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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药物疗法治疗头痛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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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头痛不适是目前现代人主要的不适症状，进行非药物疗法治疗有助于加强头部的血液流动，有效缓解头部胀痛的问题。
针灸推拿属于我国中医头痛治疗的传统外治手段，也是治疗各类型头痛的有效途径，此外相关康复疗法也可有效缓解头痛症状。因
此本文将论述头痛病因病机，综述非药物治疗头痛研究进展以及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希望本文可以为我国非药物疗法治疗头痛研究

发展提供积极的思路。 
关键词：非药物疗法；治疗头痛；中医外治法；康复疗法；现状研究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压力的增加，头痛在群体的发病率
日渐增多。现代医学对头痛病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中医学对

头痛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头痛”一词作为症状最早见于《阴阳

十一脉灸经》，头痛又称“头项痛”、“脑风”等，头痛主要因风寒
湿邪外袭、瘀血痰浊阻滞、肝阳瘀血上攻或气虚血虚等所致的具有

反复发作特点的疾病，中医对头痛的治疗有独特的方法。现将近几

年非药物疗法治疗头痛研究进展总结如下。 
一、头痛病因病机 

头属清阳之府、诸阳之会，髓海之所在，头痛病因主要为内伤

与外感两大类。头痛容易使人产生抑郁、焦虑及失眠等表现，对人
体身心健康产生严重影响。 

1 紧张性头痛病因病机 

紧张性头痛的患者不断增加且因生活节奏及压力等因素导致
年轻人成为该类疾病的主要患病群体。常见临床症状有迷糊、间接

性眩晕、呕吐、头痛等症状。 •《灵枢 百病始生》篇云：“若内伤于

忧怒，气上逆则输不通，则气上逆，凝血蕴里而不散，湿气不行，
著而不去，津液涩渗，而积皆成矣。”紧张性头痛的发病机理与肝

脏密不可分，中医认为肝为风木之脏，主疏泄，调情志，肝为将军

之官。肾阴不足，致肝火上亢，阴不敛阳，久之形成上实下虚，加
之“脑为髓之海”，肾精久亏则髓海空虚。抑郁、恼怒等不良情绪，

使气机不畅。或忧思伤脾，或肝郁侮脾，水湿内停，日久成痰。 

2 顽固性头痛病因病机 
顽固性头痛与肝脏、脾脏、肾脏三脏关系密切。因于肝者，气

郁化火，肝失疏泄，上扰清窍；因于肾者，水不涵木，肾水不足，

肝阳上扰而致头痛。因于脾者，脾虚气血生化乏源，清窍失养。从
肝论治顽固性头痛，认为本病病机特点为肝郁气滞、肝火壅遏及肝

脉血瘀的相互胶结。肝郁日久化火可致肝火壅遏，可致血瘀；肝火

壅遏，气血运行不畅，致气滞血瘀。对于顽固性头痛的病因病机，
目前较多医家认为其属内伤头痛，与六淫因素相关。 

3 血管性头痛病因病机 

在治疗中将血管性头痛主要分为三种类型：阳亢风动，风热相
搏型；肝阳上亢，扰动清空型；肝肾阴虚，阴不敛阳型。而这三种

类型都与肝有密切关系，本病主要是在感受风邪、饮食不节、情志

内伤、忧思劳累的基础上，久病致疲从而造成肝脾肾等脏腑功能失
调，头为诸阳之会，神明为之主，风挟痰疲于上而为此病。真阴、

精气、气血亏乏、清阳而使脑府不荣，不荣则痛。肝阴不足，肝阳

上亢，水不涵木，风阳上扰或脾不健运，痰浊内生。病位在脑络，
脏腑主要为脾肾及肝贼风乘虚而入，致气滞血瘀。青少年多因思虑

劳神太过，损及心脾，气血匮乏，不能荣于脑络；女性多因情志不

达，风阳上扰，多怒多郁，木失调达，或劳累所致中气虚损，清阳
不升而成迥。 

二、非药物治疗头痛研究进展 

1 针灸疗法治疗头痛 
针灸是常用的一种中医治疗方式，可使患者眩晕及头痛等临床

症状得到有效缓解，且对该疾病预防有一定作用。针灸可以增加血

液流通速度，调和体内气血，活络通脉，抑制体内肽类激素的释放，

减轻疼痛感受。流行病学统计数据表明该类型偏头痛占各类偏头痛
的 10%以上。临床上现代医学采用西药缓解头痛症状，但患者治疗

后可反复发作，长期用药会对患者产生较大心理压力。采用患者神

门穴、三阴交、内关穴、风池穴、阿是穴、四神聪穴、百会穴、太
阳穴等穴位。选择捻转的手法对患者进行针灸，留针 30 分钟，治

疗时间为 28d[1]。头痛患者少阴经及太阳经不利引发气血不通，经脉

不通导致头部疼痛，阳维脉与手足少阳交会穴的风池穴进行按压有
助于缓解疼痛。为了验证其临床价值，相关专家选取紧张性头痛患

者进行研究，对紧张性头痛患者施行诊断治疗时，采用针灸康复治

疗能使患者症状得到显著缓解，证明让紧张性头痛患者未发作期间
使用针灸康复进行预防治疗可起到较好的干预效果。头痛患者采用

针灸康复的方案具有显著的疗效且安全性高，有效缓解患者的头痛

症状，同时对于患者的总体身体水平以及精神康复皆有着良好效
果。 

2 中医护理及健康教育疗法缓解头痛 

护理人员应为患者积极营造良好环境，并从主观上针对不同患
者存在的心理问题，避其所害、避其所喜。从而保持积极的态度面

对生活；通过食物四气五味理论，以辨证施膳，进而促进患者的脏

腑功能得以协调；同时引导头痛患者在头痛间歇期予以必要的有氧
运动，以提升机体的代谢能力同时增强其御外能力，采用生姜水泡

脚直至微汗，以提升患者机体的恢复能力；生活起居顺应四时，阴

阳平衡得以调整；情志护理方案中防止七情内伤，思想宁静，顺应
自然[3]。相关研究证明中医护理及健康教育可显著缓解神经性头痛

患者症状，加速康复进程。 

此外，辅以音乐疗法，使得患者在接受护理治疗过程中能够保
持良好、积极的心态，从而显著改善记忆力及头痛等症状。 

三、讨论 

头痛主要是由于长期的精神活动处于紧张与疲劳状态，或强烈
的精神刺激引起大脑功能活动紊乱、造成疼痛耐受性的阈值降低与

头部肌肉紧张而引起、但并无脑器质病变的疾病。近年来随着人们

学习、工作、生活压力的日趋增大，该病的发病率有明显上升的趋
势。现代医学对头痛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很多学说因为某个

机制无法确定而停滞不前，影响临床指导治疗。中医药外治法缓解

头痛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根据不同表现，在临床中根据患者自身
情况辨证论治，采用针灸等中医特色疗法，疗效确切，但仍然存在

许多不足之处，仍需要临床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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