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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头痛是一类有家族发病倾向的周期性发作疾病, 是

由于发作性血管舒缩功能不稳定以及某些体液物质暂时性

改变或大脑皮质功能紊乱, 使下丘脑/间脑的兴奋阈值下降

所致。其为临床常见, 隶属于中医之“偏头风”、“少阳经状

痛”之范畴。多年来, 笔者在临床实践中,应用针刺的方法,

独取患侧风池穴治疗偏头痛 42 例,取得满意效果, 现报导

如下:

1　一般资料

本组均系门诊病例, 其中男 11 例, 女 31 例; 年龄最小

26岁, 最大 52 岁; 发病时间最短 1 天,最长 3年余。

2　治疗方法

病人取伏案坐位,取患侧风池穴, 经常规消毒后, 以 2

寸毫针向鼻尖方向刺入 1. 0～1. 2 寸, 待得所气后, 施捻转

手法, 使针感沿少阳经上行并向颞部扩散以“气至病所”

(注:右风池顺时针捻转,左风池逆时针捻转, 反之则针感沿

少阳经上肩)。留针 30 分钟, 每 10 分钟间歇运针 1 次。

3　疗效标准

痊愈: 经治疗头痛及伴症完全消失, 半年随访未复发

者; 显效: 头痛及伴症明显减轻或头痛消失, 但半年内随访

复发者; 无效:头痛及伴症无明显改变者。

4　结果

42例病人经针刺治疗后,都获得即刻止痛, 其他伴症基

本消失。多数病人经 1～3 次治疗后痊愈, 其中一次性治愈

者 9 例, 占 21. 43% ;二次以上治愈者 24 例, 占 57. 14% ; 显

效者 9 例占 21. 43% ,总有效率 100%。

5　典型病便

刘某,女, 42岁, 工人。1994 年 10 月 4日就诊, 主诉左

侧头间断性跳痛伴恶心 4 日, 在家自服脑宁,维生素 B1 等

药物,疗效不显著,今来门诊要求针灸治疗。既往患者有头

痛病史及家族史。神经系统检查无阳性发现, 查 BP: 16/ 1

KPa, T CD(经颅多普勒)回报: 左中、前动脉痉挛,诊为偏头

痛,取穴左风池穴,按前述操作,经 1 次性治疗, 头痛等症状

消失,临床治愈, 半年后随访未复发。

6　讨论

1)经上述, 笔者认为风池穴对偏头痛具有特异性治疗

作用。该穴具有疏风通络,调气止痛之功效。

2)施术者以捻转手法意在行气, 使“气至病所”, 而无补

泻之谓,说明了针刺的调整作用, 亦证实先贤“经脉所过, 主

治所及“和”刺之要,气至而有效“精辟论述的临床效能。

3)结合现代医学认识。针刺发挥双向、良性的调整作

用,可能调节了 5- HT 对平滑肌的双相作用,减少了其向

细胞外液的渗出, 从而使血管的舒缩功能得以调节并趋于

稳定,或针刺刺激激活了人体某种体液的释放, 抑制了组织

胺,缓激肽, 血管弛缓激肽的作用, 提高动脉血管壁的痛阈

而产生止痛作用。现代研究已证实针刺可激发神经元的活

性,释放出多种神经介质, 如: 5- HT , OLS、Ach 等; 针刺具

有明确的抗组织胺作用。还有可能通过针刺调整对大脑皮

质功能发生影响,提高了下丘脑/间脑的兴奋阈, 抑制痛觉

的传递和感受, 达到缓解疼痛的效应。当然, 其针刺镇痛的

机制还有待于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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