头痛病症处方名称及所占比例 
Table 1  Name and proportion of prescription for treating different kinds of headache 

序号 治疗病症 处方数 药品名称 所占比例 / %

1 风寒头痛 20 败毒散、保安万灵丹、川芎茶调散、都梁丸、防风通圣丸、黄氏响声丸、

荆防败毒丸、九味羌活喷雾剂、菊花茶调散、人参败毒胶囊、天麻头

痛片、调胃消滞丸、通鼻抗感剂、透表回春丸、五积颗粒、午时茶颗

粒、小儿感冒片、小儿清感灵片、伊痛舒注射液、保安万灵丹 

32.26 

2 瘀血头痛 20 产后补丸、大川芎口服液、丹珍头痛胶囊、乐脉颗粒、利脑心胶囊、脉

络通颗粒、脑络通胶囊、脑震宁颗粒、参七脑康胶囊、天菊脑安胶囊、

天麻头痛片、天舒胶囊、痛经口服液、通天口服液、消栓通冲剂、熄

风通络头痛片、血府逐瘀胶囊、益脑心颗粒、伊痛舒注射液、正天丸 

32.26 

3 风热头痛 14 保幼化风丹、防风通圣丸、感冒解表丸、感冒解毒灵茶、黄氏响声丸、

荆防败毒丸、牛黄上清丸、清眩丸、时疫清瘟丸、通鼻抗感剂、透表

回春丸、小儿感冒片、芎菊上清颗粒、孕妇金花丸 

22.58 

4 风湿头痛 12 败毒散、保安万灵丹、防风通圣丸、荆防合剂、九味羌活喷雾剂、人参

败毒胶囊、天麻壮骨丸、调胃消滞丸、五积颗粒、午时茶颗粒、伊痛

舒注射液、愈风丹 

19.35 

5 血虚头痛 9 补肝丸、丹黄颗粒、妇科养坤丸、脑络通胶囊、参七脑康胶囊、天麻首

乌片、天麻头痛片、养血清脑颗粒、正天丸 

14.52 

6 气虚头痛 5 参七脑康胶囊、解表追风丸、脑络通胶囊、人参败毒胶囊、丹黄颗粒  8.06 

7 风痰头痛 3 保幼化风丹、黄氏响声丸、败毒散  4.84 

8 痰浊头痛 1 利脑心胶囊  1.61 

9 肝火头痛 1 牛黄降压丸  1.61 

本统计数据含有同种药治疗不同类型头痛病症；且同一处方，不同剂型合并为一种 
Same prescriptions used to treat different kinds of headache were included in statistics and different dosage forms of same prescription were combined 

1.1  风寒头痛 
风寒头痛多以风邪为主，兼寒、湿、热邪，不

通而痛。川芎祛风活血，既行血中之气，又祛血中

之风，上行头目，善用疏风止痛，《神农本草经》记

载川芎“主中风入脑头痛”。《本草衍义》曰：“头面

风不可阙也”。治外感风邪头痛可以川芎为主药或引

药，辨兼邪之不同而选择不同药物配伍。在含有川

芎的处方中有 20 种可治疗风寒头痛，多与辛温解表

药进行配伍，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为防风、羌活、

白芷、荆芥和细辛等。临床研究也表明川芎配伍辛

温类中药治疗风寒头痛效果良好，如川芎茶调散[3]、

头痛宁方[4]。 
1.2  瘀血头痛 

瘀血头痛多因头痛久发、邪留不去、久痛入络、

气血凝滞而致，川芎为血中之气药，能行气开郁、上

行头目巅顶、破瘀行气，是瘀血头痛常用药物。治疗

瘀血头痛并且含有川芎的中成药有 20 种，常与活血

药配伍，其中配伍频率较高有丹参、当归、地黄、红

花、天麻、赤芍、甘草和白芍等。由此可知在治疗瘀

血头痛的中成药中川芎多配伍具有行气活血、化瘀通

络类药物，以更好地发挥活血祛瘀、散寒止痛的效果。 
1.3  风热头痛 

风热上扰者，头胀痛，遇热加重，痛甚如裂，

舌尖红，苔薄黄，脉浮数。川芎辛温，能直上巅顶，

去除风邪，舒展清空之阳，使气血得以上下，与寒

凉之药配伍可用于风热头痛。在已上市中成药中，

可治疗风热头痛并且含有川芎的处方有 14 种，且多

与清热药配伍，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为薄荷、羌活、

栀子、黄连、当归、菊花和石膏等。由此可以得知

在治疗风热头痛的中成药中川芎多配伍清凉疏散类

药物，以祛风散邪、清热泻火、镇静止痛，从而达

到治疗风热头痛的效果。 
川芎为“治头痛要药”，火热头痛能否用川芎治

疗历来有争议。《常用中药与不良反应》中川芎“热

证头痛不宜使用，阴虚火旺不宜使用[5]”。而验方清

肝汤用川芎配伍牛膝、菊花、夏枯草等治疗肝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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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清空之高血压头痛[6]。张琪[7]治疗胃热腑实、肝

胃火旺、风热上犯头痛均用川芎而获良效。因此，

热证头痛川芎不可单独使用，在研制治疗风热头痛

的中成药时必须在辨证明确的前提下选配适当的药

性寒凉和沉降的药物。 
1.4  风湿头痛 

川芎能够散风以助胜湿，通络以利止痛，因此

风湿头痛常用川芎。在已上市中成药中，治疗风湿

头痛且含有川芎的处方有 12 种，并且多与祛风湿药

配伍。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防风、羌活、白芷、

独活和荆芥等。由此可见在治疗风湿头痛中成药中

川芎多配伍升散类药物，辛能散风邪，温能散湿邪，

二者相和为治疗风湿头痛之首选。 
1.5  血虚头痛 

川芎具有活血行气之功，能促使补血药更好地

发挥作用。在已上市中成药中，治疗血虚头痛并且

含有川芎的药物有 9 种，多与当归、熟地等补血药

物配伍，其中配伍频率较高有当归、白芍、地黄、

丹参、白芷和甘草等。由此可知治疗血虚头痛的中

成药中川芎多与具有补血活血、祛风止痛行气作用

的药物配伍，既防滋补黏腻之弊，又能促使补血药

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达到治疗血虚头痛的效果。 
1.6  气虚头痛 

川芎有升发之性，善于上行头目，取其引药上

行之功，与补益品相伍，能升发清阳之气，直达病

所而止痛，可用于虚性头痛。在已上市中成药中，

治疗气虚头痛并且含有川芎的处方有 5 种，并且多

与补气药配伍，其中配伍频率较高有甘草、人参、

丹参和黄芪等。在治疗气虚头痛的中成药中川芎多

与补气健脾之品相伍，能升发清阳之气，从而达到

补气止痛效果。 
1.7  其他 

川芎善祛风活血、行气开郁。与疏风除湿，化

痰通络之品相伍，可治疗风痰头痛，在已上市中成

药中，治疗风痰头痛并且含有川芎的处方有 3 种，

并且多与祛风药配伍，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有甘草、

羌活、防风、荆芥、杏仁和桔梗等；而在已上市中

成药中，治疗肝火头痛与痰浊头痛并且含有川芎的

处方各有 1 种，此类中成药有待进一步开发。 
2  治疗头痛中成药并含有川芎的剂型统计与分析 

由统计结果（表 2）看出，含有川芎并且用来治

疗偏头痛的中成药以丸剂、片剂、胶囊制剂、颗粒

剂为主，其 4 种剂型分别占 31%、17%、16%、14%，

这 4 种剂型占 100 种中成药的 88%，此 4 类制剂使

用方便、制法简单、经济价廉、服用方便，易于被

广大患者采用，所以应用较为广泛。 
古人认为“散者，散也，去急病用之”，“丸者

缓也，不能速去病，舒缓而治之也”，而古方中用来

治疗头痛的剂型，多为丸剂与散剂。据报道古方中

用于治疗偏头痛的方剂以散剂为主，占方剂总数的

60%，其次为丸剂，因为散剂与丸剂使用方便、经

济价廉，并且可对有效成分有较好的保护，治疗效

果较好，因此应用较为广泛[8]。由表 2 可以看出，

现代中医药治疗头痛的中成药仍以丸剂为主，传统

丸剂服用后在胃肠道中溶散缓慢，作用缓和持久，

不良反应少，但是服用剂量过大，溶散时限难以控

制。传统丸剂的缓慢释放与现代制剂中的缓释制剂

有异曲同工之妙，说明开发治疗头痛缓释制剂有一

定的科学合理性。而针对丸剂服用剂量过大，溶散

时限难以控制的缺点，也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来

解决。现代剂型中片剂的溶出度和生物利用度较好，

如制成缓释片剂，就可以在继承丸剂优点的同时，

又克服了丸剂的缺点；胶囊剂较片剂的生物利用度

更好，且同样可以定时、定位释放药物，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替代片剂和丸剂；而口服液、颗粒剂和注

射剂发挥疗效较快，可以用于治疗一些急性头痛。 
笔者在统计分析中发现有许多同方不同剂型的

中成药，如川芎茶调冲剂、川芎茶调袋泡剂、川芎

茶调口服液、川芎茶调片、川芎茶调散、川芎茶调

丸（浓缩丸）、川芎茶调丸（水丸）；大川芎颗粒、

大川芎口服液、大川芎片等；都梁软胶囊、都梁丸；

复方羊角胶囊、复方羊角颗粒、复方羊角片；清眩

片、清眩丸；头风痛胶囊、头风痛丸等。尽管剂型

多样性给患者用药选择提供方便，但同种药物由于

剂型不同，用法和作用也不尽相同，如丸剂吸收缓

慢，口服液与颗粒剂吸收速度较快，片剂的溶出度

及生物利用度较丸剂好，但较散剂及胶囊剂慢，其

中挥发性成分贮存较久时易损失。因此，由于剂型

不同而引起疗效存在差异的问题也应引起重视。 
3  川芎用量 

在已上市含有川芎并用于治疗头痛的 100 种中

成药中，共有 61 种中成药含有明确的处方用量，其

中川芎的用量随治疗病症以及处方的差异波动较

大，日用量从 0.051～9 g 不等，见表 3。 
从表中可以看出，治疗不同类型头痛的中成

药中川芎的用量差异较大，其中治疗瘀血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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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含川芎并用于治疗头痛的中成药剂型统计结果 
Table 2  Statistical results of various dosage forms for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containing Chuanxiong Rhizoma for treating headache 

序号 剂型 数量 药品名称 所占比例 / %

1 丸剂 31 保安万灵丹、保幼化风丹、补肝丸、产后补丸、川芎茶调丸、川芎茶调丸

（浓缩丸）、都梁丸、防风通圣丸（水丸）、防风通圣丸（蜜丸）、防风通圣

丸（浓缩丸）、妇科养坤丸、感冒解表丸、黄氏响声丸、解表追风丸、荆

防败毒丸、牛黄降压丸、牛黄上清丸、清瘟解毒丸、清眩丸、时疫清瘟丸、

天麻壮骨丸、调胃消滞丸、透表回春丸、头风痛丸、五积丸、芎菊上清丸、

芎菊上清丸、血府逐瘀丸、愈风丹、孕妇金花丸、正天丸 

31 

2 片剂 17 川芎茶调片、复方羊角片、感冒药片、九味羌活片、六经头痛片、牛黄上

清片、强力定眩片、清瘟解毒片、清眩片、天麻首乌片、天麻头痛片、小

儿感冒片、小儿清感灵片、熄风通络头痛片、芎菊上清片、孕妇金花片、 

晕痛定片 

17 

3 胶囊剂 16 丹珍头痛胶囊、都梁软胶囊、复方羊角胶囊、利脑心胶囊、脑络通胶囊、

牛黄降压胶囊、牛黄上清胶囊、人参败毒胶囊、参七脑康胶囊、天菊脑安

胶囊、晕痛定胶囊、天麻头风灵胶囊、天舒胶囊、头风痛胶囊、血府逐瘀

胶囊、镇脑宁胶囊、 

16 

4 颗粒剂 14 川芎茶调冲剂、大川芎颗粒、丹黄颗粒、复方羊角颗粒、荆防冲剂、乐脉

颗粒、脉络通颗粒、五积颗粒、午时茶颗粒、消栓通冲剂、芎菊上清颗粒、

养血清脑颗粒、益脑心颗粒、治偏痛颗粒 

14 

5 口服液类 8 川芎茶调口服液、大川芎口服液、荆防合剂、清脑复神液、痛经口服液、

通天口服液、血府逐瘀口服液、伊痛舒合剂 

8 

6 散剂 4 败毒散、川芎茶调散、菊花茶调散、小儿感冒散 4 

8 膏剂 1 清瘟解毒膏 1 

9 注射剂 1 伊痛舒注射液 1 

10 其他剂型 8 川芎茶调袋泡剂、感冒解毒灵茶、九味羌活喷雾剂、通鼻抗感剂、五积散

酒、生茂午时茶、辛香止痛吸入剂 

8 

表 3  川芎在治疗头痛中成药处方中用量 
Table 3  Amount of Chuanxiong Rhizoma in prescriptions of Chinese patent medicine for treating headache 

序号 治疗病症 在处方中所占比例 / % 日用量 / g 

1 风寒头痛 0.6～19.8 0.051～5.800 

2 风热头痛 1.9～12.2 0.096～3.200 

3 风湿头痛 2.0～10.5 0.021～5.800 

4 风痰头痛 7.7～12.9 0.128～1.800 

5 气虚头痛 2.9～ 8.8 0.065～0.542 

6 血虚头痛 4.8～12.0 0.075～4.100 

7 瘀血头痛 4.5～16.1 0.300～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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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寒头痛、风热头痛和血虚头痛时川芎用量相对

较大。古人认为不通则痛，川芎可发散表邪，通

达血脉，有治疗头痛的作用。头痛的形成原因不

同，所以川芎在方剂中的用量也不尽相同。风寒

头痛中川芎为主药，用量相对较大；风热头痛时

川芎为要药，但因川芎辛温，所以用量相对较小；

风湿头痛时川芎为常用药，起到散风以助胜湿，

通络以利止痛之功；血虚头痛时川芎常与补血药

配伍使用，起到补而能通之效，但川芎辛热，故

使用时用量需控制；阴虚头痛时用川芎为引经药，

借其引药上项之功；而在瘀血头痛中，因川芎为

血中之气药，故重用川芎[9]。 
4  问题与展望 

川芎为“治头痛之要药”，川芎可用于治疗各种

类型的头痛，川芎的配伍、用量不同在治疗头痛中所

发挥的功效和作用也不同。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用于

治疗风寒头痛、瘀血头痛、风热头痛和风湿头痛含川

芎的中成药品种较多，而用于治疗痰浊头痛、肝火头

痛、风痰头痛与气虚头痛较少，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统计分析发现，用于治疗头痛的剂型中丸剂最多， 但
丸剂自身有其局限性，所以对这类产品进行技术升级

有一定必要性；统计中还发现用于治疗头痛的上市中

成药品种过多，有必要进行整合，淘汰一批疗效较差

的品种，对疗效显著的品种进行技术升级。 
总之，合理应用川芎配伍，选择适当的剂型，有

利于治疗头痛病症，将为头痛患者提供福音；而应用

现代中药制剂技术对传统制剂进行技术升级，将有利

于药物疗效的发挥，将促进中药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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