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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头痛是以头部一侧或两侧反复发作的搏动性疼

痛为主要表现的一种临床常见病症。发病率高达

814% - 28%, 以 20- 55岁的中年女性多见, 男女之比

为 1B4
[ 1]
。现代医学对其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

了,治疗仍处于部分有效阶段, 且大多化学药物有较多

毒副作用。中医学在治疗本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我们查阅了近 15年来相关文献及临床研究, 现综

述如下。

1 药物治疗
111 辨证分型论治  1992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

急症协作组制订的头风病疗效评定标准把头痛分为风

火候、风痰候、风瘀候、阳虚寒凝候和气血两虚候 5型,

分别予天麻钩藤饮、半夏白术天麻汤、通窍活血汤、川

芎茶调散合吴茱萸汤、八珍汤加减。王冬娜
[ 2]
总结

1993年以前 69篇文献,认为偏头痛可以辨为风寒型、

痰浊型、阳亢型、肝火型、气虚型、血虚型、肾虚型 7型,

分别用川芎茶调散、半夏白术天麻汤、丹栀逍遥散、桃

仁四物汤、血府逐瘀汤、补中益气汤、八珍汤为基本方

加减。谢海洲
[ 3]
分为瘀血阻络、胆火上扰、肝阳上亢、

痰阻脑窍、浊阴上逆、胃热上冲、营卫不和 7型, 而分别

采用血府逐瘀汤、蒿芩清胆汤、镇肝熄风汤、半夏白术

天麻汤、吴茱萸汤、清胃散、桂枝汤加减。

112 辨病随证论治  梁振郁 [ 4]
认为该病多与精神因

素有关,故以柴胡疏肝散为基本方,辨证加减。共观察

66例,总疗效达 93159%。岳莉莉
[ 5 ]
认为偏头痛日久

有瘀, 不通则痛, 自拟止痛汤。根据疼痛部位的不同,

加细 辛、藁本、菊 花。治 疗 62 例, 总有效 率达

95146%。申想荣
[ 6 ]
用乌梅丸加减治疗偏头痛 48例,

对照组 32例服用麦角胺咖啡因、西比灵、苯噻啶,有效

率分别为 9117%、7119%。

113 以法组方治疗偏头痛  1)以祛风通络为主: 丁

超等
[ 7]
认为本病多为外感兼内伤, 故治疗亦应以祛风

为主, 通络为要。自拟祛风通络汤 (防风、荆芥、白芷、

羌活、细辛、白芍、白附子、蜈蚣、全蝎 ), 随证加减, 治

疗 258例,总有效率为 9611%。2)以活血化瘀为主:有

学者对 1995- 1999年治疗偏头痛方药进行统计,发现

桃仁、红花、延胡索、川芎、丹参、牛膝、赤芍、当归等活

血化瘀药列在前 20位, 其中尤以川芎应用最为广泛。

近十年来, 虫类药在头痛病的治疗中逐渐受到重视。

杜兴民等
[ 8]
以三甲散加减 (穿山甲、全蝎、鳖甲、龟甲、

牡蛎、白僵蚕、蝉蜕、当归、川芎、赤芍、白芍、甘草 ), 治

疗瘀血头痛效果显著。3)以平肝熄风为主: 卢明等
[ 9]

自拟平肝通络汤 (白芍、石决明、天麻、钩藤、丹参、川

芎、白蒺藜、全蝎、山楂、延胡索、甘草 ) ,治疗偏头痛 30

例,疗效优于对照组 (晕痛定组 15例 ), P < 0101。4)

以化痰通络为主: 张宏启
[ 10]
采用化痰通络, 平肝清热

法治疗血管性头痛 29例, 方药组成为陈皮、半夏、茯

苓、白术、天麻、川芎、丹参、黄芩。结果总有效率为

9615%。5)以温经散寒为主: 该法治疗头痛始于张仲

景 5伤寒论 6。认为偏头痛迁延难愈, 反复发作, 常因

寒袭经络而诱发, 故当温通阳气, 散寒通脉。颜淑娥

等
[ 11]
采用自拟温经散寒汤 (炙川乌、吴茱萸、细辛、柴

胡、白芷、川芎、当归、干姜、延胡索、葛根、白芍、甘

草 ) ,治疗偏头痛 21例,总有效率为 92%。

114 药物外敷、滴鼻治疗  马珍先 [ 12]
自拟蝎黄散, 研

细末, 与米醋适量调成糊状, 外敷患处, 3- 5天换药,

屡屡见效。许振国
[ 13]
将川芎、白芷、细辛等组成复方,

制成滴鼻剂型,每次 4滴, 双侧鼻孔各 2滴, 1日 3次,

滴鼻时停服一切中西药。观察 141例, 痊愈 48例, 有

效 81例,无效 12例。

2 非药物治疗
211 推拿按摩  田华治 [ 14]

采用一指禅峰推法和一指

禅跪推法, 同时结合点、抹、按、揉法,选太阳、印堂、头

维、风池、丝竹空、率谷、外关推拿按压。每日 1次, 1

次 15- 20m in, 10天为 1个疗程,观察 50例患者,总有

效率达 96%。

212 体针、耳针及穴位注射、封闭  曹利民 [ 15]
主取太

冲穴, 配合患侧外关、阿是穴, 呕吐加双内关, 留针

30m in,间隔 10m in行针 1次。每日刺 1次, 10次为 1

个疗程,治 78例, 有效率达 9717%。成润娣 [ 16]
取主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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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 肝阳上亢配阳陵泉、太冲; 神经性偏头痛配合谷

穴,用 10%当归注射液 2m l、麝香注射液 2m ,l混合后

注入双侧内关 1m ,l余注入配穴。观察 35例, 总有效

率达 9714%。
3 问题与思考

311 病因病机研究仍需不断探索  目前, 对偏头痛的

病因病机的认识多从风、火、痰、瘀、虚 5种病理因素解

释,但诸因素之间有何关系、它们产生的深层机制是什

么、能否反应偏头痛的病机本质等一系列问题鲜有文

献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因此应加强对偏头痛的中

医生理病理的研究, 这种研究并不仅仅是从中医古籍

里寻找依据,也不是临床经验的简单总结,而是寻找一

种既具有中医特色又能反应专病治疗方法的路径。

312 疗效标准  偏头痛临床疗效的评价至今仍是以

患者的主观感受为依据,缺乏客观体征和实验室检查,

虽然血液流变学、血小板聚集率、经颅彩色多普勒检查

已用于临床, 但仍缺少 /金标准 0。因此, 迫切需要制

定一个切实可行的疗效评价标准。

313 临床科研设计与实验研究  现有多数临床资料
样本例数较少,且未设立对照组,仅仅停留在临床经验

和临床观察的水平上,缺乏严密的科研设计和系统的

前瞻性研究。而实验研究方面, 长期以来阻碍实验研

究的关键在于缺乏动物模型。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一系

列用于偏头痛研究的动物模型
[ 17 ]

,值得借鉴。

314 治疗  1)辨病与辨证: 繁杂的分型不利于临床

治疗, 而纯以辨病治疗又失去了一定的灵活性。因此,

如何看待某些病的规范辨治与灵活立法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一种较

好的方法,二者的交叉点即是治疗的切入点。2)方剂、

剂型: 中医学的经方、验方不断被挖掘出来,并在汤剂

基础上开发出有针对性的中成药和外用药。但临床较

多自拟方缺乏深入性研究, 多数仅停留在个案报道阶

段。再者,剂型有待改进。偏头痛发作较急,需要作用

发挥快、副作用小的药物以缓解疼痛。传统的汤、丸、

散剂对急性发作期的治疗则显势单力薄, 而象喷雾剂、

针剂等快速起效的剂型则是今后大力开发的方向。

4 结语
中医药要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手段及成果, 建立客

观化、规范化、标准化的研究体系, 并不断加强中药药

效、药理研究,加快新剂型的研制, 尽快将临床研究纳

入规范的体系中,才能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为治疗

偏头痛开拓更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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