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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疗效

钱成霞
延安市中医医院Ǔ陕西Ǔ延安Ǔ716000

摘Ȟ要：目的：探究中医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于2021年1月至2024年1月本院收治的150例头痛
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75例采用中医针灸治疗，对照组75例采用常规治疗。结果：相比对照组，观察组治疗效果较高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疼痛症状评分较低，免疫功能各指标水平改善更明显（P < 0.05）。结论：中医针灸治
疗头痛的临床效果更高，有利于显著缓解疼痛症状，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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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医学中，头痛被细分为原发性头痛和继发性

头痛，前者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后者则可能由颅内

病变、感染等引起[1]。中医则认为，头痛的发生与经络气

血的运行不畅密切相关，无论是外感风寒湿邪，还是内

伤气血失调，均可导致经络阻塞，气血瘀滞，从而引发

头痛[2]。针灸治疗头痛，正是基于中医的经络学说和气血

理论。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针灸能够疏通经络，平衡

阴阳，从而达到缓解头痛的目的。本文旨在探究中医针

灸治疗头痛的临床疗效。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2021年1月至2024年1月本院收治的150例头

痛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男37例、女38例，平均年龄
（46.15±8.14）岁；对照组男35例、女40例，平均年龄
（47.28±7.96）岁。一般资料无差异，P > 0.05。纳入标
准：（1）患者需经专业医生诊断，明确为头痛患者，包
括原发性头痛（如偏头痛、紧张性头痛等）和某些继发

性头痛（需排除由严重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头痛）；（2）
患者的头痛症状需符合中医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如风寒

头痛、肝阳上亢头痛等；（3）患者需签署知情同意书，
同意接受针灸治疗并参与研究，同时了解研究目的、方

法、可能的风险。排除标准：（1）器质性病变引起的头
痛：如颅脑损伤、颅内肿瘤、颅内感染、脑出血等引起

的头痛；（2）严重精神疾病：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如
精神分裂症、躁狂症等；（3）过敏体质：对针灸针具或
消毒剂等过敏的患者；（4）皮肤破损：针灸治疗部位有
皮肤破损、感染或炎症的患者，以免加重感染或引起其

他并发症。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药物治疗、物理治疗、注意休息等常规

手段。此外，观察组还采用中医针灸治疗：针灸医师需

对患者的头痛症状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诊断，明确头痛的

类型、部位、性质以及伴随症状，从而确定针灸治疗的

方案和取穴。（1）阳明头痛：主要选取头维、印堂、
阳白、阿是穴等穴位。这些穴位位于前额及面部，能够

调和阳明经气血，缓解前额及眉棱骨痛；（2）少阳头
痛：常取太阳、风池、阿是穴等穴位。这些穴位多位于

头部两侧，能够疏通少阳经气血，缓解偏头痛；（3）太
阳头痛：主要选取天柱、后顶、风池等穴位。这些穴位

位于后头部及项部，能够调和太阳经气血，缓解枕后部

疼痛；（4）厥阴头痛：常取百会、四神聪、阿是穴等
穴位。这些穴位多位于头顶部及足部，能够疏通厥阴经

气血，缓解头顶痛。在进针前，对针具和施针部位进行

严格消毒，以防止感染。让患者采取舒适的体位，如坐

位或卧位，以便施针。针灸医师手持针具，以迅速而准

确的手法将针刺入所选穴位。进针的深度、角度和力度

均需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以及穴位的特点来决定。一

般来说，进针时应避开血管、神经和重要脏器，以免造

成损伤。进针后，采用各种手法来刺激穴位，如捻转、

提插、震颤等。这些手法的运用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和医师的经验来灵活掌握。通过刺激穴位，可以激发经

气、调和气血、疏通经络，从而达到缓解头痛的目的。

根据治疗的需要，在特定的穴位上进行留针，让针在穴

位内停留一段时间，以持续刺激穴位。留针时间的长短

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医师的判断来决定。留针结束

后，缓慢拔出针具，并对施针部位进行适当的按摩和消

毒处理。

1.3  观察指标
（1）治疗效果，显效：治疗后，患者的头痛症状完

全消失，无任何不适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如数周、

数月），头痛未出现复发。患者能够恢复正常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不再受头痛的困扰。头痛的消失显著提高



17

内科诊疗与进展·2024� 第5卷�第4期

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能够更好地享受生活和社交活

动。有效：治疗后，患者的头痛症状有所减轻，发作次

数减少，疼痛程度降低。虽然头痛有所缓解，但在某些

情况下仍可能出现复发，但复发频率和程度均较治疗前

有所降低。患者能够部分恢复工作或学习能力，但仍需

注意避免诱发头痛的因素。头痛的减轻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仍需继续治疗以进一步改善。

无效：治疗后，患者的头痛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可能

加重。头痛症状持续存在，且可能出现频繁复发。患者

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无法正常进行。头

痛的持续存在和加重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使其

陷入痛苦和困扰之中；（2）VAS、VRS、PPI评分评价疼
痛症状；（3）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1.4  统计学分析

SPSS22.0统计学软件，疼痛症状评分、T淋巴细胞亚
群水平以“（ ）”表示，“t”检验，治疗总有效率
以[n(%)]表示，“χ2”检验，P < 0.05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治疗效果：观察组比对照组高（P < 0.05），见
表1。

表1��治疗总有效率[n(%)]
组别 n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75 48 25 2 73（97.3）
对照组 75 37 18 20 55（73.3）
χ2 6.352
P < 0.05

2.2  VAS、VRS、PPI评分：观察组应用后比对照组
低（P < 0.05），见表2。

表2��VAS、VRS、PPI评分（ ，分）

分组 n
VAS VRS PPI

应用前 应用后 应用前 应用后 应用前 应用后

观察组 75 5.45±2.17 4.15±1.04 34.15±2.08 26.11±1.11 4.39±0.84 2.27±0.49
对照组 75 5.49±2.20 4.50±1.24 34.19±2.30 29.19±1.39 4.40±0.74 3.21±0.57

t 0.584 6.298 0.185 7.108 0.298 5.096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2.3  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观察组应用后改善程度更 高（P < 0.05），见表3。
表3��T淋巴细胞亚群水平（ ）

组别 n
CD3+（%） CD4+（%） CD8+（%） CD4+/CD8+

应用前 应用后 应用前 应用后 应用前 应用后 应用前 应用后

观察组 75 60.12±4.21 74.41±5.28 38.18±5.02 51.29±5.41 35.19±1.62 25.10±1.14 1.24±0.38 1.88±0.85
对照组 75 60.15±4.16 65.21±4.20 38.20±5.12 46.31±5.20 35.15±1.51 29.15±1.24 1.24±0.40 1.45±0.59

t 0.512 8.602 0.698 9.695 0.552 8.036 0.361 6.392
P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 0.05

3��讨论

头痛，是指头部出现的各种疼痛感觉。这种疼痛可

能源于头部的任何结构，包括头皮、颅骨、脑组织、脑

血管等部位的病变或功能异常。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

头痛的病因极为复杂[3]。它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例如，

外感风寒可能导致头部的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引发

头痛；情志不畅、肝气郁结则可能导致气血逆乱，上冲

于头，引发头痛；饮食不节、脾胃功能失调则可能导致

痰湿内生，阻塞经络，同样可能引发头痛。一些器质性

疾病，如颅内损伤、颅内肿瘤、颅内感染、脑出血等，

也可能导致头痛的发生。中医还根据头痛的部位、性质

及伴随症状等，将其分为多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头痛，

其病因病机各异，治疗时则需辨证施治，精准选穴，以

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4]。近年来，针灸作为中医的一种

独特疗法，在治疗头痛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临床疗效。

针灸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的穴位，能够疏通经络、调和气

血，从而达到治疗头痛的目的。这种疗法不仅安全、无

副作用，而且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头痛的问题，因此备受

患者的青睐。

中医针灸治疗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中医的整体观念

和经络理论。中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

脏腑、组织、器官之间通过经络相连，形成一个复杂的

网络系统[5]。当人体受到外邪侵袭或内因失调时，经络中

的气血运行会受到阻碍，导致身体出现各种不适症状。

针灸治疗正是通过刺激穴位，调节经络中的气血运行，

促进身体的自愈能力，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6]。针灸

治疗的作用机制复杂而多样，主要包括：针灸能够刺激

穴位，促进气血在经络中的运行，解除经络阻滞，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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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各种疼痛、麻木等症状；针灸通过调节阴阳的偏盛

偏衰，使机体恢复平衡状态，从而缓解因阴阳失衡引起

的各种疾病；针灸能够增强人体正气，祛除侵入体内的

病邪，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促进身体康复；针灸还能

够刺激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调节神经递质和激素的

分泌，从而改善机体的生理功能，增强免疫力。本文通

过探究中医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疗效，结果显示，观察

组治疗效果高，疼痛症状、免疫功能改善程度更明显（P 
< 0.05）。原因为：针灸治疗头痛基于中医的整体观念与
辨证施治原则。中医认为，头痛的发生与外感风邪、情

志失调、饮食不节等多种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导致人体

经络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引发头痛[7]。针灸治疗时，医

师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

参，辨证选取相应的穴位进行刺激，以调和气血、疏通

经络、平衡阴阳，从而达到治疗头痛的目的[8]。针灸治疗

头痛能通过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来减轻症状。现代研究

表明，针灸可以影响神经系统的功能，通过刺激穴位，

可以调节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内啡肽等[9]。内啡肽是

一种具有强大镇痛作用的物质，它能够抑制疼痛信号的

传递，从而减轻头痛症状[10]。针灸治疗后，患者往往会

感到头痛明显减轻，甚至完全消失，这正是针灸调节神

经系统功能的结果。并且，针灸治疗头痛还具有改善局

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等作用。这些作用不

仅有助于缓解头痛症状，还能促进局部组织的修复和再

生，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当局部组织的血液循环得到

改善时，免疫细胞能够更快地到达病灶部位，发挥免疫

作用，从而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11]。

综上所述，中医针灸治疗头痛的临床效果更高，能

够显著减轻疼痛症状，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总之，针

灸不仅能够缓解头痛的症状，更重要的是能够调整人

体的阴阳平衡，疏通经络气血，增强机体的自我修复能

力，从而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这种治疗方法不仅体现

了中医的智慧与魅力，更为现代医学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与借鉴。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与实践中，需要继续深入

探索针灸治疗头痛的作用机制，优化治疗方案，提高治

疗效果。也需要加强中医针灸的科普宣传，提高公众对

中医针灸的认知与接受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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