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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血管神经性头痛发病率逐年提高并且趋于年轻化。中医药对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治疗具有非常突出的优势和潜力，疗

效好、不良反应少、作用全面，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此中医药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的研究日益增多。对近年来有关血管神

经性头痛的研究进行综述，分析总结了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治疗药物，为治疗该病药物的研究与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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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管神经性头痛是由于颅内外血管、神经调节

障碍而引起的反复发作的阵发性头痛，包括血管性

头痛和神经性头痛[1]。由于临床上既具有血管性疾

病的特点，又具有神经性头痛的临床表现，不易区

别，故统称为血管神经性头痛[2]。血管神经性头痛

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以起病突然、痛势较剧、

反复发作、病程缠绵、经久难愈为特点。 
近年来，血管神经性头痛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

且趋于年轻化，以 25～29 岁患者居多。其发作多由

血管舒缩功能异常引起，往往给患者的工作和生活

带来很大的痛苦。目前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治疗方法

层出不穷，有西药和中药治疗法，还有针灸、推拿

按摩、穴位注射、刺血疗法、高压吸氧、血磁疗法、

手术切断颈交感神经、结扎颅外血管和星状神经节

阻滞等治疗法，以及中西医结合疗法、针药结合法

等。西医治疗多采用对症处理，如镇痛、镇静、激

素或非激素类抗炎药物及手术治疗，但疗效均不理

想，易反复发作，随用药时间延长，化学药不良反

应多，疗效减退，甚至有不能耐受者，难以祛除病根。 

血管神经性头痛在传统中医学中属于头痛、头

风、脑风、偏头痛等范畴。祖国医学认为，血管神

经性头痛多属中医内伤头痛，风、寒、湿、热、瘀、

痰均可成为病因，但一致认为“瘀血阻络”是本病

的主要发病因素[3]。现代医学认为，该病的病因与

遗传因素、血管因素、血液流变学及递质类因素、

内分泌因素、物理因素、神经精神因素等多种因素

有关[4]。中医药对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治疗有非常突

出的优势和潜力，疗效好、不良反应少、作用全面。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辨证灵活、治法

多样、疗效显著，展现出广阔的前景，临床上也取

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现将中医药治疗血管神经性

头痛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中药复方 

中药复方包括中成药和中药汤剂，治疗血管神

经性头痛显示出很好的疗效。中药复方可以通过配

伍、随症加减，从多角度、多层次灵活调节，充分

利用其多途径、多靶点的整合效应，既能针对病症

加以治疗，又能改善身体的整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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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中成药 
目前，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的中成药很多，临

床上均显示出一定的疗效，如养血清脑颗粒、太极

通天口服液、头痛宁胶囊、愈风宁心片、镇痛宁颗

粒、通窍灵胶囊等都是常用的中成药。 
1.1.1  养血清脑颗粒  养血清脑颗粒是由当归、川

芎、熟地、白芍、决明子、鸡血藤、珍珠母等十几

味中药组成的复方制剂[5]，方中当归、川芎活血化

瘀通络；熟地养血滋阴补肾；珍珠母、决明子平肝

熄风止痉。全方合用，能养血滋阴、活血通络、平

肝潜阳，使脑窍得养，头痛得消。现代药理研究认

为，养血清脑颗粒具有扩张脑血管，增加脑血流，

改善脑缺血缺氧状况，缓解脑血管痉挛，从而迅速

有效解除头痛；同时还可降低血黏度，抑制血小板

聚集，减少脑血栓形成。 
胡耀春[6]用养血清脑颗粒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

63 例，总有效率 95.4%，与麦角胺片（总有效率

81.0%）比较，疗效显著，而且无明显不良反应。

黄静[7]采用养血清脑颗粒治疗血管性头痛，以西比

灵或尼莫地平为对照，治疗组总有效率 96.3%，远

期疗效亦明显优于对照组。谢正凯等[8]用养血清脑

颗粒治疗血管性头痛 36 例，以镇脑宁胶囊为对照，

中青年患者治疗组总有效率 93.3%，疗效明显优于

对照组，且女性疗效明显优于男性。该药具有使用

方便、疗效肯定、价格适中、不良反应较少等优点，

值得推广使用。 
1.1.2  太极通天口服液  太极通天口服液主要由

川芎、赤芍、天麻、羌活、白芷、细辛、菊花、薄

荷、防风、茶叶、甘草组成，具有活血化瘀、祛风

止痛、平肝熄风的功效。对于减轻或消除血管性头

痛及其伴随临床表现、降低血小板聚积、改善头部

和甲皱微循环等具有显著效果，未发现有不良反

应，是一种高效且安全的中药制剂。胡燕琴等[9]将

92 例血管性头痛患者分为治疗组（52 例，口服太

极通天口服液）与对照组（40 例，口服颅痛定），

结果治疗组、对照组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0.38%、

75.00%（P＜0.05）。治疗组的止痛效果、每次头痛

持续时间、每月头痛发作次数、头痛伴随症状等改

善较对照组显著。太极通天口服液具有服用方便、

不良反应小、临床疗效明显等优点，可在临床广泛

推广应用。 
1.1.3  头痛宁胶囊  头痛宁胶囊具有平肝潜阳、活

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胡建奎等[10]用头痛宁胶囊

治疗血管性头痛患者 100 例，总有效率达 92%，尼

莫地平作为对照，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P＜0.01）。
李存玲等[11]用头痛宁胶囊治疗血管性头痛患者，总

有效率为 95%，显效率 48.33%。头痛宁胶囊临床应

用未见胃肠道反应、过敏反应等不良反应，故其对

于血管性头痛，特别是肝阳上亢、瘀血阻络型头痛

疗效显著。 
1.1.4  愈风宁心滴丸和愈风宁心片  愈风宁心滴

丸和愈风宁心片治疗神经性头痛疗效确切，具有通

窍活血、愈风止痛的功效，而且二者治疗作用相当，

不良反应小。愈风宁心滴丸主要药物为葛根，能解

痉止痛、增强脑及冠脉血流量，活血化瘀的作用明

显，是临床治疗神经性头痛的常用药物。二者治疗

神经性头痛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5%、91.6%[12]。张

锋等[13]用愈风宁心片治疗神经性头痛，以镇脑宁胶

囊为对照，治疗组痊愈 23 例，显效 33 例，有效 21
例，无效 7 例，总有效率 91.67%。 
1.1.5  镇痛宁颗粒  镇痛宁颗粒是在多年临床经

验基础上筛选的中药复方制剂，有活血化瘀、通络

止痛的功效，主要用于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临床

疗效显著，对物理、化学刺激所致疼痛均有明显的

镇痛作用[14]。镇痛宁颗粒中川芎、延胡索祛风止痛、

行气开郁，共为主药；白芷、羌活、藁本散寒祛风、

胜湿止痛，有助主药祛风止痛，治疗各部位头痛，

共为辅药；白芍助当归养血敛阴，丹参祛瘀除烦，

三药活血补血、养心安神，又可缓和主辅药的升散

燥烈之性，以防伤气耗阴，共为佐药；黄芪、酸枣

仁、五味子既能补气敛阴安神，又可防止气阴两伤；

葛根引诸药上行直达病所。全方配伍严谨，共奏解

表散邪、活血祛瘀、通络止痛的作用。现代药理学

研究表明，延胡索、当归、藁本、川芎等的有效成

分具有镇静、镇痛、解痉、扩张血管的作用，服用

后能通过血脑屏障，使脑细胞缺血、缺氧状态明显

改善，使头痛缓解。 
1.1.6  通窍灵胶囊  通窍灵胶囊中丹参、红花活血

养血；黄芪、葛根、天麻补气升阳、镇惊息风；细

辛、白芷等疏风散寒、通窍止痛；白芍养血缓急止

痛，川芎行气活血祛风、开郁调肝；水蛭、全蝎、

蜈蚣等虫类药物具有通络搜风、豁痰开窍、镇痉作

用；太子参益气养阴生津。诸药合用，具有活血通

络、化痰开窍、熄风镇痉、益气养血之效，又有调

和阴阳、缓急止痛之功。魏秀峰[15]采用通窍灵胶囊

治疗血管性头痛患者 100 例，总有效率为 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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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镇脑宁胶囊为对照，疗效有显著差异。 
1.1.7  辛香止痛吸入剂  辛香止痛吸入剂系由丁

香、细辛、川芎等药物组成，通过鼻腔给药，主治

血管神经性头痛。张正芳和胡传美等[16-17]都以薄荷

脑为对照，发现辛香止痛吸入剂的总有效率分别为

96.67%和 94.0%，证明辛香止痛吸入剂治疗血管神

经性头痛疗效显著。辛香止痛吸入剂吸入后能迅速

消除疼痛或降低头痛程度，对肝、肾等主要脏器无

明显损害作用，且无药物依赖性。方中川芎行气活

血止痛，配以细辛、丁香，取其辛香走窜、能行能

散、宣通鼻窍以通络止痛。诸药合用，共奏辛香开

窍行气活血、通络止痛之功效。 
1.1.8  其他中成药  步长脑心通胶囊具有活血益气、

化瘀通络之功效，倪卫子[18]使用步长脑心通胶囊治疗

血管性头痛患者 36 例，其中痊愈 20 例，显效 10 例，

有效 4 例，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4.44%。丹栀逍遥

胶囊治疗肝郁火旺头痛疗效显著，卢斌等[19]用丹栀逍

遥胶囊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患者 55 例，其中治愈

30 例，好转 21 例，无效 4 例，总有效率 92.7%。川

白镇痛胶囊有疏风通络、解肌安神之功，李镶等[2]

采用川白镇痛胶囊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患者，总有

效率为 98.33%。丹珍头痛胶囊具有平肝熄风、散瘀

通络、解痉止痛之功效，对血管神经性头痛疗效明

确，韩强[20]应用丹珍头痛胶囊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

患者 68 例，其中完全缓解 18 例，缓解 49 例，无

缓解 1 例，总有效率 98.6%，且在治疗过程中未见

明显不良反应。王永录等[21]用祛风活血胶囊治疗血

管神经性头痛患者 76 例，总有效率为 97.44%。王

巧丽[22]采用加味越鞠丸治疗神经性头痛患者，41
例中治愈 30 例，有效 11 例，全部有效。泽仁亚[23]

用藏医古验方七十味珍珠丸治疗神经血管性头痛

患者，其中治愈 50 例，显效 28 例，无效 2 例，总

有效率 97.5%。鄢沛然等[24]用清空膏加减治疗血管

神经性头痛 62 例，其中治愈 45 例，有效 15 例，

无效 2 例，总有效率 96.8%。张河[25]采用血府逐瘀

胶囊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患者 60 例，治愈 18 例，

显效 30 例，有效 11 例，无效 1 例，总有效率 98.3%，

获较满意效果。周柏玉等[26]用息风止痛口服液治疗

血管性头痛患者，基本痊愈 14 例，好转 20 例，无

效 2 例，总有效率 94.5%，未发现不良反应。王倩

等[27]用熄风止痛胶囊治疗血管性头痛 51 例，总有

效率为 92.16%，对照组盐酸氟桂利嗪总有效率为

86.27%。党延斌等[28]采用温通头风胶囊治疗血管性

头痛，对照组 31 例给予口服尼莫地平片、谷维素

片治疗，结果治疗组总有效率 95.16%，对照组

77.42%，而且治疗组患者的头痛强度、发作频率、

持续时间和伴随症状都有明显改善，且未出现不良

反应。 
近年来研究发现，速效救心丸对偏头痛、血管

性头痛、神经性头痛均有明显的近期疗效[29]，能舒

张血管、缓解血管痉挛、降低血管阻力、改善微循

环、使脑血流量和血流速度增加、降低毛细血管通

透性、使血小板聚集力及吸附力下降，从而可用于

头痛的治疗。 
1.2  中药汤剂 

中药汤剂为最常见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手

段，天麻钩藤饮、血府逐瘀汤等均为治疗该病的常

用方。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汤剂的临床研究见表 1。 
2  单味中药及其有效成分 

天麻素注射液具有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

效。现代临床研究证明，天麻素注射液具有改善脑

循环、解痉、扩张脑血管、减少血管阻力的作用。

天麻素为天麻的有效成分[42]，水溶性，在体内不易

通过血脑屏障，但可先分解成天麻苷元；天麻苷元

在体内易通过血脑屏障，然后与细胞膜上苯二氮

受体结合，增强 γ-氨基丁酸受体的亲和力，进而发

挥中枢抑制效应，达到镇静、镇痛、抗惊厥作用。

天麻素注射液治疗血管性头痛疗效确切，使用安

全，无明显不良反应，值得临床推广使用。 
葛根素注射液治疗血管性头痛的作用机制可

能是：1）明显的 β-受体阻断作用，并直接作用于

微血管平滑肌；2）可能是通过抑制白细胞表面黏

附蛋白的表达，能增加血流量，降低脑血管阻力，

改善微循环；3）改善脑代谢，显著提高葡萄糖摄

取量和降低脑耗氧量；4）通过降低全血黏度及血

浆黏度，降低红细胞指数，提高红细胞变形能力；

5）并能抑制血管内皮素分泌，降低血浆内皮素水

平或增加 NO 浓度，降低脑血管阻力；6）对肾素-
血管紧张素系统有抑制作用，且降低儿茶酚胺水

平，改善血流速度，纠正脑缺血；7）使 PGI2 合成

增多，降低 TXA2/PGI2 值，抗血小板聚集和抗血栓

形成[43-44]。 
银杏叶片具有调节血管、改善心脑循环的作

用，在预防复发和治疗血管性头痛方面具有临床应

用价值。银杏叶有润肺、平喘、止痛的作用，其有

效成分为银杏黄酮苷、银杏内酯。临床血流变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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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的中药汤剂研究 
Table 1  Chinese decoctions used in treating angioneurotic headache 

汤剂 组成及剂量 方剂加减 总有效率/ %
天麻钩藤饮[30] 天麻 15 g，钩藤 30 g，菊花 15 g（另包，

后下），石决明 30 g（先煎 30 min），
全蝎 5～10 g（另冲服），蜈蚣 1～2
条，僵蚕 15 g，地龙 15 g，川芎 12 g

胸脘满闷、呕恶加二陈汤；头晕、乏力加当归 15 g，
黄芪 30 g；厌食、纳差加砂仁 12 g，神曲 30 g；口
干、口苦、心烦加栀子、黄芩各 12 g 

95.20 

镇肝熄风汤[31] 白芍、丹参、龙骨、牡蛎、茵陈、代赭
石、怀牛膝各 30 g，川芎、天冬、玄
参、龟板各 2 0 g，白芷、地龙、五
味子各 12 g，甘草 6 g 

头晕失眠者加制首乌 30 g；心烦易怒者加柏子仁 15 g，
红花 6 g；头痛日久者加蜈蚣 2 条 

90.48 

平肝解痉汤[32] 川芎 30 g，桑叶 15 g，菊花 15 g，磁石
30 g（先煎），石决 30 g（先煎），代
赭石 30 g（先煎），白芍 20 g，白芷
15 g，牛膝 20 g，柴胡 15 g，神曲 10 g

风热者加荆芥 10 g，薄荷 10 g（后下）；痰湿者加半
夏 10 g，竹茹 10 g；肝火旺者加龙胆草 10 g，栀子
10 g，夏枯草 15 g；头痛剧烈者加蔓荆子 12 g，蜈
蚣 10 g，全蝎 6 g；内热郁结者加生石膏 30 g（先
煎），知母 10 g，黄芩 10 g，黄连 10 g；瘀阻经络
者加当归尾 10 g，红花 10 g，丹参 15 g；肝肾阴虚
者加生地 15 g，女贞子 15 g，枸杞子 15 g 

93.8 

桃红四物汤[33] 药用桃仁 15 g，红花 15 g，赤芍 10 g，川
芎 20 g，柴胡 10 g，白芷 20 g，当归
15 g，生地 15 g，黄芪 25 g，牛膝 15 g

若前额顶部痛加天麻、细辛；后枕部痛加羌活、独活；
两侧头痛加蔓荆子、菊花；巅顶痛加藁本 

91 

血府逐瘀汤[34] 桃仁 12 g、红花 9 g、当归 9 g、赤芍
15 g、川芎 12 g、生地 12 g、牛膝 12 g、
柴胡 6 g、枳壳 9 g、桔梗 6 g、甘草
6 g 

痛连巅顶者加藁本、细辛；瘀血重者重用当归、丹参
等；病程长者加水蛭等；久病气虚者加黄芪、党参
等；气机郁滞者加川楝子、香附等；重浊者加胆南
星、天竺黄等；久痛入络者加全蝎、蜈蚣等；妇女
闭经、痛经者加益母草、香附等 

91.1 

清上蠲痛汤[35] 羌活、防风、白芷、苍术、细辛、藁本、
黄芩、菊花、蔓荆子、薄荷、当归、
川芎各 6～10 g，蜈蚣 1～2 条 

侧头痛重加柴胡，重用黄芩、细辛；头顶痛重加重藁本，
加吴茱萸；前额痛重则重用白芷、菊花、薄荷；后头
痛重用羌活、蔓荆子；心肝火旺加连翘、夏枯草、茺
蔚子；舌苔厚加半夏、胆南星、陈皮；肝气不舒加川
楝子、柴胡、香附；眠差加合欢花、珍珠母、酸枣仁；
病程久者加鸡血藤、白茅根，重用蜈蚣 

100 

芎芷石膏汤[36] 川芎 20 g，白芷 15 g，生石膏 60 g（打
碎先煎），菊花 12 g，栀子 12 g，黄芩
15 g，连翘 20 g，丹参 15 g，甘草 10 g

伴有头痛及颈强者加羌活、葛根；头顶痛者加藁本、
吴茱萸；头痛眩晕者加石决明、钩藤；鼻塞者加辛
夷花、苍耳子；两侧头痛兼有口苦者加柴胡、龙胆
草；便秘者加大黄 15 g（另包，沸水泡后兑服） 

92.31 

经验方[37] 川芎 15 g，制僵蚕 12 g，制地龙 12 g，
升麻 15 g，黄芪 15 g，蔓荆子 12 g，
细辛 6 g，水蛭 10 g，全蝎 6 g，生地
15 g，柴胡 15 g，人中黄 5 g，摇竹
肖 15 g，羌活 12 g，白芍 40 g 

偏风寒者加藁本；偏风热者加菊花、桑叶；痰甚者加
胆星 

94 

祛风化瘀涤
痰汤[38] 

川芎 40 g，当归 15 g，蔓荆子 15 g，防
风 15 g，菊花 10 g，细辛 5 g，钩藤
12 g，夏枯草 30 g，白芷 15 g，半夏
15 g，胆南星 15 g，地龙 15 g，甘草
5 g 

风寒加藁本 10 g，荆芥 10 g，羌活 12 g；风热加黄芩
10 g，连翘 15 g，金银花 30 g，减川芎为 10 g；痰
湿盛加葶苈子 10 g，瓜蒌 10 g；瘀血甚者加三七参
6 g，葛根 15 g，全蝎 6 g；恶心呕吐加藿香 6 g，
生姜 6 g；肝火盛者加龙胆草 10 g，栀子 10 g，减
川芎为 12 g；肝阳上亢者去川芎，加紫贝齿 10 g，
石决明 15 g，牛膝 30 g，玄参 10 g；气血虚弱者加
首乌 15 g，党参 15 g 

93.07 

川芎头痛汤[39] 川芎 20～40 g，钩藤 10～20 g，地龙
10～20 g，白芷 10～15 g，白蒺藜
10～15 g，珍珠母 15～30 g，石决明
15～30 g 

血瘀型加当归、丹参；血虚型加当归、白芍、熟地；
肝阳型加天麻、生龙骨、生牡蛎；肝郁型加柴胡、
香附；痰浊型加半夏、天南星 

97.22 

通窍安脑汤[40] 丹参 30 g，川芎 30 g，赤芍、白芍各
15 g，香附 20 g，柴胡 10 g，白芷 10 g，
僵蚕 10 g，羌活 12 g，菊花 10 g，冰
片 0.2 g（另包烊化） 

头痛伴面色无华、失眠多梦属气血亏虚者，加炒枣仁
30 g，夜交藤 20 g，远志 15 g；头痛伴眩晕耳鸣，
肢体麻木属肝肾阴虚者，加天麻 10 g，鸡血藤 20 g，
当归 15 g，女贞子 15 g；头痛伴肝阳上亢，血压偏
高者加钩藤 20 g，泽泻 15 g，怀牛膝 20 g，生龙骨、
牡蛎各 30 g 

93.5 

自拟五虫方[41] 僵蚕、蚕蛹、蜈蚣、水蛭、全蝎、乌稍
蛇（3∶3∶2∶2∶1∶2）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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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证实银杏叶片能抑制血小板和红细胞聚集，还能

增强红细胞变形能力，降低血黏度，改善局部或全

身血液循环。张林娜等[45]应用银杏叶片治疗血管性

头痛 42 例，取得较满意效果，治疗后头痛发作频

率、持续时间、头痛程度及伴随症状均有明显改善，

服药 8～12 周后远期效果明显，而且复发率降低，

无不良反应。 
现代药理研究显示，川芎含有生物碱、挥发油、

阿魏酸、川芎内酯等成分，其有效成分主要是川芎

嗪和阿魏酸，可直接影响脑及肢体血流量，并能通

过血脑屏障[46]，在脑干分布尤多，故可改善脑细胞

的供血状态，使脑细胞缺血、缺氧状态获得明显改

善，头痛得以缓解。 
3  中西药结合治疗 

中西药结合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在临床上具

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能明显改善患者的症状，而且

加用中药治疗可以部分消除病人因服用西药产生

的不适，病人的依从性较好。罗莉等[47]采用复方羊

角颗粒和西比灵合用，以单用西药作为对照，治疗

组总有效率为 93.33%，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两药合用，有调节脑血管舒缩功能，松驰血管平滑

肌，促进脑血管供应平衡，调节脑血管神经功能等

作用。齐有莉等[48]采用天麻醒脑胶囊联合桂利嗪治

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疗效确切，总有效率 94.5%，两

药联用，可调节血管运动中枢、活血化瘀、通络解

痉，达到良好的镇痛效果，还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

的，不良反应发生率低，安全性高。郭伟勇等[49]

采用养血清脑颗粒加尼莫地平治疗血管神经性头

痛，以单用西药作为对照，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83%，两药联用可加强养血清脑颗粒的平肝活

血、通经止痛的作用，且不良反应小，是治疗头痛

较为满意的药物。 
4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近几年来的临床证实，中医药治疗血管神经性

头痛具有一定的优势，且长期用药不会产生耐药性

及不良反应，展现出较广阔的应用前景。为了进一

步提高中药对血管神经性头痛的临床疗效，今后应

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4.1  在剂型方面 

目前血管神经性头痛的中药治疗仍以汤药为

主，病人服用不方便，依从性不高，虽然也有一些

丸、散、片、丹和冲剂等中成药，但远远不能满足

患者的需要，所以剂型改革非常必要。今后应利用

现代制剂手段研制出应用简便、疗效确切、起效快

的新剂型，如分散片、滴丸等；并通过拓宽给药途

径来增强疗效，如巴布剂、靶向制剂等。 
4.2  在实验研究方面 

中药发挥药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制还不是

非常明确，药理实验研究显得不足，而且疗效判断

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主观性，以至于各种疗效治

法无法比较。今后应加强实验研究，利用现代分离

技术和药效实验，更深入、更广泛地探讨中药的物

质基础及其作用机制，寻找疗效确切、物质基础明

确、作用机制清楚的中药，是开发治疗血管神经性

头痛中药的重要的研究方向。 
4.3  临床疗效数据的可靠性 

中药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报道中疗效多在

90%以上，但有许多病例未设对照组和进行统计学

处理，疗效可比性、重复性不能肯定。而且大量的

临床报道样本例数较少，大多数的研究项目由 1 人

或数人完成，缺乏大样本的全国或地区协作项目，

且没有按照双盲、随机、序例化方法选择病例，仅

单纯停留在临床观察水平，缺乏严密的科研设计和

系统的前瞻性研究。今后应进行大量病例的研究，

遵循随机化的原则，进行科学评价，提高其重复性。 
5  结语 

血管神经性头痛的治疗方法虽然多样，且均有

一定的疗效，但是中医药治疗效果更为显著。因此，

如何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选择一些具有参考价值

的客观指标，重点研究内外合治或中药为主辅以其

他治疗方式的治法来提高整体疗效，充分发挥中医

药的优势，选择先进的检测手段，积极进行剂型改

革，根据不同病情采取综合治疗，对进一步提高中

医药治疗血管神经性头痛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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