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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1 ． 头痛究竟是怎么回事?
头痛是临床上常见的症状之一，每个成年人都可

能或轻或重地体验过头痛的滋味。具体地说，头痛是

指颜面或头颈、颅内外某个部位的疼痛或非疼痛性的

不适。引起头痛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头颅内外

组织结构中的痛觉末梢 ( 即痛觉感受器) 受到某种物

理的、化学的 ( 包括某些生物化学的) 或机械性刺

激，产生异常的神经冲动，经感觉神经通过相应的神

经传导通路，传至大脑而感知。头痛可源于颅骨、肌

肉、神经、血管等组织器官的病变，而很多头痛是某

些全身性疾病的伴随症状。

2 ． 中医对头痛是如何认识的?
中医认为人体是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

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

官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

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功能活动。各脏腑、器官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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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上和病理上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

因此，可以通过五官、形体、色脉的外在变化，

了解和判断内脏的病变; 而体表的病变也可以通过经

络内传，影响五脏六腑的功能。

头为元神所居，“诸阳之会”、“清阳之府”，又

为髓海所在之处，凡五脏精华之血，六腑清阳之气，

皆会于此。于是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

脏之逆，均可导致头痛。头痛是全身病理变化的局部

反应。

因此，治疗头痛应当从整体出发，全面分析，辨

证论治，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外感六淫之

邪所致头痛者，病性多属实，治疗以祛风散邪为主;

内伤所致头痛，则多属虚，治疗就应以补为主，多用

益气养血、滋阴温阳之法，也有夹痰夹瘀者，则应当

攻补兼施。

3 ． 头痛致痛因素有哪些?
( 1) 物理因素。能引起颅内外致痛组织炎症、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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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的各种原因; 因肿胀压迫等原因导致血管牵引、伸

展、移位、扩张; 脑膜受刺激; 肌肉收缩; 直接刺激

支配头面部的感觉神经等，均可引起头痛。

( 2) 生物化学因素。如去甲肾上腺素可使血管收

缩，5-羟色胺可使血管扩张，组织胺可使颅内血管扩

张，缓激肽可产生无菌性炎症反应等。这些物质都可

诱发头痛。

( 3) 内分泌因素。如偏头痛在月经期好发，妊娠

期缓解，更年期不发; 而紧张性头痛在更年期往往加

重; 静脉注射前列腺素可引起剧烈的头痛。从上述现

象可见，头痛的发作和缓解往往与内分泌有较密切的

关系。

( 4) 神经精神因素。当人的身心受到外界环境的

不良刺激时往往会产生忧虑、焦急等情绪，从而导致

头痛的发作。

( 5) 其他。如眼、耳、鼻及鼻旁窦、牙齿、颈部

等病变可刺激神经，反射性或扩散性地影响头面部，

引起反射性或牵涉性头痛。

另外，如感冒、高血压等许多疾病，同样也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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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痛的表现。

4 ． 为什么会经常头痛? 发生了头痛
该怎么办?

疼痛是人们生活中常常遇到的事情，而头痛是其

中最常见的一种，每个人在一生中至少有过一次头痛

的经历。

头痛往往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有时带来

许多不便。但头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也许是功能

性的，也就是说非疾病性的，但也可能是某种疾病的

一种表现。

从医学角度来说，头痛发生的机制是比较复杂

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因为，人的头部结构比较复

杂，神经分布比较密集。

结构方面，比如说有头颅骨、颈椎骨，还有五官

的分布。仅就大脑来说，在脑组织外面还有脑膜、脑

室内的脑脊液、脑组织内的血管、颅骨外面的肌肉、

皮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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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头部的神经分布更是密集，通常来说，头、面

部的神经有三叉神经、舌咽神经、枕大神经、耳大神

经等，还有分布到眼睛、鼻子、耳朵、牙龈、咽喉等

部位的神经，上述部位受到病变的影响都会引起

头痛。

但是，临床上发生的头痛更多的是功能性的，就

是由于精神、神经调节功能失常导致的头痛。

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人对疼痛的耐受性差，有的

人耐受性强。因而头痛发生时的严重程度也就因人而

异，同一个人的头痛也可因当时的身体和精神状况不

同而有所不同。

由于引起头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程度又跟个

体的耐受性有关。因此，人们有必要了解有关头痛的

基本知识。一旦发生头痛，就可以对头痛作出初步的

判断，以便选择治疗措施。如果通过自身综合调节能

使头痛减轻，那就是功能性的。如果经过自身综合调

节，还不能使头痛减轻或消失的，那就有可能是患上

了某种疾病，这时就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和

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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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不同部位的头痛，分别由哪些原
因引起?

不同部位的头痛有着不同的意义，要区别对待。

( 1) 如果头痛发生在眼眶上部或以眼球周围为

主，轻压眼球测一下软硬度，如果硬如额头，就应该

到医院的眼科测一下眼压，若眼压升高，则可能是患

了青光眼。

( 2) 如果以前额部及鼻子两侧、面颊部的疼痛为

主，还伴有脓性鼻涕或有脓性痰液，这时应该到耳鼻

喉科检查，必要时做头颅 CT 检查，是否存在鼻窦

炎症。

( 3) 位于头部的疼痛，伴有发热或呕吐，颈部强

硬，神志模糊者，应去医院感染科看病，需要做腰穿

检查脑脊液，看是否存在脑炎或脑膜炎。

( 4) 如果头痛表现为全头性，有紧缩感并伴有睡

眠障碍、紧张、忧虑，这可能是紧张性头痛，应该到

神经内科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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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头痛能预防和治疗吗?
在临床上绝大多数头痛是功能性头痛，由于功能

性头痛为慢性、长期的头部不适，对于功能性头痛或

是颅外疾病引起的头痛要有正确的认识。应积极配合

治疗，消除自我的不良暗示，并坚定能够战胜疾病的

信念。提倡有规律的生活和工作，建立健康的生活习

惯，如睡眠充足，饮食结构合理，戒除不良嗜好; 积

极参加有益的文体活动; 积极正确治疗原发病。

采用以上措施，功能性头痛是肯定能够预防和治

疗的。

7 ． 到医院看头痛应找哪个科医生看
病最好?

在医院看病不像在诊所看病，医院分科较细。而
头痛的原因五花八门，因此在看病前自己先对头痛的

一般知识有所了解，然后有针对性地找医生看病，不

但节省时间，而且可以减少多次转科带来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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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找科室

( 1) 由头部外伤引起的头痛，不论有无出血者，

均属于神经外科疾病，应到神经外科就诊。

( 2) 突然发作的剧烈头痛伴有呕吐、神志不清或

偏瘫者，可能是患了中风，应到急诊科看急诊，急诊

应进行头颅 CT检查。

( 3) 反复发作的慢性头痛，持续数秒至数十小时

的，应到神经内科就诊，如三叉神经痛、偏头痛、神

经官能症等。

( 4) 有血压升高病史的慢性头痛患者，应到普通

内科或心血管科就诊。

( 5) 眼周围及眼眶上方疼痛，伴视力模糊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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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眼科的号就诊。

( 6) 前额、面颊部痛，脓性鼻涕，鼻子回抽后有

血性鼻涕，或头侧方疼痛，耳朵流脓及听力减退者，

应挂耳鼻喉科的号就诊。

( 7) 头顶部、后脑勺疼痛常与头部水平转动密切

相关，经常有落枕者，还伴有头晕和手指麻木者，应

挂骨科。

( 8) 14 岁以下的头痛患儿，应挂儿科诊治。

8 ． 头痛看病时要跟医生谈些什么情
况，才能帮助医生诊断?

如果经常出现头痛，自己应该对头痛做一次全面

的评价，这样在看病时能够向医生提供详细的病情资

料，有利于医生的诊断及进一步检查。

( 1) 要将头痛发生的时间，头痛的性质描述清

楚，如呈跳痛、胀痛、裂开样痛、针扎样痛、烧灼样

痛等。

( 2) 头痛相伴随情况，如有无发热、恶心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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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痛、肢体麻木无力、言语障碍、视物模糊、睡眠不

良、多梦等。

( 3) 头痛持续时间的长短，如几分钟或几小时、

数月、数年。

( 4) 以往曾经做过哪些检查，可以将报告单或片

子提供给医生。

( 5) 最后还要将以前曾经有过的诊断和治疗经

过，提供给医生，供医生全面考虑，确定诊断，明确

病因，帮助治疗和预防。做到因病施治，才能取得很

好的疗效。

在医生面前不能隐瞒病情。保护病人的隐私，不

泄漏病人隐私及必要的病情乃是医生的职责之一，也

是医德所在。

同时，患者还应将自己身体原有的疾病，以及心

理状况、生活环境、工作环境提供给医生，以帮助医

生思考诊断。因为头痛是一主观症状，主要在于病人

的主诉，医生经过分析与必要的检查，才能找出病

因，对症下药。如果主观表达错误，误导医生的判

断，带来不必要的检查，不但增加经济负担，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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