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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头痛是一种反复发作且缓慢加重的神经血管功能障碍性

头痛，常常表现为单侧或双侧的头痛并伴有恶心、呕吐、烦躁

不安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给家庭带来负担。
相对于西药的高依赖性和高副作用，针灸治疗副作用小，而且

经济有效，被人们广泛接受。
方剑乔教授是国家级名老中医、浙江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

生导师、浙江省针灸学会会长，从事针灸的教学、科研和临床

工作二十余载，学识渊博。方教授擅长治疗临床上诸多疑难杂

症，尤其是对于疼痛类疾病的治疗经验丰富，且疗效显著。笔

者有幸跟师学习，收获颇丰，现将方教授治疗偏头痛的经验介

绍如下。
1 病因病机

历代文献中对偏头痛有着不同的命名，如“头风”“偏头

风”“风头痛”等。由于偏头痛发病形式多样，而且病程绵

长、反复、顽固，中医古籍对于其病因病机的记述颇多。《金

匾翼》云：“偏头痛者，由风邪客于阳经……久而不已，故谓

3 临证思考

沈老师临证中，喜从脉论治，脉象往往能客观地反映患者

的真正征象。脉象亦顺应四时之象，春季阳气升发，脉来柔和

通利而非刚紧如弦，而肿瘤患者升发之气较常人弱，易郁、易

折；夏季阳气昌盛，脉来洪大而盛，来盛去衰，而肿瘤患者脉

常偏弱，易湿困、气阴两虚；秋季收敛阳气，脉轻按可得，重

按稍浮，而肿瘤患者常见脉涩、结，易燥热内结，腑气不通；

冬季阳气闭藏，故重按始得，脉沉而弱，而肿瘤患者脉常虚

浮，沉而无力，易湿浊内蕴、虚阳浮越。从脉象掌握患者病

情，分析患者“六复”之因，开导患者内心之郁，中药调整机

体之阴阳，助患者恢复健康。
肿瘤复发转移与诸多因素相关，其治疗离不开手术、放化

疗、生物免疫、靶向、物理和中医中药等。肿瘤患者的康复与

疾病程度和肿瘤性质以及治疗的得当与否有着密切的关系。但

从肿瘤治疗近百年的历史来看，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早

期发现早期治疗仍然是关键，而中医中药的治疗应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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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偏头痛。”又如《诸病源候论·头面风候》云：“头面风者，

是体虚，诸阳经脉为阳邪所乘也。诸阳经脉，上走于头面，运

动劳役，阳气发泄，腠理并而受风，谓之首风。病状头面多汗

恶风，病甚则头痛。”《类证治裁·头风》曰：“风邪上干，新

感为头痛，深久则为头风。”《证治准绳》曰：“病头痛者，

凡此皆脏腑经脉之气逆上，逆乱于头之清道，致其不得运行，

壅遏精髓而痛者也。”方教授总结历代医家的论述以及自己多

年的临床经验，认为偏头痛的病因病机主要分外感和内伤两

类，在外感的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中，以风邪为主，风为百病

之长，易夹寒、夹热、夹湿，侵袭头部而致头痛。在内伤中，

与肝的关系最为密切，肝失疏泄，肝气上逆，则上冲于脑而引

发头痛；或肝气亏虚，气机失调，至中气不足，清阳不升，浊

阴不降，清窍不利，而发为头痛；亦或肝阴不足，阴不潜阳，

水不涵木，引发内风旋动，致头痛眩晕。
2 治疗方法

2.1 巨刺为先，远近相配 巨刺法始载于《灵枢·官针》篇，

其治病原理见于《素问·调经论》：“病在于左，而右脉病者，

巨刺之。”王冰也有“巨刺者，刺经脉，左痛刺右，右痛刺

左”。至于针刺方法则见于《素问·谬刺论》：“邪客于经，左

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

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经，非络脉也。”方教授通过临床

与实验研究发现[1]，人体经脉气血相互流通，经脉之气相互交

叉并能够左右相互贯通，当人体经脉气血失调，引起一侧经脉

阻塞不通，或者邪气侵入阻滞经络之传导而引起“不通则痛”
时，可运用左侧经脉有病取右侧经脉腧穴治疗的方法；同理，

右侧经脉有病，亦可取左侧经脉上腧穴进行治疗。所以，方教

授在治疗偏头痛时，取穴以患侧局部的太阳、头临泣、头维、
率谷、风池、阿是穴等，配合健侧远端的外关、合谷、足三

里、太冲等穴位。
2.2 电针镇痛，合理参数 方教授长期从事电针镇痛研究，

认为不同频率的电针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内源性阿片肽，从而

起到镇痛的作用。2 Hz 的电针能够引起脑啡肽、内啡肽、内

吗啡肽的释放，能够起到长效镇痛作用；100 Hz 的电针能够

引 起 强 啡 肽 的 释 放 ， 从 而 达 到 短 期 而 有 效 的 镇 痛 作 用 ；

2/100Hz(2 Hz 与 100 Hz 交替出现的疏密波)的电针能够释放以

上 4 种阿片肽，产生持续性的镇痛作用[2]。因此，方教授强调

临床上只有合理运用电针，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电针治

疗偏头痛，应该遵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当

处于急性发作期，先以 100 Hz 电针治疗 30 min，缓解疼痛后

频率改为 2/100 Hz，以达到长效的镇痛效果；若处于缓解期，

电针参数为 2/100 Hz，持续 30 min，以维持镇痛的长效性和

稳定性。
2.3 刺络拔罐，通络止痛 刺络拔罐法具有活血行气、通经

活络的功效。方教授认为偏头痛病因虽分为外感和内伤，然其

皆可致气血经络痹阻，“不通则痛”，运用刺络拔罐法可祛瘀

滞、通经络，起到“通则不痛”的作用。现代研究发现刺络

放血能够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具有加快血液运行的效果 [3]。
因此，可以在头部疼痛的部位施以梅花针叩刺，接着拔罐将

瘀血吸出。
3 病案举例

杨某，女，35 岁，2015 年 6 月 30 日初诊。主诉：左侧

头部剧烈疼痛 3 天。现病史：患者自诉 3 天前因受风后出现

左侧头部疼痛，疼痛呈持续性、抽动性，且疼痛连及巅顶，疼

痛难忍，夜寐不安，曾至他院就诊，予以加巴喷丁等药物治

疗，未见明显效果，遂来本院就诊。症见：患者表情痛苦，自

觉左侧头痛剧烈，呈搏动性，难以说话、行走，舌淡、苔白，

脉弦细。外感风邪，入少阳胆经，以致气血经络痹阻，不通则

痛。诊断：偏头痛。治则：疏风驱邪，通经止痛。治疗：取患

侧的翳风、曲池、头维、百会、头临泣、率谷、太阳，健侧的

合谷、外关、太冲、三阴交。针刺得气后，在合谷与外关处接

1 对电极，参数为 100 Hz、2 mA，治疗 30 min 后，在局部阿

是穴上接 1 对电极，参数设置为 2/100 Hz，2 mA， 时 间

30 min。起针后，用梅花针叩刺左侧头部痛点处，使其微微出

血，拔罐并留置 10 min。治疗结束后，患者表情恢复平静，

症状得到明显的改善。二诊治疗后，仅偶有疼痛感，且发作间

隔时间较长。三诊后，症状消失，表情自然，未再发作。
按：中医学认为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腑，凡五脏六腑清

阳之气皆上注于头部，故无论外感六淫之邪，亦或是内伤诸

疾，皆可导致偏头痛的发生。本案例患者受风后出现左侧头部

疼痛，呈抽动性，乃是由于外感风邪所致，侵袭足少阳胆经，

从而导致经络痹阻。因此，治疗上以疏风驱邪，通经止痛为原

则。选用翳风、曲池以达到驱散风邪之效，局部取头维、百

会、头临泣、率谷、太阳，同时辅以健侧合谷、外关、太冲、
三阴交等穴位发挥通络止痛之功效。该患者来时头痛剧烈，且

难以忍受，因此选择不同参数电针，先以 100 Hz 电针为主，

发挥其即刻镇痛功效，后切换为 2/100 Hz 以维持其镇痛效果，

最后，以梅花针扣刺放出少量的血液，加强疏经通络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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