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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叉神經痛的中醫診治 

    三叉神經痛是指出現在三叉神經分支範圍内反復出現的陣發性短暫劇烈疼痛、

無感覺障礙缺失等神經傳導功能障礙一類症狀的疾病。據文獻記載，其發病率為 4/10

萬/年，該病多發於 40歲以上的中老年。三叉神經痛的病因、病理目前尚不明了，

一般認為，當三叉神經根受到某些機械性壓迫或牽拉以及供養三叉神經的動脈發生

硬化所致的缺血，髓鞘代謝、營養紊亂，部分神經纖維發生節段性脫鞘變性，在這

些纖維之間形成“假性突觸”，一些相鄰的傳入或傳出衝動便可通過“假性突觸”

而跳入病覺纖維，造成傳入纖維與傳出纖維發生“短路”而產生疼痛。臨床表現為

三叉神經分佈區域内短暫的陣發性劇痛，多呈刀割、電擊、燒灼狀。突然出現的劇

痛常反射性地引起同側面部肌肉抽搐，面色發紅，眼結膜充血，流淚或流涎等。疼

痛持續時間僅幾秒至幾分鐘，痛止如常人。發作率為一日數次至一分鐘多次，間歇

期可長達數月或數年。有半數患者在病區有一異常敏感的觸發點，又稱“扳擊點”，

一觸即發，故患者説話、進食、洗臉、剃鬚、刷牙、哈欠或風吹等原因均可引起疼

痛發作。隨著病情的發展，發作逐漸頻繁，間歇期逐漸縮短，疼痛逐漸加重，給患

者帶來了不堪忍受的痛苦。西醫目前一般多採用止痛劑、鎮靜劑以及封閉、手術等

治療。 

    中醫沒有三叉神經痛這個病名，但根據該病症狀上的描述，應該屬於“頭痛”、

“頭風”、“面痛”等病的範疇。中醫古籍中對於該病的認識和治療有著較爲詳細

的記載。如明代的王肯堂在《證治準繩·頭痛》篇中說：“醫書多分頭痛、頭風二

門，然一病也。但有新久、去留之分耳！淺而近者名頭痛，其痛卒然而至，易于解

散速安也。深而遠者為頭風，其痛作止不常，愈後遇觸復發也。”又如清代張路在

《張氏醫通·面痛門》中指出：“許學士治鼻頞間痛，或麻木不仁，如是數年，忽

一日連口唇、頰車、髮際皆痛，不能開口言語，飲食皆妨，在頞與頰上常如糊，手

觸之則痛，此是陽明經絡受風毒，傳入經絡，血凝而不行，故有此症。”導致該病

發病的病因很多，其中外因可有風、寒、濕、熱等，内因可有肝陽、腎虛、血虛、

痰濁、淤血等。中醫處方治療該病重在驅風活血，有其他邪氣者則兼而祛之，有正

氣不足者則兼而補之。此外，還需針灸療法配合外治，以近疼痛較劇部位之穴位刺

之。中醫治療三叉神經痛療效甚為顯著，一般僅需治療幾次即可痊愈。 

    某腰椎間盤突出症患者，在其腰痛治愈之際，筆者為其配製以壯腰補腎爲主的

藥酒飲用，藉以杜絕其腰痛復發。焉知此君嗜酒如命，竟然不顧醫囑，每次飲酒半

斤左右。沒過幾天其就大呼牙痛，第二天即自覺顔面燒灼疼痛，淚水直往下流。此

乃飲藥酒過量，大量的溫燥藥物借助酒勢化火為患，火盛生風，囂張至極，患者痛

苦到叫嚷“寧可腰痛一輩子，也不願意感受這種疼痛”。針對患者脈症，筆者為其

處以瀉火祛風，通絡止痛之劑，進藥十餘劑後疼痛即愈。還有位患者拔除右上側智



齒後，右側面部即感疼痛不已，不能咀嚼食物，痛連面頰部乃至太陽穴附近。詢問

牙醫，回答為傷口尚未合攏，需要三個月到半年的時間才會好轉。短短幾天，由於

疼痛較劇而不能進食，患者已經瘦下十來磅，半年的功夫也不知道他還有沒有命。

無賴求醫，筆者在其痛處附近穴位扎下 2-3針，並配以祛風活血方藥，僅僅只兩、

三天功夫，其面痛即愈。之後隔幾天又曾復發，筆者施以同樣的治療即告痊愈。此

例病因源於拔牙，也許是那位牙醫在拔牙的過程中不慎觸踫到三叉神經所致。筆者

還曾治療一位患者，她也是由於拔去左下側牙齒時，某牙醫不慎觸踫到三叉神經，

頓時其自覺下巴麻木，説話吐詞含糊不清，味覺也喪失。進行針灸治療後，其症迅

速好轉。 

    三叉神經痛很容易被誤作牙痛治療。三叉神經為混合性神經，是最爲粗大的腦

神經。三叉神經包括眼神經、上頜神經以及下頜神經三支，基本上覆蓋著整個面頰

部。如若發現自己牙痛的部位超越牙床，而且呈陣發性劇痛者，就應該考慮有患上

三叉神經痛的可能而尋求中醫治療，很多時候，止痛片並不一定能夠止住這種疼痛。 

華夏中醫提供免費咨詢。聯係電話：（626）839-9988 

診所地址：17595 ALMAHURST ST. # 222, CITY OF INDUSTRY, CA 91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