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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痛是一項困擾，可能影響學生的課業，也會降低工作效率，有些患者甚至反覆

頭痛達幾十年。若要詳細談論與頭痛相關的各種疾病及治療方式，將會是一部鉅

作，本文嘗試以中西醫學的觀點，簡單答覆門診常見的問題。  

※為什麼頭會痛？  

不少患者談到頭痛，以非常擔心的語氣詢問：「我會不會是腦部裡面長了什麼東

西？」一般民眾容易把長久未癒的頭痛連想到「腦瘤」，但實際上，腦瘤多半合

併其他症狀，例如抽搐、一側肢體無力或感覺異常、眼球或瞳孔的異常…等神經

學的表現，很少單純以頭痛症狀來表現。  

可能引發頭痛的原因相當多，少數人可能有明確的病因，例如頭部撞擊。腦膜炎

常引發頭痛，感冒期間也可能頭痛，近視缺乏適當度數鏡片矯正也會頭痛。有的

人是偏頭痛，可能遺傳自父親或母親。有些人可能是因為壓力太大、工作過度、

睡眠不足，或者少吃一餐而頭痛。  

真正有身體實質病因的人，大概小於頭痛患者的百分之一。  

※什麼是偏頭痛？  

「偏頭痛」在女生的發病率高於男生三倍左右，症狀除了頭痛之外，還合併噁心、

嘔吐、怕光、怕吵。並非半側頭痛才是偏頭痛，頭痛符合需要休息、怕光、噁心

三者其中只要有兩個，就有可能是偏頭痛。  

偏頭痛是一種體質引起的頭痛，主要原因來自遺傳。父母雙方若有頭痛，小孩發

作的機率高達 60 ％到 80 ％，而且心理因素會加劇頭痛。至於是頭痛引發情



緒問題？還是情緒引發頭痛問題？目前仍無定論。幾乎 60% 的偏頭痛病人有家

族遺傳。  

緊縮型頭痛最近亦被認為與遺傳有關，而偏頭痛與緊縮型頭痛幾乎佔了頭痛的百

分之九十。  

※何時需立刻就醫？  

如果有下列情況的其中一項，很可能不是單純的頭痛，需要及早作進一步診斷與

適當處置，不宜自行服用止痛藥。  

•  任何突發性嚴重的頭痛。  

•  頭痛伴隨抽筋的現象。  

•  頭痛伴隨有發燒的現象。  

•  頭痛伴隨神智不清。  

•  頭痛伴隨昏迷。  

•  頭部外傷以後的疼痛。  

•  以前不頭痛，現在突然發生的頭痛。  

•  以前有頭痛，但現在的型態改變。  

•  在咳嗽、用力或彎腰的時候，頭痛增加。  

•  頭痛導致半夜醒來。  

•  頭痛伴隨著眼睛或耳朵的疼痛。  

•  頭痛伴隨著頸部僵硬。  

※醫師如何診斷病因？  

何時開始發生頭痛？有無外傷？以及頭痛發生的頻度、持續時間、部位、性質（鈍

痛、刺痛、抽痛）、是否合併其他症狀？，這些問診資訊可以作診斷的初步參考。  

 



神經學檢查是很重要的診斷依據，在門診即可進行，包括眼球活動、眨眼反射、

瞳孔大小與照光反應、臉部與口舌肌肉活動等方面，評估腦神經功能是否異常，

由雙手快速交替動作及走路的步態可以評估小腦功能，由四肢肌力與深部跟腱反

射可以判斷大腦皮質與週邊神經的功能。以上檢查如果每項都正常，大致可以排

除腦實質的病灶。  

※什麼情況需要儀器檢查？  

受到頭痛困擾的人，多半會要求醫師安排一些檢查，有的人甚至希望作電腦斷層

掃描，實際上只有極少數的頭痛患者真正需要。  

經由病史詢問及神經學檢查，若有明顯異樣，可初步推論腦部某一區塊的問題，

視病情需要而選擇電腦斷層掃描或磁振造影檢查。  

少數患者在神經學檢查並無發現異常，但因頭痛病程很長，或者痛的型態比較特

別，醫師在這種情況可能會考慮先作腦波檢查，若腦波異常才安排進一步的檢查。  

※中醫對頭痛的看法怎樣？  

傳統醫學講究五臟六腑之間的和諧，對於頭痛的種類，分為外感頭痛及內傷頭

痛，外感又分為風寒、風熱、溼邪等證型，內傷則區分氣虛、血虛、肝火、寒厥、

痰濁等證。  

中醫的問診與西醫不同，除了頭痛以外，還會詢問全身包括口乾口渴、怕冷或怕

熱、是否易出汗、飲食、大小便……等情況，並觀察舌部變化，配合把脈，作綜

合判斷，分析身體的寒熱虛實，辨證論治，選擇適合個人之用藥。限於文章篇幅，

在此不詳述各種證型的處方用藥，若有頭痛，宜由中醫師診斷處方。  

 

 



※中西藥療效的比較？  

在頭痛急性發作時，服用西藥可以快速緩解頭痛，通常可在二三十分鐘內得到改

善。  

中藥在辨證準確的情況，有時也能快速發揮效果，未必比西藥慢。一般而言，對

於慢性的頭痛，中藥能調理體質，減少頭痛次數，緩和痛的強度，有預防之作用。  

※平常怎麼作保健？  

生活型態不正常與頭痛的發生有高度關聯，培養良好的睡眠習慣，三餐定時定

量，安排適當休閒活動，減少心理壓力，調和情緒，對於大多數頭痛患者而言，

都能減輕頭部的不舒適感覺。柔和的音樂，有助身心放鬆，穴位按摩也能預防與

減輕頭痛。  

※穴位按摩如何做？  

穴位的針灸，可以治療頭痛。平時也可用手指自行在穴位按摩，雖然效果不及針

灸，但對於頭痛或多或少會有改善。  

合谷穴又名虎口，在大拇指與食指交叉處，左手右手皆可以按摩，當頭痛已發生、

未發生都可進行，能有效減輕頭痛。  

印堂穴，在兩眉頭的中間。按摩時，手指施力的方向可以與穴道垂直，也可以將

印堂穴的皮膚往上提起捏住再放鬆，或以手指的腹面直接在印堂上敲打。  

風池穴，在後頸部與髮際交接處，左右對稱，各有一個大凹窩。自我按摩的時，

可將手掌靠在後腦杓上面，大拇指與食指向下，所到之處剛好可以按摩到這兩個

穴道。如果由別人代勞的話，可以將手掌靠在後頸部那條大肌肉上，大拇指與食

指向上，所到之處剛好可以按摩到這兩個穴道。  

 



※總結  

無論中藥或西藥，能夠少吃、不吃是最好的。  
在現代社會生活中，調適心情、紓解壓力，能預防頭痛於無形。  
當頭痛的表現方式不尋常，應儘早求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