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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针对中医内科治疗这一方式作出研究，分析其用于偏头痛患者治疗所得效果，为医院及医护人员提供参考价值。方法：

抽选我院在 2017-2019 年接诊的 100 例偏头痛患者，将他们根据平均分的方式分为两组，一组设置为观察组，而另一组设置为对照组。两

组患者对于胃肠功能的恢复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其中对照组的患者接受的是西医治疗方式，而观察组的患者则接受中医内科治疗方式，

西医治疗主要是让患者服用盐酸氟桂嗪胶囊，而中医内科治疗主要是进行辩证治疗。在两组患者完成整个治疗后，医护人员要将康复的患

者人数记录下来，同时计算出各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以上所提及的人员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他们在治疗期间的资料对本次研究有着重要

的意义。结果：通过对比两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发现观察组的总治疗有效率为 98.38%，而对照组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77.92%，观察组明

显高出约 21 个百分点，这也就证明了观察组的治疗效果更佳。结论：本研究对目前用于治疗偏头痛比较常见的两种方式作出对比，发现中

医内科这一方式的治疗效果更好，该种方式能针对偏头痛的类型进行分类治疗，从而取得更佳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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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医院的内科这一科室中，比较常见的疾病是偏头痛，该种疾

病会反反复复发作，同时疼痛的部位会持续偏向一边，进而导致患

者出现脑白质病变以及认知功能下降等情况，同时还会伴随着焦虑

以及抑郁等不良情绪。目前医生对于偏头痛患者首要的治疗方式是

西医，但是在实际的临床治疗中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确诊率较低、

镇静药物使用泛滥以及容易产生耐药性等，因此使用这一治疗方式

并不能根治偏头痛的病症，而本文提出的中医内科治疗正好能解决

以上的问题，对此将这两者作出了研究分析，具体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随机抽选我院于 2017-2019 年接诊的 100 例偏头痛患者作为本

次研究的对象，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将他们平均分为两组，分配的

结果要保证两组患者的基本数据不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中一组患者

接受了西医治疗，将他们设置为对照组，而另一组患者则对应接受

了中医内科治疗，则相应将他们设置为观察组，在这 100 例偏头痛

患者中，他们的患病时间均处于三个月到十二年之间。本次研究已

向我院相关的领导及部门作出报备的工作，同时相关的医护人员已

向纳入本次研究的患者详细讲解本次研究，他们均表坏死非常支持

本次研究，同时也很乐意担任本次研究的对象。 

1.2 方法 

对于对照组的患者提供西医治疗，主要是为患者开设盐酸氟桂

利嗪胶囊这一药物，该药物的剂量控制在每次 5 毫克，采用口服的

方式，而一天需要服用一次，持续服用一个月。而观察组的患者则

是采取中医内科治疗的方式，该种治疗方式首先要判断出患者的症

状处于哪种类型，随后再对不同的类型采取相应的治疗方式，其中

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凤阳上扰、肝肾阴虚、肝郁气滞以及淤阻

脑络，这四种类型的治疗方案如下：①凤阳上扰：针对这一类型的

患者主要是让其息风通络以及疏肝浅阳。②肝肾阴虚：针对该类型

患者的治疗要根据滋阴补肾以及补益平肝的原则。③肝郁气滞：针

对这一类型的患者的治疗要根据理气镇痛以及平肝解郁的原则。④

淤阻脑络：针对这一类型的患者要根据活血益气以及疏通经络的原

则。 

1.3 统计学方式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 SPSS17.0 软件,该软件主要用作于研究数据

的统计以及分析工作,所有的结果在本次研究中均具有意义。 

2 结果 
本次研究的具体数据可见下表： 

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总疗效对比（%）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27.96 49.94 22.08 77.92 

观察组 61.93 36.45 1.62 98.38 

3 讨论 
偏头痛在医院的内科中比较常见，该种疾病主要是由神经血管

障碍而引起，患者一旦发作，就需要承受身体上的不适，同时还要

承受精神上的折磨。在西医的角度上看，偏头痛主要是因为神经系

统功能受损，从而出现不同程度的障碍，进而引发不同程度的头部

疼痛。该疾病会反反复复发作，同时规律性的头疼是其主要的临床

症状，患者在发病后应该及时到医院就诊，否则会导致病情持续加

重，而患者就会逐渐脱离正常的生活与工作。中医治疗目前处于快

速发展的阶段，中医的治疗理论以及技术都在逐渐走向成熟，而不

少的患者都选择相信中医治疗，进而选择中医治疗这一方式的人数

也越来越多，同时中医能明确查找出患者体内的不适，进而采取有

效的药物为其提供治疗，中药相对于西药来说，虽然起效比较慢，

但是它在逐渐调理患者体内血液循环情况，俗话说“是药三分毒”，

无论是中药还是西药都会产生副作用，但是中药的毒性相对于西药

来说较低，因此采取中医治疗可以有效减少由于药物所带来的不良

反应，而本研究证明了中医内科治疗的总有效率高于西医治疗。 

总结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中医内科治疗的方式是较佳的治疗方

式，将它应用在偏头痛患者中，能有效缓解患者的不适感，同时对

于偏头痛治疗的总有效率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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