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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治疗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临床效果分析

景伟霞*

襄城县人民医院，河南� 461700

摘� 要：目的：中医针灸治疗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临床效果分析。方法：随机抽取����年�月－����年�月我院所收

治的脑卒中患者共��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同观察组，各��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

用中医针灸治疗，评价两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能力、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结果：观察组在临床效果的对比上，优于

对照组（��������）。观察组在日常生活能力的对比上，优于对照组（��������）。观察组在肢体功能恢复情况的对比

上，优于对照组（��������）。结论：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效果显著，并能改善患者肢体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

力，具有进一步推广应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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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脑卒中是一种世界范围内多发的急性脑血管疾病，此病在临床上保有较高的致死率、致残率。其中，因该病大多

发生于仓促间，患者在发病后需要立即进行治疗，以此来挽救患者的生命。但就临床实际情况而言，许多脑卒中患者

虽可经救治脱离生命危险，但有约��％的脑卒中患者存在有后遗症的情况，常见的后遗症包括语言障碍、感觉障碍、

肢体障碍等。所以在脑卒中患者体征稳定后，便应及时开展对患者的康复治疗，以此来起到改善患者预后的作用。以

往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时，多应用常规康复治疗的方法，其能取得一定的临床效果。而随着近些年来关于脑

卒中研究的不断深入，在对脑卒中患者治疗时将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引入其中能否进一步提高效果便得到临床的广泛

关注>��。鉴于此，此次实验将围绕着中医针灸治疗脑卒中患者康复的临床效果开展论述，详细报道如下。

二、资料和方法

（一）一般资料

随机抽取����年�月－����年�月我院所收治的脑卒中患者共��例，随机分为对照组同观察组，各��例。对照

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岁；观察组男��例，女��例，年龄��a��岁，平均年龄

（����������）岁；组间差异并不显著（��������）。

���纳入标准

参与实验的患者均符合脑卒中的诊断标准；可完成各项临床调查者；自愿加入此次实验者。

���排除标准

存在其他严重脏器疾病、系统功能疾病者；过往精神病史者；拒绝加入实验者；不能提供完整临床资料。

（二）方法

���对照组

对照组接受常规康复治疗，具体包括指导患者进行坐起训练、站立训练、步行训练、上下台阶训练等。

���观察组

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应用中医针灸治疗，选取患者人中、极泉、尺泽、合谷、内关、合谷等穴位进行针灸治

疗。针灸开展前需先对患者经络进行按摩，按摩时间为��a���PLQ，而后在进行中医针刺，针刺结束后指导患者对患处

进行活动。每日针灸�次，每周持续针灸�次。患者若存在口斜眼歪，可加地仓、下关等穴位，患者若存在语言障碍，

可加玉液、金津等穴位，两组患者持续接受�个月治疗。此外，两组患者康复治疗期间均接受常规治疗，包括活血化

瘀、降颅压等。

*通讯作者：景伟霞，����年�月，女，汉族，河南省襄城县人，现任襄城县人民医院康复科主治医师，本科。研

究方向：中医针灸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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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标观察

评价对比两种方法下��例脑卒中患者的临床效果、日常生活能力、肢体功能恢复情况。

���显效

患者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活动能力基本恢复正常，实现生活自理。

���有效

患者神经系统功能部分恢复，活动能力较此前明显改善，可实现部分生活自理。

���无效

不符合上述标准者。（有效�显效）�例数����％� �有效率。

日常生活能力应用采用�DUWKHU指数评定表，日常生活能力越好分值越高。肢体功能采用肢体运动功能量表（)XJO�

0H�HU）评价，患者恢复情况越好分值越高>��。

（四）统计学处理

使用6366����软件分析，计量资料为均数�平方差（ ��），�值检验，计数资料为百分比，卡方检验，��������，

有统计学意义。

三、结果

（一）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比对

研究结果表明，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如表�。

表1�两组患者的临床效果比对（�，％）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χ� �����

� �����

（二）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对

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对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日常生活能力

比对有明显差异，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如表�。

表2�两组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对（ ��，分）

组别 例数
�DUWKHU指数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 ����� �����

� ����� �����

（三）两组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情况比对

研究结果表明，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肢体功能恢复情况比对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肢体功能

恢复情况比对有明显差异，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如表�。

表3�两组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情况比对（ ��，分）

组别 例数
)XJO�0H�HU评分

治疗前 治疗后

对照组 �� ���������� ����������

观察组 �� ���������� ����������

� ����� �����

� ����� �����

四、讨论

脑卒中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该病在发生后，患者容易并发多种机体功能障碍。现代医学研究指出>��，脑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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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生同不良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保有关联性。此病发生后应对患者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样能有效降低患者的死亡

率。但就实际情况来讲，脑卒中患者在发病后有较高概率后遗多种机体功能障碍，此种情况的存在则会对患者的预后

康复造成不利影响。针对脑卒中患者后遗症的问题，临床采取的方法为患者体征稳定后，即对患者进行药物治疗以及

早期康复治疗>��。其中，常规的早期康复治疗为脑卒中患者后期恢复的基础，此种康复治疗的基础在于人体神经的可

塑性理论同大脑功能重组理论。通过应用康复治疗，脑卒中患者的肢体功能、日常生活能力均可得到一定改善。而随

着近些年来，我国在脑卒中康复治疗领域的不断深耕，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亦在这类患者的治疗中得到一定应用>��。

脑卒中在中医的范畴中属于“中风”，中医认为脑卒中的发生同气血两虚、情志内伤等因素有关，多种因素的交

织影响便会导致患者气血紊乱，进而造成脑卒中的发生，中医认为脑卒中的治疗原则应为舒经活络、益气养血等。治

疗方法上中医可应用中药方剂、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其中，中医针灸治疗是一种基于中医脉络学说的治疗方法，

其自诞生之日起便在诸多疾病的治疗中发挥作用。在对脑卒中患者进行治疗时，采用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可以实现

对人体神经系统的有效刺激，并起到改善患者中枢神经系统，提高患者生理功能的作用。中医针灸在脑卒中患者的应

用，可以起到调和脏腑、疏经通络、扶正祛邪以及调节气血等功效。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中医针灸治疗应用后能够显著促进患者侧肢循环的建立，并起到促进患者脑部血流障碍改

善的作用，进而取得良好的临床效果。在治疗中可取用的人中、极泉、尺泽等穴位进行治疗，而在针刺的过程中，患

者的大脑皮层可以接收到针刺信号，这样则能促进神经系统的恢复。此外，在进行中医针灸治疗的过程中，临床还可

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加针，这样可以促进中医针灸疗效的进一步提高。但需注意的是，在对患者进行中医针灸治

疗的同时，还需注意常规康复治疗、基础治疗工作的开展，这样便可促进患者的全面恢复>��。总之，中医针灸治疗在

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且此种治疗方法相对安全可靠，所以在对脑卒中患者治疗时，应结合

患者实际及时将其融入到患者的早期康复治疗中，这对于脑卒中患者预后的改善有着现实的意义。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有效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显著（��������）。�两组患者治疗前的日常生活能力比

对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后的日常生活能力比对有明显差异，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

����）。两组患者治疗前的肢体功能恢复情况比对无明显差异（��������）。两组患者治疗后的肢体功能恢复情况比对

有明显差异，观察组高于参照组，差异显著（��������）。

由此可见，在对脑卒中患者治疗的过程中，若仅依靠常规康复治疗的方法，实际上效果并不显著。所以可在常规

康复治疗的前提下应用中医针灸治疗反方法，即通过中医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促进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此次实验的

结果同以往报道一致，提示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可在脑卒中患者的康复治疗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临床可结合脑卒中

患者的实际状况，及时将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引入患者的治疗中，以此来进一步提高临床效果>���。

综上所述，中医针灸治疗的方法效果显著，并能改善患者肢体功能，提高患者日常生活能力，具有进一步推广应

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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