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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疗效

李德彬
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微山岛镇卫生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针灸作为一种非药物治疗方法，具有安全、有效的特点，被广泛应用于头痛的治疗。本文简要介绍了中

医对头痛的理解，分析了针灸治疗头痛的理论基础，并讨论了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实践，以期为临床实践提供有益的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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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头痛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疾病，严重影响着人们

的生活质量。头痛的病因繁多，包括紧张性头痛、偏头

痛、三叉神经痛等。中医理论认为，头痛与外感六淫邪

气、情志内伤、饮食不节等因素有关。针灸作为中医的

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节气血、平衡阴阳的作用，对头

痛的治疗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

1��中医对头痛的理解

1.1  头痛的中医病因
在中医理论中，头痛被认为是由风、寒、湿、瘀、

虚等多种因素引起的。这些因素可能导致头部脉络的不

通，使得头部受到刺激和疼痛。（1）中医认为，“风为
百病之长”，因此很多疾病都可能与风有关。头痛的病

因中，风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风邪可以侵入头部，

使得头部的脉络受阻，气血不畅，从而引发头痛。这种

类型的头痛通常表现为头部胀痛，并伴有眩晕、恶风等

症状。（2）寒邪侵入人体后，会使气血凝滞，经络不
畅。当寒邪侵入头部时，会导致头部脉络收缩、痉挛，

引发头痛。这种类型的头痛通常表现为剧烈的疼痛，并

伴有恶心、呕吐等症状。（3）湿邪侵入人体后，会使人
感到沉重、乏力、胸闷等症状。当湿邪侵入头部时，会

导致头部沉重、胀痛，并伴有恶心、食欲不振等症状。

（4）瘀血是指体内血液停滞，形成的一种病理产物。当
瘀血停留在头部时，会导致头部疼痛，并伴有刺痛、固

定不移等症状。这种类型的头痛通常表现为偏头痛或一

侧的头部疼痛。（5）头痛与虚也有一定的关系。当人体
气血不足或脏腑功能虚弱时，会使头部脉络得不到充分

的滋养和濡养，从而引发头痛。这种类型的头痛通常表

现为头晕、乏力、面色苍白等症状。

1.2  中医对头痛的分类
头痛的分类在中医理论中通常根据症状、病因、病

机等因素进行划分。其中，最常见的分类方式是根据病

因将头痛分为外感头痛和内伤头痛两大类。而风头痛是

外感头痛中最常见的一种，其发病与季节变化、寒温失

调、风邪侵袭等因素有关。风邪侵袭头部，导致头部脉

络受阻，气血不畅，从而引发头痛。这种类型的头痛通

常表现为头部胀痛，并伴有眩晕、恶风等症状。内感头

痛最常见的是气虚头痛，其是指由于脾胃虚弱，气血生

化不足，导致头部脉络得不到充分的滋养和濡养而引发

的头痛。这种类型的头痛通常表现为头晕、乏力、面色

苍白等症状。其次，不同类型的头痛有不同的病因。例

如，风头痛多发生在春季和夏季，与季节变化有关；寒

头痛多发生在冬季，与寒邪侵袭有关；湿头痛多发生在

雨季或潮湿的环境中，与湿邪侵入有关；瘀头痛则多因

外伤或长期姿势不当导致；气虚头痛多与脾胃虚弱有

关；血虚头痛多与营血亏虚有关；肾虚头痛多与肾精不

足或肾气虚衰有关；肝阳头痛多与肝阳上亢或肝火上炎

有关。最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头痛，中医会采用不同的

针灸、药物治疗等方法来疏通头部的脉络、调补气血、

平衡阴阳等，以达到缓解头痛的目的。例如，对于风头

痛，中医会采用祛风散寒的中药治疗和针灸治疗来疏通

头部的脉络；对于寒头痛，中医会采用温阳散寒的中药

治疗和针灸治疗来温煦头部脉络；对于湿头痛，中医会

采用祛湿的中药治疗和针灸治疗来祛除湿邪等。

2��针灸治疗头痛的理论基础

针灸治疗头痛的理论基础主要基于中医理论，包括

经络学说、脏腑学说和气血学说等。针灸通过刺激特定

的穴位，调和气血、平衡脏腑功能，从而达到治疗头痛

的目的。针对头痛的病因和病理生理过程，针灸治疗主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第一，头痛常常与经络气血的

失调有关。针灸通过刺激相关的穴位，可以疏通经络，

调理气血，从而达到止痛的目的。例如，对于偏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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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取太阳、率谷、风池等穴位进行针灸，这些穴位位于

足少阳胆经和足太阳膀胱经上，可以疏通经络，调气活

血[1]。第二，头痛与脏腑功能也有密切关系。针灸通过

刺激特定的穴位，可以平衡脏腑功能，调理情志，从而

缓解头痛。例如，对于紧张性头痛，常取百会、四神

聪、头维等穴位进行针灸，这些穴位可以调理情志，舒

缓紧张情绪。第三，针灸还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头痛进

行对症治疗。对于颅脑疾病引起的头痛，针灸可以取用

颅脑相关的穴位进行治疗；对于颈椎疾病引起的头痛，

可以取用颈椎相关的穴位进行治疗；对于眼部疾病引起

的头痛，可以取用眼部相关的穴位进行治疗等。第四，

针灸还可以通过调节神经递质和内分泌因素来治疗头

痛。例如，对于偏头痛，针灸可以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

和释放，减轻炎症反应，从而缓解头痛。对于紧张性头

痛，针灸可以调节神经递质的合成和释放，促进肌肉松

弛，缓解紧张情绪。第五，针灸还可以通过改善睡眠质

量来缓解头痛，睡眠质量不佳是引发头痛的常见原因之

一。针灸可以通过调节睡眠节律，改善睡眠质量，从而

缓解头痛。常用的针灸方法包括耳穴压豆、头部穴位按

摩等。

3��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实践

3.1  研究对象的选择
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实践通常选择成年患者，因为

头痛在成年人中更为常见。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儿童

和青少年也可能成为研究对象。选择不同年龄段的患者

可以更好地了解针灸治疗在不同年龄段头痛患者中的效

果。同时，通常选择病程较长的患者，因为针灸治疗对

于长期头痛的效果可能更明显。但也包括病程较短的患

者，以评估针灸治疗在急性头痛中的效果，选择不同病

程的患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针灸治疗在不同病程头痛患

者中的效果。另外，根据研究目的和针灸治疗的特点，

选择特定类型的头痛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偏头痛、紧

张性头痛、颈源性头痛等。选择不同类型的头痛可以更

好地了解针灸治疗在不同类型头痛患者中的效果，并探

讨针灸治疗不同类型头痛的机制。并且，要选择病情严

重程度相似的患者，以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这可以

通过使用标准化评估工具（如头痛评分量表）来衡量病

情严重程度，并确保入选患者在研究开始前具有相似的

病情严重程度。最后，被选择患者应无针灸禁忌症，如

皮肤破损、感染等。同时，需要排除其他可能影响针灸

治疗效果的因素，如药物治疗、其他非针灸疗法等。这

有助于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并避免潜在的干扰因素

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3.2  研究方法
第一，研究设计是采用随机对照试验设计，将患者

随机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试验组接受针灸治疗，对照

组接受假针灸（安慰剂）治疗或仅接受一般治疗。这种

设计旨在比较针灸治疗和安慰剂或一般治疗的效果，从

而客观评估针灸治疗的真实效果。第二，针灸方案是根

据头痛类型和病情严重程度来制定的。针对不同类型的

头痛，选择相应的针灸穴位，如偏头痛可能涉及太阳、

率谷、风池等穴位，而紧张性头痛可能涉及百会、四神

聪等穴位。同时，刺激强度和频率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

体情况进行个性化制定。针灸方案需要参考已有的研究

和临床经验，以确保其科学性和有效性[2]。第三，观察

指标包括头痛程度、疼痛缓解程度和生活质量等。这些

指标可以通过问卷调查、量表评分等方式进行收集。例

如，头痛程度可以通过使用头痛评分量表来评估，疼痛

缓解程度可以通过比较治疗前后疼痛程度的变化来计

算，生活质量可以通过使用生活质量评估量表来测量。

通过这些观察指标，可以全面了解针灸治疗对患者的影

响。第四，收集到的数据需要进行统计分析，比较试验

组和对照组之间的差异。使用t检验、卡方检验等方法可
以评估针灸治疗的效果。这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针

灸治疗是否优于安慰剂或一般治疗，以及针灸治疗对不

同类型和严重程度的头痛患者的影响。

3.3  针灸治疗的过程
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实践是针灸治疗头痛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临床实践中，针灸治疗头痛的详细过程包括

针刺的穴位、手法、频率等。首先，在针灸治疗头痛的

过程中，针刺的穴位是至关重要的，头痛的穴位一般分

为局部取穴和远端取穴两种。局部取穴是指直接在头痛

部位附近取穴。头痛的部位不同，局部取穴的位置也会

有所不同。例如，对于前额痛，可以选取印堂穴、攒竹

穴等；对于偏头痛，可以选取太阳穴、率谷穴等；对于

后头痛，可以选取后溪穴、昆仑穴等。这些穴位可以直

接针对头痛部位进行刺激，缓解疼痛。远端取穴是指选

取距离头痛部位较远的穴位。这些穴位可以调节头部气

血运行，辅助缓解头痛症状。例如，合谷穴和三阴交穴

是常用的远端取穴。合谷穴位于手背，第1、2掌骨间，
当第二掌骨桡侧的中点处；三阴交穴位于小腿内侧，当

足内踝尖上3寸，胫骨内侧缘后方。其次，针刺的手法是
针灸治疗头痛的关键之一。在临床实践中，常用的针刺

手法包括提插补泻法、捻转补泻法等。提插补泻法是将

针从浅层插向深层，再从深层提向浅层，反复多次进行

刺激。提插补泻法可以调节人体气血流通，增强针灸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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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应用提插补泻法时，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

整刺激强度和频率，以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捻转补泻

法是将针在穴位内捻转，同时配合提插动作进行刺激。

捻转补泻法可以加强穴位刺激效果，提高针灸疗效。在

应用捻转补泻法时，需要注意捻转的角度和速度，以及

患者的感受情况，避免过度刺激导致不适感[3]。最后，针

灸治疗的频率也是针灸治疗头痛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

一般来说，针灸治疗的频率应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而

定。对于急性头痛患者，建议每天进行一次针灸治疗，

连续治疗3-5天。这样可以及时缓解疼痛症状，缩短病
程。对于慢性头痛患者，建议每周进行2-3次针灸治疗，
连续治疗3-4周。这样可以逐步缓解疼痛症状，改善患者
生活质量。

3.4  临床疗效的评估标准及评估结果
通过评估，可以客观地了解针灸治疗头痛的效果，

从而为临床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临床疗效的评估标准

及评估结果是针灸治疗头痛临床实践研究的重要环节。

（1）头痛程度是衡量患者病情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在
针灸治疗前后，需要对患者的头痛程度进行评估。通常

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VAS）或数字分级法（NRS）等量
表进行评估，以了解患者头痛程度的变化[4]。（2）疼痛
缓解程度是衡量针灸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

针灸治疗前后患者疼痛缓解程度的评估，可以了解针灸

治疗对疼痛的缓解作用，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疼痛缓解

评分（PAR）和疼痛缓解率（PRR）等。（3）生活质量
是衡量患者整体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通过对比针

灸治疗前后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估，可以了解针灸治疗对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常用的评估方法包括生活质量评

分表（QOL）等。（4）在针灸治疗过程中，需要对患者
进行安全性评估，以了解针灸治疗是否安全可靠。安全

性评估包括不良反应监测、生命体征监测等。

3.5  案例分析
患者李先生，45岁，从事高管工作，由于工作繁

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导致头痛频繁发作。在接受针

灸治疗之前，李先生已经尝试过多种药物治疗，但效果

并不理想。而根据中医理论，头痛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头

部气血不畅、经络不通所致。因此，治疗头痛的关键在

于疏通经络、调节气血。在针灸治疗中，医生根据李先

生的病情和体质特点，选取了百会、四神聪、太阳、风

池等穴位进行针灸。这些穴位可以调节头部气血、舒缓

肌肉紧张，从而减轻头痛症状。然后，在针灸治疗过程

中，医生采用了银针进行针灸，通过刺激穴位，激发经

气，达到调和气血、疏通经络的目的。在针灸过程中，

医生还根据李先生的反馈情况，及时调整针灸方法和穴

位组合，以达到最佳治疗效果。除了针灸治疗外，医生

还建议李先生在日常生活中注意调节情绪、改善饮食结

构、增加锻炼等，以综合调理身体状况。经过一个疗程

（10次针灸）的治疗后，李先生的头痛症状得到了明显
缓解。在治疗后，李先生的头痛频率降低、疼痛程度减

轻，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改善。在随访过程中，李先生

还表示自己的睡眠质量也有所提高。

结语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头痛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

方法。通过对头痛穴位的刺激，针灸能够调节神经功

能，改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从而缓解头痛症

状。同时，针灸治疗的副作用小，适应症广，可用于各

种类型的头痛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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