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

!

临
床
研
究
!

热敏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灸感与灸效关系的临床观
察"

#

!陈日新!陈明人!黄建华!付勇!张波!!"#江西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南昌 $$%%%&"'#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热敏灸重点研究室!南昌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腧穴敏化三级实验室!南昌 $$%%%&#

摘要!目的!通过热敏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疗效观察"探讨灸感与灸效的关系# 方法!选择 ("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采

用神庭$大椎双点温和灸"每次治疗 )% 分钟"每天 " 次"连续治疗 * 天# 根据艾灸治疗时有无热敏灸感$出现热敏灸感的次数

分为热敏灸感组和无热敏灸感组# 分析灸感与灸效关系# 结果!艾灸治疗时有无热敏灸感均有疗效"治疗前后比较均有统计

学意义%!+%#%)&"但热敏灸感组在总分项$眩晕项$颈肩痛项明显优于无热敏灸感组%!+%#%)&# 热敏灸感与疗效密切相

关# 结论!重视热敏灸感是提高疗效的关键#

关键词!热敏灸'椎动脉型颈椎病'灸感'灸效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笔者近年来采用热敏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0#取得较好疗效$并证实腧穴能否出现热敏灸

感与疗效密切相关$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纳入 ./0门诊和住院患者 (" 例$其中男 '$

例$女 "1 例"年龄 $1 2&$ 岁$病程 ' 周 2( 年& 将

上述纳入对象根据艾灸治疗时有无热敏灸感与出现

热敏灸感的次数分为热敏灸感组和无热敏灸感组$

热敏灸感组 '( 例$无热敏灸感组 "* 例$两组患者在

性别'年龄'治疗前病程及病情程度方面均无显著性

差异$具有可比性!!3%#%)#&

采用 "4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医病

证诊断疗效标准)中椎动脉型颈椎病的诊断标

准*"+

&

纳入标准为%!"#符合上述椎动脉型颈椎病诊

断标准"!'#年龄 "1 2*% 岁$男女不限"!$#患者同

意参与临床研究"!(#患者神志正常$行为配合$言

语清晰$能正确表达灸感&

排除标准为%!"#有严重心'肺'肝'肾等重要脏

器疾患"有严重精神障碍"!'#急性椎间盘突出$或

颈椎有骨折'脱位'结核'肿瘤'感染者"!$#除外因

耳源性'眼源性'高血压病'动脉粥样硬化症引起的

眩晕&

'!治疗方法

!"#穴位选择%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腧穴热敏

高发区%神庭'大椎穴*'+

& 按照全国统编教材第 &

版(腧穴学)定位& !'#灸法选择%神庭'大椎双点温

和灸& !$#灸材选择%采用特制精艾绒艾条$规格%

直径 '' 556长度 "'% 55$江西省中医院生产$材

料为二级精艾绒"!(#热敏灸感判定标准%治疗时患

者自觉热感透向穴位深部或发生扩热$传热'局部不

!微#热远部热'表面不!微#热深部热和非热觉等 &

种灸感时即可判定出现热敏灸感& 每次治疗 (% 分

钟$每天 " 次$连续治疗 * 天&

$!疗效观察

$#"!量表评分标准!两组病人均在治疗前后用颈

性眩晕量表评分标准进行评分*$+

& 该量表包括 )

项%眩晕 "& 分! 眩晕程度 1 分$频度 ( 分$持续时间

( 分#$颈肩痛 ' 分$头痛 ' 分$日常生活及工作 (

分$心理及社会适应 ( 分& 满分为 $% 分& 每项均分

为 ) 个等级$使用时将各项得分删除! 不让病人知

道评分方法#$在医生指导下由病人自行填表$治疗

前后分别对总分'眩晕项及颈肩痛项进行评估&

$#'!疗效标准!参照文献*"+

$并根据本课题特点$

拟定疗效评定标准& 本资料以眩晕'颈肩痛为主要

观察指标& !"#痊愈%眩晕'颈肩痛等症状及阳性体

征消失$能参加正常劳动和工作"!'#好转%眩晕'颈

肩痛等症状及阳性体征明显减轻"!$#无效%治疗后

症状体征无改善&

$#$!统计分析!治疗后统计根据艾灸治疗时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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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敏灸感'出现热敏灸感的次数分为两组$艾灸治疗

至少 " 个腧穴出现热敏灸感次数
$

( 天为热敏灸感

组$出现热敏灸感
%

$ 天为无热敏灸感组& 有关数

据采用 /7//"$#%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以
&

485表示$

同组治疗前后及组间疗效比较用9检验&

(!结果

(#"!两组评分比较!见表 "&

表 "!两组各项评分比较

组别 6 总分 眩晕 颈肩痛

热敏灸感组
治疗前 '( "'#" 8$#' *#& 8'#' "#) 8%#(

治疗后 '(

''#& 8$#1

'(

"$#( 8'#1

'(

'#) 8%#)

'(

无热敏灸感组
治疗前 "* ""#$ 8'#4 *#" 8'#( "#( 8%#(

治疗后 "*

"1#( 8$#$

'

"%#' 8'#&

'

'#% 8%#)

'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

!+%#%""与无热敏灸感组治疗后比

较$

(

!+%#%"&

由表 " 可见$艾灸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时$有无

热敏灸感均有较好疗效$两组总分项'眩晕项'颈肩

痛项在治疗前后对照评估均有统计学意义! !+%#

%)#$但热敏灸感组在总分项'眩晕项'颈肩痛项明

显优于无热敏灸感组! !+%#%)#&

(#'!两组临床疗效比较!见表 '&

表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值

热敏灸感组 '( * '' )

1)#$

'

无热敏灸感组 "* ' "$ "' ))#&

+%#%)

!!注%与无热敏灸感组
'

!+%#%)&

表 ' 结果表明$热敏灸感组治疗椎动脉型颈椎

病有效率明显优于无热敏灸感组!!+%#%)#&

)!讨论

椎动脉型颈椎病!./0#是一种常见的颈椎病$

其主要临床症状以眩晕'颈肩酸痛'头痛为主& 发病

机制复杂$一般认为颈椎退变对血管的机械性压迫

是发病的基础$而颈椎退变及由此产生的炎性病变

对椎动脉周围神经的剌激是发病的主要原因$压迫

和剌激导致椎动脉供血减少*(+

& 中医学认为本病

属-眩晕.'-痹症.'-头痛.等范畴& 本虚标实为该

病之病机特点$即以肝肾不足'气血亏虚为本"以痰

湿阻络'瘀血阻滞'风阳上扰等为标& -眩晕.的发

生与脑髓不足的关系密切& 正如(灵枢,海论)说%

-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胫酸眩冒$目无所见$懈怠

安卧&.又如(灵枢,口问)说%-上气不足$脑为之不

满$耳为之苦鸣$目为之眩&.$张锡纯也说%-督脉者

又脑髓神经之所也&.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在

保持人体动态平衡中$阳气起主导作用$阳气固密乃

是保持人体平衡的关键$督脉为-阳脉之海.$-向后

行于脊里$上行至顶后从风府进入脑内$上循巅

顶.$督脉入络于脑$下贯脊柱$与脑'髓直接相关$

可督促全身阳经脉气$疏通阳经气血$调理阳气的消

长转化$从而发挥脏腑的气化作用$培补真阳$益髓

醒脑& 具有补益脑髓$醒脑开窍$熄风止眩$安神定

志的作用*)+

& 根据-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理论$督

脉经穴治疗本病可取得较好的临床疗效& 大椎为手

足三阳督脉之会所$神庭穴属足太阳'阳明之会$两

穴为督脉要穴$根据-腧穴所在$主治所及.理论$均

可主治头痛眩晕$项背不适等症&

笔者认为$人体腧穴存在敏化态与静息态两种

功能态$当人体发生疾病时能使体表腧穴发生敏

化$$处在敏化状态的腧穴对外界相关刺激呈现腧穴

特异性的-小刺激大反应.$腧穴热敏化是腧穴敏化

的一种新类型$热敏腧穴的最佳刺激为艾热刺激$极

易激发经气感传$至气至病所$气至而有效*& 2"%+

&

本研究根据艾灸治疗时有无热敏灸感'出现热敏灸

感的次数$将 (" 例椎动脉型颈稚病患者分为热敏灸

感组和非热敏灸感组$发现热敏灸感组总分项'眩晕

项'颈肩痛项评估明显优于非热敏灸感组$可推断热

敏灸感与疗效密切相关& 出现热敏灸感或热敏灸感

出现次数多者$其临床疗效佳"不出现热敏灸感或热

敏灸感出现次数少者$其临床疗效不佳& 从而再次

证实笔者过去的论点%重视热敏灸感是提高灸疗疗

效的关键*""+

& 由于不同热敏灸感携带了不同的艾

灸信息$破译其密码含义$从而辨敏施灸提高艾灸疗

效则是进一步要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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