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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探讨和分析手法穴位扎针、红外线加揿针治疗颈椎病的临床疗效。方法：选取颈椎病患者

８０例，将其随机分为对照组和治疗组各４０例，对照组给予手法穴位扎针配合红外线治疗，治疗组在 对

照组的基础上加用针行方便揿针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的临 床 疗 效。结 果：经 治 疗 后，治 疗 组 治 愈１６例，
好转２３例，未愈１例，总有 效 率 为９７．５％；对 照 组 治 愈１１例，好 转１９例，未 愈１０例，总 有 效 率 为７５．
０％。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 学 意 义（Ｐ＜０．０５）。结 论：手 法 穴 位 扎 针、红 外 线 加 揿 针 治 疗 颈 椎

病的疗效确切，值得临床推广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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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椎病又称颈椎综合征，是颈椎骨关节炎、增生性颈椎

炎、颈神经根综合 征、颈 椎 间 盘 突 出 症 的 总 称，是 一 种 以 退

行性病理改变为 基 础 的 疾 患。随 着 社 会 经 济 不 断 发 展，人

们生活与工作压力增大，很 多 年 轻 人 因 长 期 精 神 压 力 和 工

作劳累易 患 颈 椎 病。该 疾 病 的 临 床 表 现 主 要 为 颈 肩 背 疼

痛、头痛头晕、颈部板硬、上肢麻木等。针对这种情况，对我

院收治的颈椎病患者采取手诊、红外线加揿针治疗，取得满

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２０１２年３月—２０１３年６月 收 治 的 颈 椎 病 患

者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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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颈 椎 病 诊 断 标 准。将 所 有 患 者 随 机 分 为

对照组和治疗组各４０例。对照组患者中，男性２３例，女性

１７例，年龄３７～５８岁，平均年龄（４５．１±３．２）岁；治疗组患

者中，男性２２例，女性１８例，年龄３６～５９岁，平均年龄（４５．
６±３．４）岁。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方法

对照组采 取 手 法 穴 位 扎 针 配 合 红 外 线 治 疗，患 者 取 坐

位，取阿是穴、风池穴、肩中俞、肩外俞、肩井等穴位，行常规消

毒后，将短毫针在上述穴位处快速进针，不可刺伤骨膜，给予

中强刺激后，留针５～１５ｍｉｎ，接通电针，采用连续波，强度调

至患者舒适为宜，局部配合红外线照射，留针３０ｍｉｎ。每隔１
日治疗１次，１０次为１个疗程，疗程结束后评定疗效。

治疗组采取手法穴位扎针、红外线及揿针治疗，治疗组

患者的手法穴位扎针及红外线治疗与上述对照组的治疗方

法一致。但在治疗组患者行红外线照射，留针３０ｍｉｎ后，让

患者颈部旋 转 屈 伸 运 动，感 受 是 否 存 在 其 他 疼 痛 点（阿 是

穴），然后将消毒后的 针 行 方 便 揿 针 埋 在 患 者 阿 是 穴 处，重

复使用针行方便揿针埋针２～３次。该种治疗方法每隔１日

治疗１次，１０次为１个疗程，疗程结束后评定疗效。
１．３　疗效判定标准

治愈：患者原有各种病症消失，肌力恢复正常，颈、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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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恢复正常，能 参 加 正 常 劳 动 和 工 作；好 转：患 者 原 有 病

症明显减轻，颈、肩背疼痛减轻，颈、肢体功能改善；未愈：患

者症状无改善。总 有 效 率＝（治 愈＋好 转）例 数／总 例 数×
１００％。
１．４　统计学方法

采用ＳＰＳＳ１９．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珚ｘ±ｓ）
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

２ 检验，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通过对两组患 者 分 别 采 取 不 同 方 法 治 疗，结 合 上 述 疗

效评价标准，治疗组治愈１６例，好转２３例，未愈１例，总有

效率为９７．５％；对照组治愈１１例，好转１９例，未愈１０例，
总有效率为７５．０％；两组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详见表１。
表１　两组患者临床疗效比较 ［ｎ（％）］

组别 例数（ｎ） 治愈 好转 未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４０　 １６（４０．０）２３（５７．５） １（２．５） ９７．５
对照组 ４０　 １１（２７．５）１９（４７．５）１０（２５．０） ７５．０

３　讨论

颈椎病是由骨关节炎、增生颈椎炎、颈椎间盘脱出症等

引起的一系列颈椎综合征。临床主要症状为颈、肩背疼痛、
头痛头晕、颈部板硬、上肢麻木等。该疾病是因长期工作与

生活习惯不良、颈椎先天性畸形、慢性劳损等引起的风寒湿

杂致气滞血瘀、痰 湿 阻 络、肝 肾 不 足、气 血 亏 虚 的 颈 椎 综 合

性症状。其临床治 疗 主 要 以 局 部 取 穴 针 刺 为 主，利 用 针 刺

法运行气血、疏通经络，达到治疗恢复的效果。虽然临床采

用手法穴位扎针、红外线治疗能够取得一定的疗效，但是其

作用时间较短且无法对 病 症 产 生 长 期 的 持 续 作 用，揿 针 则

能够 明 显 改 善 手 针、红 外 线 治 疗 存 在 的 缺 陷 与 不 足 之 处。
采用针行方便揿针埋针治疗不仅安全性高，作用效果强，同

时还能与患者日常生活 和 工 作 活 动 相 结 合，从 而 起 到 长 效

治疗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治疗效果。
本文采用方便 揿 针 联 合 手 针 与 红 外 线 治 疗，临 床 疗 效

确切。该种揿针又 称 为 微 型 针 灸 针，通 过 机 体 皮 肤 浅 表 组

织穴位埋针即时改善临床症状并达到２４ｈ持续“针灸治疗”
的效果。该 种 针 灸 治 疗 的 方 法 与 传 统 针 灸 比 较 有 以 下 优

点：①使用方便、即时见效、效果显著、无痛感、可自行操作；
②可较长时间穴位埋针，结合运动增加血液循环修复，得到

极佳疗效；③方便揿针运用高科技手段治疗，十分安全且高

效；④治疗范围广 泛，尤 其 是 对 各 类 疼 痛，效 果 快 且 效 果 显

著，还可适用于缓解痉挛、治疗胃病、缓解癌痛等。相关 研

究表明，针刺原始效应是揿针刺入体内产生微电流，从而改

变局部电位差；同时刺入体内的揿针会释放大量微量元素，
从而改变局部浓度差。实质上揿针即时的主体疗效是由电

化学效应产生的，即针刺 入 体 内 后 由 于 改 变 了 局 部 穴 位 的

电位差、浓度差，进 而 影 响 和 改 变 了 相 应 的 神 经 组 织，以 此

产生良好治疗效果。
综上 所 述，从 本 研 究 结 果 来 看，治 疗 组 总 有 效 率 为

９７．５％，明显优于对照组的７５．０％，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由此可见，手法穴位扎针、红外线加揿针

治疗颈椎病的疗效确切且安全性高、起效快、疗效作用时间

长，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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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如错过邮局订阅时间，可随时向该刊编辑部邮订。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１０９５号同济医院《医药导报》编辑部，邮政编

码：４３００３０，Ｅ－ｍａｉｌ：ｙｙｄｂｚｚ＠１６３．ｃｏｍ。电话及传真：（０２７）８３６４３０８３，８３６６６６１９，８３６６３５５９。国内总发行：湖北省邮政报刊

发局。邮发代号３８－１７３。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４２－１２９３／Ｒ，国际标准出版物号：ＩＳＳＮ１００４－０７８１。
广告许可证：武工商０６２０号。欢迎广大作者、读者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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