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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性偏头痛的中医药治疗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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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性偏头痛$

0/?GH2I=4 0>@2=>?/

"

++

%是临

床常见的偏头痛类型"是指发病与月经周期密切相关

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偏头痛' 该疾病症状重"易反复"且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

年国际头痛疾病分类第

%

版(

(&JC

$

%

$

1/H=

%)诊断附录(

#

)将其作为偏头痛的

一个亚型单独列出' 明确其定义为头痛发生在月经前

!

天到月经发生后
%

天&连续
%

个月经周期中至少有

!

个周期头痛发作&在月经周期的其他时间也有偏头

痛发作的一种无先兆偏头痛'

++

发病机制不明' 流行病学调查表明"女性偏

头痛患者中"

++

占
8"K

(

!

)

' 同其他时候出现的偏头

痛相比"

++

持续时间更长*症状更严重*对治疗反应

更差*更容易复发"并且对患者生活*工作的影响更

大(

%

)

' 有研究表明"

:"K

的偏头痛患者在头痛时严重

失能"甚至有时需要卧床休息(

6

)

' 目前认为其主要与

雌激素*前列腺素$

L2-GH=@4=?M>?

"

NO

%和遗传因素等

有密切关系"现综述如下'

#

"雌激素

有研究发现
++

与雌激素水平的波动有关"当体

内雌激素水平降低到一定程度可引发偏头痛(

:

)

"补充

雌激素可控制*预防偏头痛发生(

8

)

' 雌激素水平变化

引起月经期偏头痛的病理生理机制目前认为有以下几

个方面#$

#

%通过诱导一氧化氮的合成和释放调节血

管张力&$

!

%影响三叉神经节的基因表达及信号转导&

$

%

%调节
:

#羟色胺的合成和代谢&$

6

%通过调节中枢

神经系统阿片类递质系统(

7

)

'

!

"

NO

近年来就
NO

在月经周期性偏头痛发作中所起的

作用也逐渐受到重视"

NO

是一种血管舒缩剂"低浓度

时可导致血管收缩"高浓度时导致血管扩张' 有研究

认为女性经期
NO

合成显著增加"因而月经期易患偏

头痛(

$

)

'

NO

可增强
P

$氨基丁酸$

OQRQ

%动能系统

的作用"抑制神经系统的活动"调节雌激素对中枢神经

系统的作用(

;

)

'

%

"遗传学因素

另有研究表明"

++

发病具有一定遗传学基础"

&-4G-? ,'

等(

#"

)研究定位于
8S!:

!

#

染色体雌激素

受体
#

基因"发现雌激素受体
#O:;6Q

多态性是导致

偏头痛易感的因素之一'

此外"动物实验表明降钙素基因相关肽$

B=4B>H-

$

?>? @/?/ 2/4=H/M L/LH>M/

"

&OTN

%*多巴胺等在偏头

痛发病环节中也具有重要作用(

##

)

' 可见
++

的病理

机制都是由于多种因素导致患者颅内外血管舒缩功能

改变而致头痛发作'

6

"中医学对
++

的认识

++

与中医学中的+经行头痛,相对应(

#!

)

' 经行

头痛是指每值经期或行经前后"周期性地出现以头痛

为主要症状的病症' 头为+诸阳之会,*+清阳之府,'

五脏六腑之气皆上荣于头"气血充盈"阴阳升降如常"

则无头痛之虑' 若气血*阴精不足"经行之际"气血更

虚"清窍失养"或气血瘀滞*阻于脑络"或郁火偏旺"值

经期冲气上逆"清阳受扰"脉络不通"均引起头痛' 常

见证型有肝火旺盛*气滞血瘀*气血亏虚(

#%

)

' 清代张

璐的-张氏医通.有+经行辄头痛,的记载"对其病因"

张璐认为是+痰湿为患,"并以二陈汤加当归*炮姜*肉

桂治之' 清代傅山提出该病病机为情志不畅*肝气不

疏致气机阻滞*瘀血内停"值经行时阴血下聚"冲气夹

瘀血上逆"脑络阻滞故头痛"并在-傅青主女科.中记

载到#+经欲行而肝不应"则拂其气而痛生,'

:

"治疗现状

:

!

#

"西医治疗现状

++

的西医治疗包括急性期药物治疗*短期及长

期预防性治疗' 急性期药物治疗#几乎所有应用于偏

头痛急性发作的治疗都对
++

有良好的疗效"包括非

甾体类抗炎药*咖啡因*麦角类衍生物*曲坦类药物以

及缓解恶心*呕吐症状的对症治疗(

#6

)

' 预防性治疗包

括短期预防性治疗及长期预防性治疗"短期治疗研究

报道较多"有治疗证据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曲普

坦类*镁剂及激素替代治疗"而长期预防性治疗目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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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这方面的研究证据(

#:

)

' 西医治疗临床上虽取得

一定疗效"但不良反应大"复发率高"远期疗效欠佳'

:

!

!

"中医药治疗现状

:

!

!

!

#

"中药治疗现状

目前"有临床报道中药治疗
++

的疗效"治疗思

路众多' 王嘉琪等(

#8

)认为本病与肝密切相关"治疗应

注重调肝"辅以活血"使气顺则头痛自止"血行则肝风

自灭"自拟清肝活血汤' 药用羚羊角
6 @

"钩藤
; @

红花
#: @

"菊花
; @

"柴胡
#! @

"川芎
#: @

"赤芍

#: @

"茯神
; @

"丹参
#" @

"生甘草
8 @

"并随证加

减"分早*晚温服"每个月经周期为
#

个疗程"经前
#

周

用药
8

剂' 经治疗
%

个疗程后总有效率
;:K

' 冯

欢(

#7

)运用自拟加味四物汤$熟地
#: @

"当归
#: @

白芷
#: @

"天麻
#: @

"川芎
#: U%" @

"玄胡索
#: U

%" @

"全蝎
: @

"蜈蚣
!

条%"并随证加减"治疗经行

头痛
!#

例"有效率为
#""K

' 凌霞教授认为经行头痛

多为肝肾阴虚所致"故用自拟滋肾养肝止痛中药方

$组方#女贞子
!: @

"石决明
#: @

"麦冬
#: @

合欢皮

#: @

"川牛膝
#: @

"黄芩
#: @

"牡丹皮
#: @

黄精
#: @

"菊花
#: @

"藁本
#" @

"羌活
#" @

"川芎

#" @

%治疗经行头痛"有效率为
;%

!

%K

(

#$

)

' 魏绍斌教

授认为其为肝郁气滞*精血亏虚"采用四逆四物汤加减

疏肝理气*补血填精治疗"临床亦有较好疗效(

#;

)

'

由于
++

的临床证型多样"多种处方并存"无统

一的规范"但各种处方的疗效机制的研究较少"为进一

步探究中药作用机制带来一定的困难'

:

!

!

!

!

"针刺治疗现状

有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评价证实"针刺治疗

偏头痛的疗效主要体现在缓解疼痛"减少疼痛发作频

次和持续时间"减少药物依赖"防止复发等方面"同时

在改善患者的睡眠和情绪等伴随症状方面也有一定优

势"且无药物治疗的不良反应(

!"

#

!6

)

'

黄卫强等(

!:

)运用针刺结合刺络放血疗法"辨证取

穴"针刺结束后在患侧颈*额*颞部找寻显露的瘀络"或

直接选用太阳*阳白*印堂*风池穴"点刺出血至自然止

血"治疗
68

例
++

有效率为
$8

!

;K

' 陈丽娜等(

!8

)施

平衡针刺法"主穴取头痛穴"配以颈痛穴*胸痛穴"疗效

优于口服西乐葆' 李春晖等(

!7

)以百会*神庭*本神*率

谷透角孙*风池"配月经前治疗穴位#大赫*中极*归来*

三阴交预防
++

"治疗
!

个月后可减轻其发作严重程度

和发作天数"有效率为
78

!

:8K

' 刘芳荣(

!$

)将
8"

例患

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 治疗组用针刺治疗"取太

冲*合谷*头维*太阳*率谷*阿是穴并辨证加减"对照组

采用阿司匹林治疗"治疗结束后"治疗组总有效率

$%

!

%K

"对照组总有效率
78

!

8K

' 刘志霞(

!;

)选取太

阳*角孙*率谷*百会*后顶*风池*合谷*太冲*三阴交*涌

泉等穴治疗经行头痛
%"

例"下次月经来潮前
%

日进行

治疗"每日
#

次"至月经干净为止"

%

个周期后"有效率

为
;%

!

%%K

' 张会莲等(

%"

)运用刺络放血法治疗经行头

痛"取患者双侧肝俞*膈俞*心俞"用一次性注射器针头

散刺
! U%

针后用闪火法将玻璃罐吸附在穴位上"留罐

: 0>?

左右"使拔罐部位出血约
# U% 0V

'每月经行前
#

周开始刺络放血治疗"

%

个月经周期为
#

个疗程"连续

治疗
!

个疗程后"有效率为
$7

!

$K

' 王成果等(

%#

)采用

针刺与西比灵对照' 治疗组针刺风池及
:

*

7

*

;

*

##

*

#6

华佗夹脊穴' 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7K

'

从现代医学神经生理学角度分析针刺镇痛机制"

主要表现为针刺对神经递质以及神经系统两方面的影

响(

%!

)

' 针刺治疗可以通过调节引起头痛的神经递质

含量"起到一定的镇痛效果"如调节
N

物质$

WN

%*内

皮素*神经肽
P

*

&OTN

以及血小板活化因子*

8

#酮#

前列腺素
X

#

和血栓烷
R

!

等的含量(

%%

"

%6

)

' 针剌疗法还

能通过调节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阻断交感神经系统

的不稳定性"从而使血管舒缩功能够得以恢复正常"并

可以及时地解除分支动脉的痉挛"从而使局部血氧供应

恢复正常"通过改善微循环"疏通经络以祛除头痛' 针

刺三阴交穴可调整脏腑功能"扶助正气"增强机体的免

疫功能"并能提高痛阈"降低痛觉敏感性"具有较好的镇

痛效果(

%:

)

' 针刺三阴交等穴"还可以提高脑组织的血

氧饱和度"使局部脑血流量有不同程度的改善'

++

目前机制不明"目前还缺乏高质量的证据证

明中医药对该病的临床疗效' 故期待更多规范的*高

质量的临床$实验%研究"为中医药治疗该病提供客观

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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