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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经性偏头痛( menstrualmigraine,MM)是指与

女性月经周期密切相关的一种特殊类型的偏头痛,
其符合普通偏头痛发作的特点,好发于经前期或经

行期,且在既往连续 3 个月经周期中至少有 2 个周

期出现偏头痛,每次发作时间持续 4 ~ 72
 

h[1] 。 大多

数育龄期妇女在孕期停止发作,产后可复发,至围

绝经期逐渐减少或消失,其表现是一种反复发作的

偏侧的剧烈头痛,发作时常伴随头晕、恶心、呕吐、
畏光、畏声等症状[2-3] 。 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在我国

偏头痛的患病率为 9552 / 10 万,发病率为 797 / 10
万[4] 。 偏头痛的发作严重影响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MM 属于中医学中的“月经前后诸证”范畴,中医病

名为“经行头痛”,属于内伤头痛的一种。 生物全息

疗法为张颖清教授于 1973 年创立,其治疗原理为:
若人体的某一部位或器官有病,针刺或者按摩有压

痛反应或其他异常病理反应的穴位可以治疗这一

部位或器官的疾病。 该疗法在痛证领域运用广泛,
如偏头痛、胃痛、胁痛等,均可运用此疗法治疗,结
合针灸、耳穴压豆等中医传统疗法能提高疗效、扩
展应用范围。 百会压灸法由司徒玲教授创立,此疗

法对改善头部循环、舒张头部血管有一定作用。 笔

者(第一作者)跟师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发现,应用生

物全息疗法联合百会压灸法治疗 MM 效果显著,现
报告如下。
1　 血虚证

　 　 患者,女,30 岁,2021 年 11 月 20 日初诊。 主

诉:反复头痛 1 年余。 现病史:反复头痛,常于经前

或经期发作,头痛隐隐,经行后自行缓解。 头颅 CT
检查未见异常。 平素月经规律,周期 28 ~ 30

 

d,行经

3 ~ 4
 

d,经前乳房胀痛,经量偏少,经色淡红,伴神疲

乏力,纳可,心悸少寐。 其间未行诊治。 自述平时

工作强度大,饮食不规律,时常熬夜。 刻下症:头痛

隐隐,神疲乏力,纳差,寐差,二便调,舌淡,苔薄白,
脉细。 西医诊断:月经性偏头痛。 中医诊断:经行

头痛(血虚证)。 治法:益气补血,养血柔肝。 治疗

方法:1) 针刺治疗。 取穴:第二掌骨侧的头穴、胃

穴、肝穴(头穴位于第二掌骨远心端,足穴位于第二

掌骨近心端,二者中点为胃穴,胃穴与头穴中点为

肺心穴,肺心穴与胃穴连线中点即为肝穴)。 操作:
患者取仰卧位,穴位皮肤常规消毒,用 0. 25

 

mm ×
25

 

mm 毫针刺入 20 ~ 25
 

mm,以患者有酸胀感为度,
均直刺,行平补平泻法,得气后留针 30

 

min。 2)百

会压灸法:患者取坐位,医者先压平并固定穴位周

围头发,在百会穴上涂少量正红花油,将高约 1cm、
直径约 1. 5cm 的艾柱放置于百会穴,用线香点燃,
艾柱燃烧至底部时用压灸板直接将艾柱压灭,连续

操作 5 次。 两法联合,于经期前 1 周开始治疗,每天

1 次,连续治疗 3 个月经周期,随访 3 个月未复发。
按语:近年来,随着工作学习压力的增大,人们

的生活方式已发生改变,饮食不规律、熬夜等现象

比比皆是。 中医学认为,经行期气血下注于胞宫,
血海由满而溢,气血由盛而虚,加之患者长期熬夜,
致肝血无法正常回流,肝主藏血而司条达,故肝藏

血不足而致上荣不及,清窍失健,不荣则痛。 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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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之本,主化生气血,患者饮食不节导致脾胃失

调,气血生化乏源而致清窍失养,引发偏头痛。 本

案患者因长期高强度工作,致使气血耗伤,从而引

起气血不足、脏腑失调。 本病病位在头部,针刺第

二掌骨侧头穴体现了《黄帝内经》中“以痛为腧”的

原则。 胃穴所治涵盖了脾胃系统疾患,针刺胃穴可

助气血化生而复脾之运化,可调理脾胃。 肝主疏

泄,性喜条达,藏血而司血海。 女子以血为用,以肝

为本,故肝木之脏最为重要,经行头痛应从肝论

治[5] ,故选用针刺第二掌骨侧肝穴以调肝血、疏肝

气。 肝血得调,头部得以濡养,肝气疏泄,气血得以

运行,气血调畅则头痛乃愈。 百会穴位于巅顶,又
名“三阳五会”,针之可振复阳气、温通经脉、升清降

浊。 现代研究发现百会穴浅表分布丰富的神经和

血管,刺激百会对改善中枢神经功能及血液循环具

有调节作用[6] 。 配以独特的压灸方法,增加穴位刺

激量,加强艾灸疏通头部经络的功能。 百会压灸法

结合穴位、药物、艾灸三者功效,能达益气升阳、通
络止痛之功。 治疗 3 个月经周期后患者未发偏

头痛。
2　 血瘀证

　 　 患者,女,28 岁,2022 年 2 月 10 日初诊。 主诉:
反复一侧头部疼痛 6 个月余。 现病史:反复一侧头

部疼痛,常于经前 2
 

d 发作,呈刺痛,曾于外院行按

摩后自觉症状稍缓解。 头颅 CT 检查未见器质性改

变。 平素月经周期规律,周期 28 ~ 31
 

d,行经 5 ~
6

 

d,经前乳房、腰骶部酸胀痛,经量正常,经色暗红

伴少量血块,行经时伴小腹刺痛,经下痛减。 患者

经按摩后症状未见明显缓解,遂至广西中医药大学

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 刻下症:一侧头部刺痛,
纳可,寐差,二便调,舌暗有瘀点,苔薄白,脉弦细,
平素情绪抑郁。 西医诊断:月经性偏头痛。 中医诊

断:经行头痛(血瘀证)。 治法:活血化瘀,通络止

痛。 治疗方法:1)针刺治疗。 取穴:第二掌骨侧的

头穴、肝穴、腰穴、下腹穴(胃穴与足穴的连线分为

六等分,从胃穴端起的第三、四个分点即为腰穴和

下腹穴)。 操作:患者取仰卧位,穴位皮肤常规消

毒,用 0. 25
 

mm×25
 

mm 毫针针刺,刺入 20 ~ 25
 

mm,
以患者有酸胀感为度,均直刺,行捻转补泻法,得气

后留针 30
 

min。 2)百会压灸法:操作方法同案 1。

于月经前 1 周开始治疗,每天 1 次,连续治疗 3 个月

经周期,随访 3 个月未复发。
按语:《丹溪心法·六郁》云:“气血冲和,万病

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 《临证指南医案》 云:
“女子以肝为先天,阴性凝结,易于怫郁,郁则气滞

血亦滞。”本案患者平素情绪抑郁,肝喜条达而恶抑

郁,情绪抑郁易致肝失疏泄,疏泄失司则气滞,气滞

则影响血液正常运行而导致血瘀。 针刺头穴可疏

通头部经络,达通络止痛之功;针刺肝穴可疏肝解

郁、行气通滞。 因患者行经前腰骶部胀痛,腰为肾

之府,肾主藏精,肾精不足,不能充养脑髓,脑窍失

养故见头痛。 生物全息疗法中的腰穴既能疏通腰

部经络,又能补肾益精。 患者行经时小腹刺痛,小
腹为胞宫所在之处,针刺下腹穴可治疗女性生殖系

统疾患。 针刺头穴、肝穴、腰穴、下腹穴与百会压灸

法相结合,能上调头部经络气血运行,下调脏腑功

能气血,治疗 3 个月经周期后患者无偏头痛发作,
月经色红无血块,行经时无小腹刺痛。
3　 痰浊上扰证

　 　 患者,女,35 岁,2022 年 4 月 20 日初诊。 主诉:
反复头部隐痛 2 年余。 现病史:反复头部隐痛,常

于经行期发作,发作时伴头晕,呈昏沉感,恶心欲

吐,曾于外院行头颅 CT 未见异常,予眩晕宁片口服

后头晕稍缓解。 平素月经周期不规律,周期 28 ~
45

 

d,行经 4 ~ 6
 

d,经量正常,经色鲜红,行经时伴小

腹隐痛。 现患者服用眩晕宁片后头痛未见缓解,遂

至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就诊。 刻下

症:头部疼痛,伴头晕、恶心欲吐,纳呆,寐可,小便

调,大便溏烂,舌胖、边有齿痕,苔白腻,脉滑。 患者

形体肥胖,平素喜食肥甘厚腻之品。 西医诊断:月

经性偏头痛。 中医诊断:经行头痛(痰浊上扰证)。
治法:健脾化湿。 治疗方法:1)针刺治疗。 取穴:第
二掌骨侧的头穴、胃穴、肺心穴、下腹穴(头穴位于

第二掌骨远心端,足穴位于第二掌骨近心端,二者

中点为胃穴,胃穴与头穴中点为肺心穴,胃穴与足

穴的连线分为六等分,从胃穴端起的第四个分点即

为下腹穴)。 操作方法同案 1。 2)百会压灸法:操作

方法同案 1。 于月经前 1 周开始治疗,每天 1 次,连
续治疗 3 个月经周期,随访 3 个月未复发。

按语:脾主运化,调节水液代谢。 患者形体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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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肥人多痰,加之喜食肥甘厚味之品,长期则损伤

脾胃,脾胃运化失司,津液输布失常,水湿内停,久
而聚湿成痰,阻滞中焦,可见恶心欲吐、纳呆;湿阻

中焦致气机不畅,浊阴不得降,痰湿随气上犯,蒙蔽

清窍而发偏头痛。 肺为华盖,主通调水道、布散津

液,故本案选胃穴结合肺心穴以运化痰湿、调节津

液输布。 选取头穴与下腹穴可使气至病所,缓解头

痛及小腹隐痛。 结合独特的百会压灸法奏通窍活

络之功。 治疗 3 个月经周期后患者无经行期头部

隐痛,无头晕、恶心欲吐等不适症状,大便正常。
4　 小　 　 结

　 　 现代医学认为,MM 相当于经前期综合征,目前

关于 MM 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主要与社会因

素、雌激素[7] 、前列腺素[8] 、镁[9] 和遗传因素[10] 相

关。 临床治疗多选用非甾体类、曲坦类、麦角胺类

药物,但药物毒副作用明显,且复发率高[3] 。 中医

学关于经行头痛的记载最早见于清代张璐的《张氏

医通》:“每遇经行辄头痛,气满,心下怔忡,食之减

少,肌肤不泽,此痰湿为患也,二陈汤加当归、炮姜、
肉桂。”中医学对于经行头痛的治疗具有明显的优

势。 针灸是治疗偏头痛的有效疗法,具有操作简

便、疗效显著、不良反应小的特点[11] 。 本病可分为

虚实两证,虚证属不荣则痛,阴血不足是经行期头

痛发作的基础[12-13] 。 经前期经血下注冲任血海,全
身阴血相对不足;经行期血海由满而溢,由盛而虚,
气血变化急骤;经后期经血外泄,阴血更加不足,无
法上荣清窍而诱发头痛。 实证属不通则痛,经行期

肝阴不足无以制约肝阳而致气、痰、瘀上逆,壅阻脑

络而诱发头痛。 中医学认为经行头痛发生于行经

前后,其主要病机乃气血为病,故治疗主要从气血

论治[14] 。 文中 3 则验案均采用生物全息疗法结合

百会压灸法从脏腑、经络、气血等多方面治疗经行

头痛,疗效显著,可为 MM 的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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