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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癫痫病因病机探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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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十二病方》“婴儿病痫方”，是中医学史上有关“痫”的最早记载。《黄帝内经》中与痫证相

关的病名多达９种，突出患者痫发时躯体动作异常的特征。唐代《备急千金要方》首次提出癫痫的

病名。至宋代《幼幼新书》列癫痫专条。历代医家对于癫痫病因的认识，多责之于“热”“惊”“痰”，临

床上多为诸型交错互见。癫痫病位在脑、肝、心、脾、肾。气机失调贯穿癫痫全病程，而痰热互结是

癫痫的关键病机，此外，风火相盛、气虚生惊、邪毒入络、瘀血阻窍是癫痫的常见病机。发作期以心

肝失调、逆气上冲为主，休止期脏腑失和、邪气潜伏，恢复期脏腑气血基本调和，余邪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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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癫痫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一种脑部慢性疾患，

以突然仆倒，肢体抽搐，昏不识人，口吐涎沫，两目上

视，喉中发出异声，片刻即醒，醒后一如常人为主要

临床表现，具有反复性、发作性及发作多呈自限性的

特点［１］。癫痫是常见的儿科神经系统疾病，临床症

状较复杂。现通过梳理古代小儿癫痫相关文献，对

其病因病机进行分析，以期为现代临床提供思路。

１　病名

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中专列“婴儿病

痫方”，指出：“痫者，身热而数惊，颈脊强而腹大”，是

中医学史上有关“痫”的最早记载。《黄帝内经》中与

痫证相关的病名多达９种，《素问·大奇论》载有“二

阴急为痫厥”［２］７７，《灵枢·经筋》载有“其病足下转

筋……病在此者主痫瘛及痉”［３］３６。可见，《黄帝内

经》中的“痫”突出患者癫痫发作时躯体动作异常的

特征。至隋代，《诸病源候论·痫候》有“十岁以上为

癫，十岁以下为痫”［４］２０９之论。“癫”和“痫”在唐代

以前医籍中多同论，专指癫痫大发作，但以年龄分界

而称之。盖因二者症状内含之区别。唐代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风眩》：“大人曰癫，小儿则为痫，其

实则一。”［５］２６３首立“癫痫”病名，并根据痫证发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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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叫声及症状以“六畜痫”为病名。宋代刘窻《幼幼

新书》列癫痫专条加以论述，而钱乙所著《小儿药证

直诀》中则称“痫”，且立五痫专篇阐述，故后代大部

分医家称癫痫为痫证。

金元时期，痫证的命名由繁到简，“六畜痫”之称

被否定，元代曾世荣《活幼心书·痫证》言：“盖初发

作羊犬声音，咽喉为风痰所梗……若言六畜者，特强

名耳。”［６］４７明清之后，癫痫名称渐趋统一，楼英在

《医学纲目》中强调以“癫痫”为病名，其言：“所谓木

太过曰发生其动掉眩，癫痫是也”［７］。由此可见，唐

代以后，“痫”之论述有了“癫”之症状内含［８］，以“癫”

命名痫病的现象渐少，且有了更为多样的症状特征。

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从病位角度出发，认为

癫与痫不当并论，其言：“盖痫证归于五脏，癫病属之

于心”［９］５６６。

通过“癫”“痫”病名的演变过程可以看出，因为

时代的局限、临床经验的欠缺，唐代以前的医家们尽

管认识到二者密切相关，但未能明确其区别。明清

以后，伴随着医家临床经验的积累，对痫病的认识逐

渐明确。

２　病因

癫痫的病因很复杂，既有先天因素，也有后天因

素。前者包括孕期失养和胎儿发育不全，后者分为

内源性和外源性两方面。内源性主要为脾虚久泻所

导致的慢惊风，逐渐转变成痫；外源性因素包括受

惊、外感热病、外伤。

２．１　先天因素

２．１．１　孕期失养　《诸病源候论·养小儿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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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母怀娠，时时劳役……若侍御多，血气微，胎养

弱，则儿软脆易伤，故多病痫。”［４］２０７指出孕妇活动

量过大致气血微弱，无法正常供养胎儿而胎弱，易致

胎痫。

２．１．２　胎中受惊　《素问·奇病论》较早提出胎中

受惊易致小儿癫痫，其曰：“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

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

颠疾”［２］７６，此论对后世医家影响深远。元代曾世

荣《活幼心书·痫证》进一步指出：“胎痫者，因未

产前，腹中被惊，或母食酸咸过多，或为七情所汩，

致伤胎气。”［６］４７明代李蓇《医学入门》也推崇此说。

至清代，孕妇受惊致小儿癫痫的观点更为明确。

２．１．３　胎儿先天发育不全　《备急千金要方》指出：

“新生即痫者，是其五脏不收敛，血气不聚，五脉不

流，骨怯不成也，多不全育。”［５］９４说明癫痫的发作与

胎儿先天发育不全有关，现代医学已经证实此说

法［１０１２］。

２．２　后天因素　隋唐以后，中医对癫痫的认识逐渐

深入，认为其发病除了与先天禀赋有关，还与七情失

调、六淫邪气、饮食劳倦及外伤跌仆等密切相关［１３］。

２．２．１　外源性

（１）外伤　产伤、颅脑外伤所引发的瘀血可致癫

痫［１４］。《仁斋小儿方论·发痫方论》谓：“大概血滞

心窍，邪气在心，积惊成痫。”［１５］指出瘀血停滞心窍

可致小儿痫证。此说为后代医家提出瘀血致痫奠定

了基础。《医方类聚》《幼科释谜》《医宗金鉴》《婴童

百问》等著作均有相关记载。

（２）受惊而发　《诸病源候论·惊痫候》曰：“惊

痫者，起于惊怖大啼，精神伤动，气脉不定。”［４］２０９后

代医家多认同其说。《小儿药证直诀·急惊》《婴童

百问·惊痫》也有此说。惊则气乱，使心肝受损。气

乱则逆气生，气乱于心则心神失常，气乱于肝致肝风

内动而抽搐。

（３）外感热病　《太平圣惠方·热痫》：“热极甚

者则发痫。”［１６］《活幼心书·痫证》也有相关论述。

《普济方·热痫》记载，小儿自身血气不和、外感时疫

瘟毒、心神失守，加之乳食不当，皆可导致内生邪热，

热甚可生痫，也可生惊，惊甚亦可生痫。

（４）饮食失宜　《活幼心书·痫证》中记载：“食

痫者，因中焦不和……食不克化，淹留日久，气郁痰

结，痰结则风热生，由此致疾。”［６］４７《普济方·食痫》

也认为小儿脏腑积热，或产妇偏嗜五辛毒物，加之愤

怒无度，将“烦毒之气”传给乳儿，致其气血失调，脾

胃壅塞而生热，热极生惊，导致痫发。由此可知，食

痫成因有三：一为饮食不当或饮食不节，或食中受

惊；二为脾胃受损而积热，致中焦壅塞；三为久热生

痰，致风生窍闭。

（５）颅内寄生虫感染　寄生虫感染脑也可致痫，

《证治准绳·类方》有云：“昔有一人好酒，得痫病二

十年，用药一服，取下虫一枚，约长四五寸，身有鳞，

其病遂愈。”［１７］

２．２．２　内源性　内源性癫痫是指由人体脏腑功能

失常所致的痫证［１８］１６。《诸病源候论·风痫候》：“脉

浮者为阳痫，病在六腑，外在肌肤，尤易治也……发

时脉沉者为阴痫。内在五脏，外在骨髓，极者难

治。”［４］２０９宋代以前将惊风归入痫证中，有阴痫、阳

痫之不同。至《太平圣惠方》才立惊风之名，小儿慢

惊风与痫证病因和症状有相似性，即二者皆可由热

盛生痰，痰盛生风，受惊而发。症状上可表现为有抽

搐发作。若惊风治疗不彻底，风邪和痰浊未清除而

留后患。伏痰进而阻塞心窍、闭阻经络继发癫痫。

如《活幼心书·痫证》所言：“惊风三发便为痫”［６］４６，

即惊风多次发作，迁延不愈可致痫。《圣济总录·小

儿慢惊风》有言：“小儿慢惊者，痫病发于阴也，由在

胎时，禀受不足，心气虚弱，外中风邪，入于腑脏……

谓之阴痫。”［１９］《幼幼集成·痫证》也有此论。

３　病机

３．１　分期认识

３．１．１　发作期　《备急千金要方·惊痫》：“少小所以

有痫病及痉病者，皆由脏气不平故也。”［５］９４指出癫痫

发作期的病机是气的功能紊乱。《普济方·婴儿一切

痫门》亦言：“其脏坚固不受邪。若风热蕴积乘于

心……营卫气乱，阴阳相病，故发为癫痫也。”［２０］５３５气

运行异常会导致逆气上脑，蒙蔽心窍，致肝风内动。

逆气上扰于脑，则生眩晕或跌仆。如《小儿卫生总微

论方·惊痫论》所云：“五脏主五畜，其间发重者，各

见其象……肝主风，心主火，风火相加，发而为搐。”
［２１］４２肝风内动则出现抽搐、震颤。心主神，受蒙蔽而

神昏。然气易聚也易散，散则症缓；反之，则可致癫

痫持续发作。另外，心、肝两脏病变日久必累及脾

土、肾水。脾虚则清气不升、浊气不降；肾阴阳不调，

肾气不藏而上逆，肾水不足致肝气上逆亦可致癫痫

频作。

３．１．２　休止期　该期逆气暂退，但由于病因未除，

气血、脏腑、经络的功能未恢复，可随时产生逆气。

如《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癫痫叙论》所言：“夫癫痫

者，皆由惊动，使脏气不平，郁而生涎，闭塞诸经，厥

而乃成。”［２２］南宋陈言认为癫痫由多因素造成脏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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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调，痰浊内盛，气机逆乱，扰乱心神所致。《济生

方》也持此论。故休止期热、痰、瘀、积、惊等病因仍

作用于机体。机体若能自我调节，气血、脏腑、经络

功能相对稳定，则不会产生逆气；若机体无法自我调

节，气血、脏腑、经络功能失稳，则逆气随时可生，致

癫痫复发。

３．１．３　恢复期　该期指癫痫停止发作３年以上，可

能出现３种情况：一为致病因素已除，气血、经络、脏

腑功能恢复正常，逆气已止，癫痫痊愈。二为致病因

素虽除，但机体功能尚未恢复正常，若无特殊原因，

通常不会复发；但若突然受惊或其他情志刺激、饮食

不节或月经初潮等，皆可致机体内环境失衡，逆气内

生，导致癫痫复发。三为病因虽除，但气血、脏腑、经

络功能严重失衡，主要是心神蒙蔽、脾肾皆亏，很难

恢复。

３．２　证候认识

３．２．１　病位　古代有关小儿癫痫的病位之争较多，

医家大多基于痫发症状判断病位。有因痫发时神志

不清，认为病位在心；或因痫发痰盛，认为病位在脾；

或因痫发抽搐，有风动之象，认为病位在肝。文献分

析发现，认为癫痫病位在脑、肝、心、脾、肾观点较

多［２３］。《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惊痫论》在钱乙“心有

热、肝有风”辨治惊风理论的观点上，提出“肝主风，心

主火”“风火相搏”“肝心二脏为病之源”等观点［２１］４２。

明代吴?《医方考·痫门》谓：“肝虚则生风，脾虚则生

痰，畜极而通……而痫作矣”［２４］。可见，吴?认为癫

痫病位在肝脾，痫由肝虚风生痰壅而作。清代张锡纯

《医学衷中参西录·论脑贫血治法》引王勉说：“小儿

慢惊风证，其脾胃虚寒，气血不能上朝脑中……激动

其脑髓神经，故发痫痉。”同时也指出：“举凡惊痫……

诸证西人所谓脑气筋病者，皆与肝经有涉。”［２５］

３．２．２　病性

（１）气机失调　气机运行不畅，久之生热化火而

生痫。《太平圣惠方·治小儿热痫诸方》：“夫小儿热

痫者，由气血不和，内有积热之所致也。”［１６］小儿脏

腑娇嫩，神气弱，不抗惊扰，惊则气乱，脏腑气机失

调，致血不养心，神浮易惊；血不养肝，而肝阴虚，阴

虚火亢，风动伏痰，上犯清窍而生痫。

（２）风火相盛　《诸病源候论》认为小儿乳食失

调可致气血不和，易生风；而衣厚易汗，腠理不固，风

邪侵入，易发风痫。《普济方·风痫》也指出：“热即

风生，壅即风长。”［２０］５４８风痫先是由于人体“血气不

和”或“腠理开”，导致“营卫虚弱”，风邪侵袭机体，里

热壅滞而风盛，进而伤肝致病。如《古今医统大全》

提到风痫发作：“由热甚而生风痰，而风燥为其兼化，

涎溢胸膈而气瘀。”［９］５６８故见昏冒僵仆之状。

（３）痰热互结　《诸病源候论·痰候》：“小儿饮

乳，因冷热不调，停积胸膈之间，结聚成痰……痰实，

壮热不止，则发惊痫。”［４］２１６巢元方认为小儿惊痫病

机为食积，脾胃运化失常，聚湿生痰，痰热风动痫发，

痰可致痫，而痫发又会造成痰邪加剧。《幼科发挥》

认为：“盖由惊风既平之后，父母玩忽，不以为虑，使

急痰停聚，迷其心窍。”［２６］《医宗金鉴》也持此说。

古今医家多从“痰”论痫。小儿脾胃积热易生痰；惊

风后余热未尽，久之痰生；脾虚慢惊也易生痰，痰迷

心窍则痫发。

（４）气虚生惊　“气虚生惊而变痫”的观点出自

《颅囟经·病证》，其谓：“小儿温热，皆因从气热而搏

胃气使然……气虚则生惊而变痫。”［２７］《幼幼新书》

《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亦承《颅囟经》之论。肾精为人

体生发之本，先天精气不足则肾虚，肝肾同源，肾虚

则肝失所养，致筋脉拘挛而发痫。痫发日久，正气受

损，易致肾阳虚，而失去对各脏腑组织的推动、温煦

作用，肾阳虚日久不能温脾阳，则脾阳不足，脾失健

运生痰湿，邪滞心窍，内扰神明，外闭经络，由此癫痫

反复发作。

（５）邪毒入络　清代顾世澄《疡医大全》提到：

“夫脐为根本，风湿防护须严，一有所失……入于经

络，即成风痫。”［２８］此为风湿邪毒侵袭经络，日久风

痫发作。《温热逢源》：“若误被火劫者……剧则热甚

风生，而惊痫瘛也。”［２９］小儿为纯阳体质，易生热

病。外感时邪，束于肌表，郁热内生而化火。心主神

志，火扰神志，则烦躁易惊；热盛引动肝风，心肝火旺

引动痰邪，以致痫发。

（６）瘀血阻窍　脑为髓海，是元神之府。跌仆、

颅脑外伤，使血络受损，血气外溢，瘀阻脑络，影响气

机，而头刺痛；元神失守，不能濡养筋脉，导致心神失

常，以致痫发。

３．２．３　主要病理因素

（１）惊　暴受惊恐损伤肝肾，致肾虚肝旺，水不

涵木，可造成惊痫。由惊恐、愤怒等情志刺激所致癫

痫，其发作多以精神刺激为诱因，且可加重病情。

（２）风　中医也称癫痫为“羊痫风”，统归为“风

证”范畴。《素问·至真要大论》：“诸暴强直，皆属于

风。”［２］１５４其风有“外风”与“内风”之别，前者即风

邪，后者为脏腑阴阳失调所生的虚风。而内风的产

生，多与肝经病变直接关联。如《素问·至真要大

论》所云：“诸风掉眩，皆属于肝。”［２］１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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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热　中医理论认为火热炽盛可化风，会诱发

癫痫。而火的产生，也是由脏腑阴阳失调直接导致。

《玉机微义·风痫门》：“风痫之发作者由热甚，而风燥

为其兼化，涎溢胸膈，燥烁而瘛?昏冒僵仆也。”［３０］

（４）食　饮食失宜，则伤脾胃，水湿骤停生痰，日

久痰湿壅盛阻塞经络，痰迷脑窍，诱发癫痫。小儿食

痫是小儿常见的一种癫痫类型，发作多伴随胃肠道

症状。《医宗金鉴·食痫》谓：“因小儿乳食过度，停

结中脘，乘一时痰热壅盛，遂致成痫。”［３１］５９４

（５）痰　脾经有病，水谷精微运化失常，可形成

痰浊；肾阳亏虚，水湿失泄，停于脏腑经络之间，亦可

成痰饮。火热炽盛，灼炼津液可化为热痰。过食肥

甘厚味，积滞肠胃，也可成宿痰，郁久化热，热甚化

风，痫作。即《医宗金鉴·阴痫》所谓：“小儿平素痰

盛，或偶因惊热，遂致成痫。”［３１］５９３

（６）虫　寄生虫致痫以脑囊虫为多。虫阻经隧，

聚而生痰，痫发。其临床症状多见阵发性头痛、视力

障碍、呕吐等，触诊皮下可伴有可移动而无压痛的皮

下结节，舌尖有红点。

４　小结

癫痫病机演变极其复杂，病因又常相互转化，临

床上多是诸型交错互见，当分内因、外因区别探讨，

外多由外感时邪、外伤瘀血所发，内有孕期失养、胎

中受惊、小儿先天不足等因素。发作期以心肝失调、

逆气上冲为主，休止期脏腑失和、邪气潜伏，恢复期

脏腑气血基本调和，余邪未尽。小儿癫痫的病位在

脑、肝、心、脾、肾，病理性质包括气机失调、风火相

盛、痰热互结、气虚生惊、邪毒入络、瘀血阻窍，病理

因素涉及惊、风、热、食、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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