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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针治疗紧张性头痛59例

●苏巧珍。 连新福 杨志敏雒晓东

摘要 目的：探讨平衡针治疗紧张性头痛的疗效。方法：采用小样本自身前后对照的方法，分别

于治疗前后对患者的头痛情况进行评定。结果：患者平衡针治疗后1周，总有效率100％；3个月时再次

评定，总有效率96．61％；6个月时再次评定，有10例复发。结论：平衡针治疗紧张性头痛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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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性头痛(tension．type

headache，，ITrH)是临床最常见的一

种头痛类型，其患病率高于偏头

痛，约占门诊头痛总病人数的1／2。

紧张型头痛的临床特征是头部呈

现无搏动性钝痛，部位在顶、颞、额

及枕部，有时几个部位都出现疼

痛。头痛的程度属轻度或中度，不

因体力活动而加重，常主诉头顶重

压发紧感或头部带样箍紧感，另在

枕颈部发紧僵硬，转颈时尤为明

显，无畏光或畏声。笔者在近来用

平衡针治疗紧张性头痛，取得了满

意的疗效，现将所获59例病例报

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共观察59例，来

源于广东省中医院神经科门诊病

人，所有患者均符合1998年国际

头痛协会制订的头面部疼痛分类

诊断标准中紧张性头痛的标准¨]，

所有患者均完整参加整个试验，无

脱落或中止。其中男性23例，女

性36例。年龄最小为23岁，最大

为59岁，平均年龄36．8岁。病程

6个月到5年不等。该59例患者

皆经检查无严重的器质性病变。

1．2治疗方法59例患者除基

础疾病的治疗外，全部未使用止痛

药或中药治疗头痛。针刺手法：全

部采用平衡针要求的手法，取穴：

升提、双侧颈痛穴、双侧胸痛穴、双

肩痛穴、双头痛穴。疗程：每日一

次，5天为一疗程。

1．3疗效评定

1．3．1 头痛程度分级按发作时

头痛程度及对日常生活、工作的影

响分级心J：0级一无头痛；I级(轻

度头痛)一发作时头痛较轻微，不

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II级(中度

头痛)一发作时头痛较重，影响13

常生活和工作；m级(重度头痛)一

发作时头痛严重，不能坚持日常生

活和工作，甚至被迫卧床。为精确

划分头痛程度，进一步采用数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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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法，即0—10代表不同程度疼

痛：O为无痛，1—3为轻度头痛，4

—6为中度头痛，7—9为重度头

痛，lO为最剧烈疼痛。

1．3．2疗效评定标准 以治疗前

3个月发作情况作为基础值，将治

疗后头痛发作情况与其作比较。

指标有TTH发作频率、发作持续

时间、发作严重程度、使用止痛药

物情况及治疗引起的不良反应。

根据发作频率、持续时间、严重程

度的改善情况分为：①显效：上述

指标好转大于50％；②有效：上述

指标好转大于25％；③无效：上述

指标好转小于25％。所有患者于

治疗前及治疗后1周、3个月、半

年分别评定一次。

2 结果

59例患者中，其中3例患者仅

治疗1次头痛即消失，11例患者治

疗3次即头痛消失，未再治疗。治

疗后l周评定，59例患者治疗后显

效35例，有效24例，总有效率

100％。3个月时再次评定，显效

30例，有效27例，无效2例，总有

效率96．61％；6个月时再次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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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10例复发，且再次予平衡针治

疗依然有效。

3 讨论

平衡针最大的特点是通过刺

激效应的反馈原理，刺激穴位来激

发与调节机体各系统，增强机体内

抗病能力，使机体失衡状态得以纠

正，从而达到自己治自己的病，即

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调整。

平衡针法以独特强烈感传兴奋大

脑皮层，促使其对能量和痛阈进行

重新分配和调整，抑制患处大脑皮

层相应区域兴奋性，增加自我调

控、修复机能；破坏疾病“稳态”，唤

醒、强化人体自愈的潜能，通过上

病下取、左病右取的良性刺激，激

发了脊髓内镇痛系统闸门控制功

能和脑内镇痛系统，诱发了吗啡受

体、类吗啡样物质释放；降低了痛

阈，提高阈值，减轻了水肿和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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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的出现，一次性完成了“镇痛

效应一应激效应一免疫效应一内

分泌效应”。一般采用病在上取之

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左取之右，

病在右取之左的取穴治疗方法。

紧张性头痛以头部紧箍感为

主，多伴颈肩部酸痛不适，该类患

者多有胸闷不舒的感觉，体格检查

发现患者多颈肩部肌肉僵硬感明

显，通过针刺双侧颈痛穴、双肩痛

穴，使颈肩部紧张的肌肉得到迅速

缓解，针刺双头痛穴后患者头痛明

显减轻，而针刺胸痛穴有调节植物

神经功能的作用，使患者郁滞的气

机得以疏通，针刺后患者当时即有

一种明显放松的感觉。我们通过

I临床观察认为，平衡针针刺确有调

节神经，解除肌肉痉挛，从而使气

血调和、经络通畅等作用，而气血

运行则疼痛消失。在本试验的观

趣谈中药里的“药名戏”

察过程中，出现随时间的延长而效

应下降的情况，考虑可能和患者头

痛的诱发因素未解除有关，使局部

再次出现气血不通而发病。本试

验通过平衡针法针刺治疗紧张性

头痛，疗效迅速，疗程短，病人的痛

苦少，不留针，且维持时间较长，取

得了满意的疗效，适合现代人快节

奏的生活，减少了患者长期服药的

经济负担，避免了药物的不良反应

发生，其效果明显，且取穴少，简单

易行，经济实用，见效迅速，治愈率

高，疗效显著，无副作用，值得推广

和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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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戏剧艺术中，“药名戏”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文艺形式。它巧妙地把中药名称和药物性能及疗效，运用戏曲中的

“生、旦、净、末、丑”等角色行当加以编排，使药物人格化。

谈起“药名戏”，自然要说到汤显祖和他的《牡丹亭》。汤显祖2l岁中进士，官及太常寺博士、礼部主事等职，因得罪

了上司连连遭贬，他向朝廷辞官，以平民身份潜入百姓之间，过着自由自在的日子。一日，汤显祖患病，慕名到邻县婺州

义乌求医朱丹溪，并在朱丹溪书案中看到由中药名称组成的一段故事。

“在牡丹亭边，常山红娘子，貌若天仙，巧遇推车郎于芍药亭畔，在牡丹花下一见钟情，托金银花牵线，白头翁为媒，路

路通顺，择八月兰开吉日成婚，设芙蓉帐，结并蒂莲，合欢久之，成大腹皮矣，生大力子，有远老，持大戟，平木贼，诛草寇，

破刘寄奴，有十大功劳，当归朝，封大将军之职。”

故事中巧借24味中药名称，描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美好姻缘。汤显祖阅后“灵感”大发．以这个故事为线索进行构思，

48岁的他终于完成了《牡丹亭》这部传唱不衰的作品。

无独有偶，清代文学家蒲松龄，以中药名写的剧本《草木传》更是一部趣味性、通俗性、科学性的科普著作。如老

生扮甘草上场日：“我姓甘名草，性平温和，善调诸药，也解百毒，万古流传，惟有那大戟、甘遂、莞花、海藻四人性最烈，

与我不投”。这一段道白，向人们介绍了甘草的药性、功能及其配伍禁忌。再如“清肺汤”一折戏写道：“那日在天门冬

前，麦门冬后，摇了摇马兜铃，忽然闪出两个妇人：一人叫知母，头戴一枝旋覆花，抹着一脸天花粉；一个叫贝母，头戴一

株款冬花，抹着一脸元明粉。挪着三寸金莲来索取治咳奇方。黄芪抬头一望，哪知两位妇人的头、面部都是止咳奇药，

我何不凑上一包马兜铃，让他热咳气喘一并治好，也落个良医好名。”这段表白惟妙惟肖，富于情趣，可见蒲松龄对中

药有很深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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