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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提出。  

本标准由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吉林省脑科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莉、刘寅、贾秋颖、张燕、辛丽华、李帅、仲虎、韩琦、曲冠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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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庭性偏头痛中医诊疗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前庭性偏头痛的诊断、辨证论治、其他疗法、应急处理和预防调护。 

本标准适用于前庭性偏头痛的中医诊断和治疗。 

2 诊断 

2.1 中医诊断 

头晕目眩，视物旋转，轻则闭目即止，重者如坐舟船，甚则仆倒；可伴恶心呕吐、眼球震颤、耳鸣

耳聋、汗出、面色苍白等；起病较急，常反复发作，或渐进加重。 

2.2 西医诊断 

2.2.1 明确的前庭性偏头痛诊断 

2.2.1.1 无先兆偏头痛或有先兆偏头痛的现病史或既往史。 

2.2.1.2 前庭症状中度或重度，持续 5 min 至 72 h。   

2.2.1.3 至少 50% 的发作与以下 3 项中的至少 1 项相关： 

a) 头痛伴随至少符合以下 4 项中的 2 项： 

1) 单侧； 

2) 搏动性； 

3) 中或重度头痛； 

4) 日常体力活动加重头痛。 

b) 畏声和畏光； 

c) 视觉先兆。 

2.2.1.4 至少 5 次发作满足 2.2.1.2 和 2.2.1.3。 

2.2.1.5 不能用 ICHD-3 的其它诊断或其它前庭障碍更好的解释。 

2.2.2 很可能的前庭性偏头痛诊断 

2.2.2.1 至少 5 次中度或重度前庭症状发作，持续 5 min 至 72 h。 

2.2.2.2 只满足前庭性偏头痛诊断中 2.2.1.1 和 2.2.1.3 其中一项。 

2.2.2.3 不能用 ICHD-3 的其它诊断或其它前庭障碍更好的解释。 

3 辨证论治 

3.1 肝火上炎证  

3.1.1 证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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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晕且痛，其势较剧，目赤口苦，胸胁胀痛，烦躁易怒，寐少多梦，小便黄，大便干结，舌红苔黄，

脉弦数。 

3.1.2 治法 

平肝潜阳，清火熄风。 

3.1.3 方药 

参见附录 A.1.1。 

3.1.4 加减 

便秘者，加大黄、芒硝；肝阳化风者，加羚羊角粉、牡蛎、代赭石；兼阴虚者，加龟甲、鳖甲、制

何首乌、生地黄。 

3.2 痰瘀阻窍证 

3.2.1 证候 

眩晕而头重昏蒙，伴胸闷恶心，肢体麻木或刺痛，唇甲紫绀，肌肤甲错，或皮肤如蚁行状，或头痛，

舌质暗有瘀斑，苔薄白，脉滑或涩。 

3.2.2 治法 

活血化痰，通络开窍。 

3.2.3 方药 

参见附录 A.1.2。 

3.2.4 加减 

身倦乏力，少气自汗者，加黄芪；畏寒肢冷者，加附子、桂枝。 

3.3 风痰上扰证 

3.3.1 证候 

眩晕有旋转感或摇晃感、漂浮感，头重如裹，伴有恶心呕吐或恶心欲呕、呕吐痰涎，食少便溏，舌

苔白或白腻，脉弦滑。 

3.3.2 治法 

祛风化痰，健脾和胃。 

3.3.3 方药 

参见附录 A.1.3。 

3.3.4 加减 

眩晕较甚，呕吐痰涎者，加代赭石、旋覆花、胆南星；胸闷者，加豆蔻、砂仁；耳鸣者，加郁金、

石菖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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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肝胃不和证 

3.4.1 证候 

头重如裹，视物旋转，头痛、恶心，呕吐，心烦不寐，脘闷，纳差，舌淡，苔薄黄，脉沉弦。 

3.4.2 治法 

调和肝胃。 

3.4.3 方药 

参见附录 A.1.4。 

3.4.4 加减 

呕吐频繁者，加代赭石、竹茹；失眠、多梦者，加阿胶、酸枣仁、柏子仁。 

3.5 阴虚阳亢证 

3.5.1 证候 

头晕目涩，心烦失眠，多梦，面赤，耳鸣，盗汗，手足心热，口干，舌红少苔，脉细数或弦细。 

3.5.2 治法 

镇肝熄风，滋阴潜阳。 

3.5.3 方药 

参见附录 A.1.5。 

3.5.4 加减 

咽干口燥，五心烦热，潮热盗汗甚者，加鳖甲、知母、青蒿；遗精者，加莲须、芡实、沙苑子、覆

盆子。 

4 其他疗法 

4.1 中药注射 

天麻素注射液，静脉滴注，1 次 0.6 g，每日 1 次，用 5% 葡萄糖注射液或 0.9% 氯化钠注射液

250 ml～500 ml 稀释后使用。 

4.2 穴位贴敷 

4.2.1 选用吴茱萸、细辛、三七、蒲黄等加工后与酒精、人工麝香、冰片、蜂蜜、甘油充分混合，贴

敷于神阙、内关、肝俞、肾俞等穴位。 

4.2.2 成人每次贴药时间为 4 h～6 h，儿科患者贴药时间酌减。 

4.2.3 贴敷 5 次为 1 疗程，连续治疗 1 个～3 个 疗程。 

4.2.4 对上述成分过敏者禁用。 

4.3 针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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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通玄针法。 

4.3.2 选取双侧晕听区，百会，双侧风池。 

4.3.3 每次留针 30 min，每天 1 次。 

4.3.4 针刺 1 周为 1 个 疗程，连续治疗 1 个～3 个 疗程。 

4.4 耳穴压豆法 

4.4.1 主穴选取神门、肝、脾，配穴选取内耳、颞、外耳、三焦。 

4.4.2 将耳穴贴贴于所选的穴位上，轻轻按压 1 min。 

4.4.3 每日按压 5 次，隔 2 d 更换 1 次。两耳交替进行。 

4.4.4 耳廓有炎症、冻伤禁用。 

4.5 推拿 

4.5.1 整脊 

4.5.1.1 松解理筋 

在 C1～2、C5～6、T2～3、T3～4 椎旁自上而下缓慢移动查找阳性反应点。对椎旁出现的筋结、压

痛点、条索状物等阳性反应点，采用拇指弹、拨、点、按的手法进行松解理筋。 

4.5.1.2 推脊理筋整复 

患者俯卧位，术者站于前方，充分暴露脊柱，术者双手拇指或掌根部分别置于脊柱棘突两侧 2 cm

处，缓慢有节律的自上而下推按 3 次～5 次，然后，双手拇指沿肩胛骨内侧缘自上而下沿肩胛线及两

侧肋间隙平推理筋数次，以达到皮肤微红发热为佳。 

4.5.1.3 整脊调颈 

4.5.1.3.1 颈段整脊调颈法 

患者坐位，全身放松，颈部前屈约 20° 向左侧旋，医者站于患者背后，左手拇指固定于压痛点，

右手放于患者前额部，向左下方缓慢旋转，双手协调调整旋转角度，当旋转角度落于患者椎痛点处，右

手向左下方瞬间旋转用力，常可听到“喀嚓”声，诊查压痛点消失。 

4.5.1.3.2 胸段掌根旋转斜推法 

患者俯卧位，术者站于一侧，术者右手掌根部固定T2～3、T3～4棘突右侧棘旁压痛点后，缓慢用力

向下向外呈弧形牵引至 大角度时，右手掌根瞬间加大旋转力度和角度，同时向右下方发力，常可听到

“弹响”声，脊诊诊察压痛点消失或减弱。 

4.5.2 操作时间及疗程 

每次 45 min，每日 1 次，10 d 为 1 个疗程。 

4.5.3 注意事项 

在进行治疗时手法力度要适当, 切忌使用蛮力, 以免发生意外。 

5 应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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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若出现严重眩晕、恶心呕吐等症状且持续无法缓解时，可酌情给予。 

5.2 盐酸异丙嗪注射液，肌肉注射，1 次 25 mg，每日 1 次；溴米那普鲁卡因注射液，肌肉注射，1

次 2 ml，每日 1 次。 

5.3 嘱卧床休息，待症状平稳。 

6 预防调护 

6.1 情志  

6.1.1 做好情志疏导工作，避免暴怒和郁闷不乐。 

6.1.2 前庭性偏头痛发作时要设法分散病人的注意力，指导病人可通过转移法、释放法等进行自我调

控，放松紧张情绪，缓解其压力。 

6.2 起居 

6.2.1 床铺应清洁干燥、平软。 

6.2.2 居住环境宜安静整洁，空气流通，光线柔和或偏暗，温度、湿度适宜。 

6.2.3 多休息，卧位舒适，避免过度劳累、经常熬夜等。 

6.2.4 减少陪护及探视，避免外界不良刺激。 

6.3 饮食 

饮食有节，定时定量，少食多餐，宜清淡，避免肥甘厚味。 

6.4 其他 

避免视觉、味觉、嗅觉等诱因引起的刺激，女性月经期或更年期更易发病，应加强预防。 

 

 

 

 

 

 

 

 

 

 

 

 

 

 

 



DB22/T 3155—2020 

6 

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治疗方药 

A.1 方药 

A.1.1 肝火上炎证  

天麻钩藤饮：天麻 12 g、钩藤 12 g、石决明 15 g、川牛膝 9 g、益母草 9 g、黄芩 9 g、栀子 9 

g、杜仲 9 g、桑寄生 12 g、夜交藤 15 g、茯神 9 g。 

A.1.2 痰瘀阻窍证 

涤痰汤合通窍活血汤：胆南星 12 g、半夏 10 g、枳实 12 g、茯苓 10 g、陈皮 10 g、石菖蒲 10 

g、竹茹 10 g、麝香 0.1 g（冲服，或白芷 9 g 代）、丹参 9 g、赤芍 12 g、桃仁 15 g、川芎 10 g、

红花 10 g、牛膝 15 g、葱白 10 g、生姜 6 g、大枣 4 枚。 

A.1.3 风痰上扰证 

半夏白术天麻汤：半夏 10 g、白术 10 g、天麻 10 g、茯苓 10 g、生姜 6 g、橘红 10 g、大枣 3 

枚、甘草 6 g。 

A.1.4 肝胃不和证 

加味半夏泻心汤：柴胡 12 g、半夏 9 g、黄芩 6 g、黄连 3 g、干姜 6 g、人参 6 g、甘草 6 g、

大枣 4 枚。 

A.1.5 阴虚阳亢证 

镇肝熄风汤：怀牛膝 30 g、代赭石 30 g、生龙骨 15 g、生牡蛎 15 g、生龟板 15 g、白芍 15 g、

玄参 15 g、天冬 15 g、川楝子 6 g、生麦芽 6 g、茵陈 6 g、甘草 4.5 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