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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结合中医辨证治疗偏头痛的疗效分析

景伟霞*

襄城县人民医院，河南� 461700

摘� 要：目的：研究治疗偏头痛时应用针灸结合中医辨证治疗的方式。方法：将本院自����年��月—����年��月

收治的��例偏头痛患者当作研究对象，根据电脑随机方式将其分为两组，每组��例。给予参照组常规西药治疗，给予

实验组针灸结合中医辨证治疗，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复发情况。结果：实验组治疗效

果明显优于参照组（��������）；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评分没有明显差别（��������）；治疗后，实验组各项评分明

显优于参照组（��������）；实验组复发率明显比参照组低（��������）。结论：使用针灸联合中医辨证治疗可以改善

偏头痛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率，促进患者恢复健康，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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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偏头痛是临床中一种多发疾病，发病率较高，有家族发病的倾向。患者在出现偏头痛之后，可伴恶心和呕吐等

症状出现，在黑暗和安静的环境中或者是睡觉后可以有效地缓解。此种疾病虽然影响不大，但是会降低患者的生活

质量，需要找到有效的方式为患者治疗。临床中将减轻临床症状，预防复发当作主要治疗原则，但是使用西药治疗

时复发率依旧较高，针对性较差>��。相关研究显示，针灸联合中医辨证可以在治疗偏头痛中发挥优势，让治疗变得更

具有针对性，可以帮助患者缓解临床症状，提升疗效和生活质量，降低复发，帮助他们早日回到正常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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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疾病对他们生活和健康的影响>��。基于此，本院对治疗偏头痛时应用针灸结合中医辨证治疗的方式进行了研究，

报道如下。

二、资料和方法

（一）一般资料

将本院自����年��月—����年��月收治的��例偏头痛患者当作研究对象，根据电脑随机方式将其分为两组，每组

��例。参照组男性和女性患者的数量为��例和��例，年龄��a��岁，平均（�����±����）岁；实验组男性和女性患者

的数量为��例和��例，年龄��a��岁，平均（�����±����）岁；所有患者具有完整的临床资料，签署了知情同意书，

没有出现中途转院或退出的情况，没有任何精神类疾病，没有合并严重的心肺肾疾病。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没有明显的

差别（��������），可以进行对比。

（二）方法

给予参照组常规西药治疗，方法为：治疗时需要使用西比灵胶囊（西安杨森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每天口服一次，一次�毫克，连续使用一个月。

给予实验组针灸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方法为：患者在针灸的时候需要呈卧位或坐位，常规消毒后根据患者的实际

病情使用不同的补泻手法进行针灸。肝阳上亢型需要取患者患侧的风池穴、双侧的足临泣进行针刺，使用的是平补

平泄的方式，行针时间为�分钟，留针时间为半小时；选择合谷、太冲和肝俞，使用泻法行针�分钟，留针时间为半小

时。发作期每天进行�次，缓解期，隔一天一次；对于痰浊上扰型的患者来说，应该选择风池穴、太阳穴和阴陵泉。

使用泻法行针，留针时间为半小时，每天进行�次；瘀血阻络的患者需要选择太阳穴、风池穴、率谷和膈俞，使用平

补平泄的方式，留针时间为半小时，每天�次；气血虚亏的患者应该选择足三里、风池穴、率谷和三阴交等穴位，使

用补法行针，留针时间为��分钟，每天一次；肝肾阴虚的患者需要选择风池穴、太阳穴和肾俞，补法行针�分钟，留

针半小时。发作期每天一次，缓解期隔一天一次。��天为一个疗程。

两组患者在治疗的基础之上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戒烟戒酒，确保有充足的睡眠，还需要保持良

好的心情。

（三）观察指标及评定标准

观察和对比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治疗前后生活质量评分以及复发情况。治疗效果>��如下。

���显效：患者临床症状消失，治疗结束后�个月内没有复发的情况。

���好转：治疗后，症状得到了好转，一个月内没有复发，或复发�次。

���无效：没有达到上述要求。

评估生活质量时使用的是42/评分表，分数越高说明患者的生活质量越高。在对患者复发情况进行评估的时候，

需要对患者随访半年，观察患者的复发情况>��。

（四）统计学分析

使用6366����软件将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进行检验，（ ）为计量资料，当��������时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对比

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参照组（��������），见表�。

表1�两组患者治疗效果的对比（�，％）

组别 例数 显效 好转 无效 有效率

参照组 31 20 3 8 23（74.19）

实验组 31 25 5 1 30（96.77）

�2 / / / / 6.369

� / / / / 0.012

（二）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

两组护理前没有明显差别，护理后实验组评分明显优于参照组（��������），（��������），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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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两组患者护理前后生活质量评分的对比（ ）

组别 例数 护理前 护理后

参照组 31 71.52±3.63 83.41±2.15

实验组 31 71.86±3.56 93.85±2.58

� / 0.372 17.308

� / 0.711 0.000

（三）两组患者复发情况的对比

对患者进行半年的随访，实验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参照组（��������），见表�。

表3�两组患者复发情况的对比（�，％）

组别 例数 复发 未复发 复发率

参照组 31 10 21 10（32.26）

实验组 31 2 29 2（6.45）

�2 / / / 6.613

� / / / 0.010

四、讨论

近几年，患有偏头痛的患者逐渐增多，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对人们的生活和健康产生影响，降低了生活质

量。偏头痛的发生和家族遗传史有着较大的联系，相关研究显示，男性发生的几率比女性低，而多发期为青春期，在

妊娠或绝经之逐渐地减少少发作次数，或完全停止，这就说明偏头痛的发作可能和患者自身内分泌以及代谢因素有着

较大的联系>��。除此之外，环境也和偏头痛的发生有着较大的联系，多发为无先兆性的偏头痛。临床中治疗此种疾病

时一般会选择西药治疗，如阿片类药物，并根据患者的实际病情以及所出现的临床症状进行分层选择药物和阶梯治疗

方式为患者针对性治疗，虽然可以得到一定的疗效，但是复发率依旧较高，应该寻找更为有效的方式降低复发，改善

患者所出现的临床症状>��。

相关研究发现，针灸联合中医辨证治疗偏头痛可以得到更为理想的效果，改善患者临床症状的同时，可以减少复

发，提升生活质量。在中医学角度分析，偏头痛属于“头风”等范畴，是一种常见且多发疾病，一般会出现跳痛和刺

痛等症状，部分患者疼痛难忍，影响工作和生活。病程时间较长，疾病易反复，也会因为情绪波动较大或过于劳累而

加重症状>��。在治疗的时候需要对患者的寒热虚实进行辩证，找到病因，确保能够让针灸更具有针对性，缓解患者的

疼痛等症状。针灸时选择最多的穴位便是太阳穴，其为主要穴位，一般在临床中用于治疗目疾和头痛，风池穴和率谷

能够起到疏风解表和通络止痛的效果，偏头痛的部位一般在少阳经循行的位置当中，进行针刺之后，能够起到止痛和

疏通少阳经气的作用；合谷穴起到了平肝熄风和镇痛通络的效果，关元和三阴交起到了调畅气机的作用，根据患者的

实际情况辨证治疗，让治疗变得更加个性化，标本兼治，内外齐施，从而祛风止痛，活血通络>��。

在现代医学当中分析，针灸能够改善患者自身微循环，提升血氧饱和度，并将血浆纤溶系统活力增强，从而改善

了血液的状态。此时患者脑血流阻力也会降低，还可以额帮助他们调节和血管有着一定联系的神经肽，以及促进生化

因子的代谢，改善交感神经功能，最终起到了止痛的效果>��。与此同时，针灸的不同穴位，也会具有良好的镇痛和解

痉的作用，帮助患者调节脏腑的功能，尤其是已经出现失衡的情况，调节效果更为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在为患者治疗的时候应该叮嘱他们避免出现引发偏头痛的原因，此时就需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饮食习惯，营养均衡，戒烟戒酒。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要过于劳累，保持良好的心情，避免有太大的情绪波动，也

要保证自己有良好的睡眠，从而保证针灸联合中医辨证治疗可以发挥出自身的优势，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帮助患尽

早地回归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减少疾病对他们的影响>���。

在本次研究当中，实验组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参照组（��������）；治疗前，两组患者各项评分没有明显差别（��

�����）；治疗后后，实验组各项评分明显优于参照组（��������）；实验组复发率明显比参照组低（��������）。可

见，治疗偏头痛时使用针灸联合中医辨证的方式可以得到更为理想的治疗效果，改善头痛等临床症状，让患者提升生

活质量。

综上所述，使用针灸联合中医辨证治疗可以改善偏头痛患者的临床症状，提升生活质量，降低复发的次数，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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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康复的速度，值得推广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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