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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

张宗林

山东省肥城市汶阳镇卫生院　山东　肥城　271600

摘�要：当前的社会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地得到了提升，但是人们尽管物质上较之前得到了提高，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有时伴随着生活以及工作的快节奏以及较高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得许多突发性疾病。而偏头疼

就是其中一种，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神经血管性疾患，中青年期达发病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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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目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

但是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带给人们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以

及许多都市病的发生。偏头疼这样看似不是大病的疾病

反而给人们的生活以及工作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困扰。

1��偏头痛的定义

偏头痛是一种原发性血管性头痛，目前病因尚未完

全清楚，可能与遗传、内分泌与代谢因素有关，此外，

精神紧张、焦虑、应激、睡眠障碍、过劳、气候变化

时，均可诱发偏头痛的发生。偏头痛常见于女性，多在

20岁以前发病，约50%有偏头痛家族史，表现为反复发作
性单侧或双侧搏动性头痛，属于中到重度的头痛，以单

侧更多见，每次发作常常会持续数小时至72小时，可以
自行缓解，发作时常伴有恶心、呕吐或者畏声、怕光，

活动可以加重，休息可以缓解。

2��偏头痛对患者生活和工作的负面影响

2.1  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偏头痛患者因长期反复发作
的头痛，会影响睡眠、社交能力和情绪，从而导致生活

质量下降。

2.2  影响工作能力：偏头痛发作时，患者会出现头
痛、恶心、呕吐等症状，这些症状会影响患者的工作能

力和效率，严重时甚至可能危及患者的生命安全。

2.3  增加经济负担：偏头痛需要长期治疗和预防，患
者可能需要购买药品和医疗设备，光顾医院，这些都会

给患者带来经济上的负担。

2.4  情绪问题：偏头痛会对患者的情绪造成负面影
响，患者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

2.5  并发疾病：偏头痛严重时可能会并发偏头痛性脑
梗死，危及患者生命健康。

因此，偏头痛不仅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也对患者

的健康和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偏头痛患者，应该及

时采取治疗和预防措施，以减轻偏头痛的痛苦，提高生

活质量[1]。

3��中医在偏头痛治疗中的地位和优势

3.1  治愈率高：中医能治愈偏头痛，这就是它的一大
优势。

3.2  用药灵活：中医治疗偏头痛用药较为灵活，可
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中药和针灸穴位治疗

方案。

3.3  治疗偏头痛并发症：中医认为偏头痛与肝阳上
亢、肝火上扰等因素有关，因此可以应用中药和针灸治

疗偏头痛并发症，如高血压、眩晕、耳鸣等。

3.4  标本兼治：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往往能起到西药
难以达到的效果，而且能标本兼治，根治偏头痛。

3.5  适用范围广：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对各年龄段、
性别、职业人群均可适用。

总之，中医在偏头痛治疗中具有治愈率高、用药灵

活、治疗偏头痛并发症、标本兼治和适用范围广等优

势，能够帮助患者缓解疼痛，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中

医内科治疗偏头痛也需要因人而异，辨证施治，根据患

者的具体情况进行治疗方案的选择。

4��病因病理

4.1  病因：（1）肝阳上亢是中医认为的偏头痛主要
病因之一。肝失条达，气郁化火，循经上扰清窍，可导

致偏头痛。同时，肾精不足也可能导致髓海空虚，脑海

失养，或致夹痰夹瘀，上蒙清窍，从而引发偏头痛。此

外，气血两虚可导致气血不能上荣于脑，脑失所养，也

可引起偏头痛。（2）除了肝、肾、气血等方面因素，
痰浊中阻和瘀血阻窍也是中医认为的偏头痛病因。痰浊

中阻可导致清阳不升，浊阴不降，留滞中焦，遂致偏头

痛。瘀血阻窍可导致气血不畅，血脉不通，脑海失养，

也可引起偏头痛。（3）从精神和情绪因素来看，偏头痛
患者常常存在情绪低落、紧张、焦虑等状态，这些状态

可以诱发偏头痛。从饮食来看，过度食用含有酪氨酸、

亚硝酸盐、巧克力、酱油、红酒等成分的食物，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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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偏头痛的发生。（4）在治疗方面，中医根据辨证施
治的原则，将偏头痛患者分为不同的证型，如肝阳上亢

证、肾精不足证、气血两虚证、痰浊中阻证和瘀血阻窍

证等。进而采取不同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方案，来达到缓

解和治疗偏头痛的目的。

总之，中医认为偏头痛的发生与肝、肾、气血、痰

浊、瘀血等方面有关。在临床治疗中，中医根据辨证施

治的原则，采取不同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方案来缓解和治

疗偏头痛。同时，正确的生活习惯和饮食干预也可以有

效地减少偏头痛的发生。

4.2  病理：（1）中医认为偏头痛与肝肾有关。肾主
骨生髓，髓通于脑，故肾精不足可导致髓海空虚，脑海失

养，从而引发偏头痛。同时，肝失条达，气郁化火，循经

上扰清窍，也是偏头痛的主要病理因素之一。（2）气血两
虚也可导致偏头痛的发生，中医认为气血不足，不能上

荣于脑，脑失所养，遂致偏头痛。（3）偏头痛与痰浊中
阻和瘀血阻窍也有关。痰浊中阻可导致清阳不升，浊阴

不降，留滞中焦，遂致偏头痛。瘀血阻窍可导致气血不

畅，血脉不通，脑海失养，也可引起偏头痛。此外，从

精神和情绪因素来看，偏头痛患者常常存在情绪低落、紧

张、焦虑等状态，这些状态也可以诱发偏头痛。（4）在
中医病理学中，偏头痛属于头风病范畴。头风病是以头

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疾病，其病理机制为各种因素

导致头部气血逆乱，经络失调，引起头皮和颅骨的血管

神经功能紊乱。在头风病中，偏头痛的发生主要与肝阳

上亢、肾精不足、气血两虚、痰浊中阻、瘀血阻窍等因

素有关。（5）在治疗方面，中医根据辨证施治的原则，
将偏头痛患者分为不同的证型，如肝阳上亢证、肾精不

足证、气血两虚证、痰浊中阻证和瘀血阻窍证等。进而

采取不同的中药和针灸治疗方案，来达到缓解和治疗偏

头痛的目的。

5��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的方法

5.1  药物治疗
偏头痛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血管性头痛，中医在治

疗偏头痛上具有很好的疗效。中医对偏头痛的治疗方法

包括：（1）祛风通络法。偏头痛的发生与体内气血循环
不畅有关，中医通过祛风通络法治疗偏头痛，可以调节

体内气血的运行，恢复身体正常的代谢状态。常用的药

物有川芎、郁金、川穹等。（2）活血化瘀法。活血化瘀
法用于治疗由于气血不畅而引起的偏头痛。中草药如桃

仁、红花、当归、血竭等可以活血化瘀，舒通血管，促

进微循环血流，减轻或消除偏头痛症状。（3）清热解毒
法。偏头痛也可能是由于热毒在体内所致，使用清热解

毒法能够有效地解毒清热，减轻或消除偏头痛症状。常

用的药物有黄连、连翘、栀子、黄芩等。（4）理血法。
中医治疗偏头痛还可以采用理血法，通过调节体内的血

气平衡来达到治疗的效果。常用的药物有丹参、三七、

益智仁、枸杞子等。（5）补肝益肾法。肝肾亏虚也是偏
头痛发生的原因之一。中医采用补肝益肾的方法能够增

强肝肾的功能，促进身体的代谢和恢复。常用的药物有

菟丝子、劳什子、枸杞子、山萸肉等。（6）提神醒脑
法：经常头痛，甚至导致失眠、体力不足等症状。中药

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可以帮助患者恢复体力和精神状

态。如人参、麻黄、枸杞子等可以提高人体机能[2]。

中医的方法多样，可以选择根据患者不同的病情和

病因来进行综合治疗。但是，中药疗程虽然无毒副作用

小，但是剂量、配方等仍需在中医医师指导下进行，只有

科学合理地用药才能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因此，如果您

患有偏头痛，请及时就医，接受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5.2  非药物治疗
偏头痛是一种常见的神经血管性头痛，中医中有很

多非药物治疗方法可以缓解偏头痛症状。这些方法包括

针灸、拔火罐、推拿、气功、颈椎牵引、艾灸等，下面

就这些方法进行详细介绍。

（1）针灸。针灸是中医的传统治疗方法之一，可以
调整人体的经络、气血、脏腑的功能，从而缓解或消除

偏头痛的症状。在治疗过程中，针灸师将细针针入患者

头部和颈部的相关穴位，然后对患者进行调理，帮助患

者恢复平衡状态，减轻头痛症状。一些常用的针灸穴位

包括大椎穴、百会穴、太阳穴、风池穴等。大椎穴和百

会穴可以调节患者的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缓解和预防偏

头痛。太阳穴可以放松患者头部肌肉，减轻疼痛，而风

池穴则可以调节气血循环，减轻头部不适感。（2）推
拿。推拿是中医的常用治疗方法之一，通过按摩和推拿

患者头部和颈部的穴位，可以促进头部血液循环，缓解

局部肌肉的疲劳，减轻或消除偏头痛的症状。常用的推

拿穴位包括百会穴、大椎穴、风池穴等。按摩这些穴位

可以放松患者的头部肌肉，改善头痛，同时可以活血化

瘀，缓解头部的不适感。（3）拔火罐。拔火罐是中医的
一种传统治疗方法，通过刺激头部和颈部的穴位，促进

经络的通畅，改善血液和气流动，减轻偏头痛的症状。

在拔火罐过程中，中医需要将罐子烧红，然后吸进罐子

内，罐子会贴在患者头部和颈部的穴位上面。通过罐子

产生的负压作用，可以刺激患者头部和颈部的经络、穴

位，起到促进血液循环、活血化瘀的效果。（4）气功。
气功是通过调整人体呼吸和身体姿势来调整人体气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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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些因为情绪、精神等因素和偏头

痛相关的症状，气功疗法也有一定的缓解效果。常见的

气功通过练习不同的呼吸法来帮助偏头痛患者调节身体

内的气血，常见的气功包括太极、五禽戏、八段锦等

等。（5）颈椎牵引。颈椎牵引是一种缓解颈椎紧张和偏
头痛症状的非药物治疗方法。通过将患者颈部固定在一

个牵引装置上，逐渐拉伸颈椎，帮助患者减轻颈椎的负

担和缓解相应的肌肉紧张和头痛。颈椎牵引对于一些由

于颈椎不适和颈项肌肉疲劳引起的偏头痛症状有一定的

缓解效果，但是需要注意选择合适的牵引方式和时间，

以及牵引的力度和强度。（6）艾灸。艾灸是中医传统
的治疗方法之一，通过将艾条或艾绒燃烧后对患者进行

热敷和按摩，以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艾灸在经

络、穴位的刺激作用下，可以改善偏头痛症状。通过使

用艾条或艾绒燃烧后，对头部和颈部穴位进行按摩，可

以温暖经络、通络止痛的作用。

总之，中医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多种多样，可以根据

患者的病情和身体状况进行综合治疗。需要注意的是，

这些治疗方法需要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同的方

法适用于不同的患者，必须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来选择

合适的治疗方案。此外，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还应该注意

心理上的调节和合理的生活方式，以保持身体的健康和

平衡，预防偏头痛的发生。

6��预防和调理

预防和调理对于偏头痛病人来说非常重要，下面介

绍几个预防和调理的方法。

6.1  注意生活饮食方式
偏头痛和饮食有很大关系，不恰当的饮食和饮食不

规律可能会引发或加剧偏头痛的症状。患者要避免暴饮

暴食，保持饮食规律，避免高脂、辣、甜、油腻等刺

激性食物，多吃清淡的食物，增加爱吃水果和蔬菜的比

例。还有人称过敏易导致偏头痛，为了预防偏头痛的发

生，患者应在饮食中尽量避免食物过敏。

6.2  稳定情绪，减少压力
情绪和压力对偏头痛的发生和加剧也有一定的影

响，过分紧张和焦虑也会让疼痛加重，所以需要患者保

持平静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压力过大。可以参加适

当的体育运动或其他心理调节活动，如瑜伽、冥想、听

音乐、阅读等，来减轻焦虑和紧张情绪，为偏头痛减轻

症状铺垫。

6.3  规律性生活
规律的生活可以帮助偏头痛患者维持头部和身体的

稳定状态。建立合理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睡眠

不足，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都有助于保持身体健

康和减少偏头痛发生的可能[3]。

6.4  适当的运动
适当的运动可以帮助偏头痛患者增强免疫系统功

能，提高自身的抗压能力，从而缓解疼痛症状。建议选

择适应性较好的低强度运动，如散步、慢跑、太极、瑜伽

等，通过运动可以改善头部循环，减少偏头痛的症状。

6.5  缓解肌肉紧张
颈部和肩部肌肉紧张也是偏头痛的常见原因之一。

患者可以通过颈椎运动、放松肌肉、拉伸、热敷等方法

来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头痛症状。

总之，偏头痛患者在日常生活中要注重预防和调

理，尽量避免快节奏、高强度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只要

患者能够保持适当的饮食、规律的生活、适当的运动

和心理调节，对于疼痛的缓解和减轻偏头痛症状非常有

益。如有疑问，患者应咨询医学专家或中医师的意见，

根据自身条件和情况制定详细的预防和调理方案。

结语

中医内科治疗偏头痛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非药物治

疗方法，为偏头痛患者提供了一条全面、个性化的治疗

途径。通过中药治疗、针灸治疗和推拿治疗等方法缓解

头痛症状，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其中，中药治疗需要依

据个体差异和不同的证型进行辨证施治，是缓解偏头痛

的主要方法之一。针灸治疗和推拿治疗也是中医治疗偏

头痛的常用方法，可与中药治疗配合使用，提高治疗效

果。此外，正确的预防措施也可以有效地减少偏头痛的

发生，包括正确的生活习惯、饮食干预和情志调节等。

中医预防和调理偏头痛的方法需要根据个体差异和不同

的证型进行辨证施治，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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