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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配合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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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观察针灸配合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 方法!采用针灸配合手法治疗本病#并设牵引配合低周波治疗作

为对照组#每日 % 次#( 次为 % 疗程#治疗 ) 个疗程后统计疗效" 结果!治疗组 "# 例#总有效率 *&+',$对照组 $& 例#总有效率

&*+",#经统计学处理#两组疗效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论!针灸配合手法治疗颈椎病疗效明显优于牵引配合低周

波治疗"

关键词!针灸$手法$牵引$颈椎病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0

!!颈椎病是临床上常见疾病之一#其中神经根型

颈椎病是各型颈椎病中最常见的一种#约占 "#,$

其主要的临床症状有颈肩部疼痛和手指麻木感%肌

力减弱%颈部肌肉紧张等$ 还可有少汗%怕冷%肿胀

等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表现$ 检查多可见病人颈后

部一侧或双侧肌肉紧张#局部压痛$ 近 ) 年来#笔者

采用针灸配合手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 例!治

疗组"#并与牵引配合低周波治疗 $& 例!对照组"作

对照#发现治疗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现总结报告

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

本组病例均为门诊患者#共 %%& 例#按就诊时间

顺序随机分为 / 组$ 治疗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最小者 )/ 岁#最大者 "' 岁'病程最短 $

天#最长 " 个月$ 对照组 $& 例#其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最小者 )% 岁#最大者 "$ 岁'病程最短 ' 天#

最长 " 个月$ 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病程相组比较差

异均无显著性意义!!1#+#$"$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有关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

标准&颈痛伴上肢放射痛#颈后伸时加重#受压神经

根皮肤节段分布区感觉减弱#腱反射异常#肌萎缩#

肌力减退#颈部活动受限$ 臂丛神经牵拉试验%压头

试验阳性$ 颈椎 2线摄片提示&椎体骨质增生#钩

椎关节增生明显#椎间隙变窄#椎间孔变小$

/!治疗方法

/+%!治疗组

/+%+%!针刺治疗!取穴&主穴&患侧天窗及病变颈

椎处夹脊穴'配穴&根据中医辨证及其临床症状&上

肢麻木#放射痛配患侧肩
!

%曲池'拇%食%中指麻木

配合谷%列缺'小指%无名指麻木配后溪%中渚$ 操作

方法&病人取坐位#局部皮肤常规消毒#取 %+$ 寸毫

针#用指切进针法#针刺天窗时#直刺 #+& 3% 寸#得

气后捻转提插#以患者有放射性酸胀麻木感为度'针

刺颈部夹脊穴时#针体与皮肤垂直进针#进针 #+& 3

% 寸#得气后略加捻转提插#针感以局部酸胀为度$

余穴平补平泻#每日针刺 % 次#每次留针 )# 456#隔

%# 456行针 % 次#( 次为 % 疗程#疗程间休息 ) 天$

/+%+/!手法治疗!患者取俯卧#医者立于其身侧#

一手扶住患者头部#另一手操作#用四指推法从风池

开始自上而下经颈夹脊至大椎旁#往返 ) 3$ 遍#再

点按颈后足太阳膀胱经及痛点#每个痛点按 % 456

左右'然后用双手拿提双侧肩部肌肉#重点在压痛点

处'按压放松颈肩部后#让患者仰卧#头伸出治疗床#

前屈%后伸%左右旋转或侧屈颈椎关节#幅度由小逐

渐加大'之后以一手托住患者枕部#一手托住患者下

巴#拔伸颈椎约 $ 456#用力由小到大#以患者能耐受

为度$ 最后按揉双侧天宗%肩中俞%肩外俞#拿患侧

极泉%小海%曲池及合谷'每穴半分钟#每日 % 次#每

次约 /# 456#( 次为 % 疗程#疗程间休息 ) 天$

/+/!对照组

/+/+%!牵引治疗!操作方法&用枕颌巾带坐位牵

引#取头部轻度前位#使牵引力落在钩椎关节和椎体

后缘#牵引重量约 " 78左右#重量视病人情况而定#

每日 % 次#每次 )# 456#( 次为 % 疗程#疗程间休息 )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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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周波治疗!牵引后以温热式低周波治疗

仪9:

!

放松颈肩部肌肉#其正极置于颈后部#一负

极置于肩胛上部#另一负极置于手臂明显麻木处#先

以自动 % 治疗颈肩部肌肉#再以自动 ) 放松肌肉#每

日 % 次#每次 /$ 456#( 次为 % 疗程#疗程间休息 )

天$

)!疗效标准+%,

治愈&临床症状%体征消失#阳性体征转阴#恢复

正常工作'好转&症状基本消失#阳性体征基本消失

或减弱#基本上能从事轻体力工作#生活能自理'无

效&经过 ) 个疗程的治疗#症状改善不明显或无改

善#阳性体征无变化#不能从事正常工作#日常生活

受影响$

'!治疗结果

'+%!统计学处理

采用 ;<==%"+# 统计软件包对检测结果进行统

计分析#两组间比较用 "检验和
"

/检验$ 以 !-

#>#$ 为差异有显著性意义$

'+/!结果

经 ) 个疗程治疗后#两组疗效对比见附表 %

表 %!两组疗效对比 例%,&

组别 例 数 治 愈 好 转 无 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 '*!&%+(" %#!%"+(" %!%+"" $*!*&+'"

对照组 $& /%!)"+/" )#!$%+(" (!%/+%" $%!&(+*"

!!注&结果经统计学处理&

"

/

?$+#$#!-#+#$$

两组相比较差别具有显著性意义#表明治疗组

疗效优于对照组$

$!典型病例

患者#杨某某#女性#)& 岁#教师#/##& 年 ) 月

%% 日初诊$ 主诉&左侧颈项部疼痛伴左手臂后侧及

小指麻木 % 个月$ % 周前低头劳累后感觉左颈项部

强痛#活动不利#继而左侧肩部酸胀#颈后伸时加重#

伴见左侧手臂麻木#放射至左侧小指#无恶心呕吐

等$ 查&左侧颈部肌肉紧张#@

$ 3(

棘突左侧压痛明

显#压顶%叩顶试验! A"#臂丛神经牵拉试验! A"$

2线摄片示&颈椎生理曲度变直#颈 ' 3( 椎体骨质

增生#颈 $ 3( 椎间隙变窄$ 诊断&颈椎病!神经根

型"$ 经针灸推配合手法治疗 % 疗程后#患者疼痛

症状明显好转#手臂麻木感减轻#/ 个疗程后痊愈#

生活如常$ 随访半年未复发$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属中医-痹证.范畴#本病多见

于中老年人#多由于长期低头工作或跌仆损伤#过度

劳倦#风寒湿邪乘机稽留经脉#使气血痹阻经脉所

致$ 现代医学认为#由于长期劳损%寒凉等刺激#导

致颈部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紧张%痉挛#颈部软组织

力学平衡失调#长此以往#而见颈部疼痛#活动不利#

最终导致颈椎骨质增生等退行性变#颈椎失稳#关节

功能紊乱#局部软组织发炎#水肿和痉挛等压迫相应

神经根而产生临床症状$

通过牵引+/,能增大椎间孔#松解颈项部肌肉痉

挛#调整和恢复错位的小关节#并牵开嵌顿的关节

囊#有利于突出物的还纳#对受压的神经根有松解减

压作用'加上低周波通过经皮电刺激#能进一步缓解

肌肉紧张痉挛#促进颈部血液循环#从而使局部炎症

消散#水肿吸收#粘连松解#达到治疗颈椎病的目的$

根据中医理论-经脉所通#主治所及.的原理#

针刺颈椎病变处的天窗%夹脊穴配合手三阳经的肩

!

%曲池%合谷%后溪%中渚%列缺等穴位#能够起到疏

通经脉#散风祛寒#利湿通络#行气活血#理筋整复的

作用$ 通过手法治疗则能刺激颈部膀胱经#促进颈

部气血流通#起到通则不痛的作用$ 按照现代医学

的理论#手法治疗则能缓解颈部组织痉挛#调整颈椎

小关节紊乱#尤其是手法拔伸能起到牵引治疗的作

用#而且手法拔伸能因人而异#比机械牵引更有针对

性#因此针灸配合手法治疗#其疗效明显优于单纯牵

引和低周波的物理治疗$

治疗期间#嘱患者纠正不良体位#避免颈部劳累

及受凉等$ 治疗后期配合颈项肌功能锻炼#以改善

颈部脊柱的生物力线与活动度#增强颈椎外源性稳

定因素#巩固和提高疗效#预防颈椎病的反复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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