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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用与研究

林玉婷 陈 涛 黎香花 包海姣 严亦舒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医药学院 海南 海口 571126

摘 要：本文系统探讨了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用及其机制，涵盖了针灸的理论基础、临床实践、面临

的挑战及未来发展方向。通过总结针灸治疗不同类型神经损伤的临床案例，评估了针灸与其他康复手段结合的综合疗

效，并探讨了针灸在国际上的应用与认可。针对针灸疗效的个体差异、标准化不足及专业培训缺乏等问题，提出了加

强科学研究、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及提升公众认知的建议，以推动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进一步应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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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

中医针灸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

理是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从而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本文旨在探讨中医针灸在神经

损伤康复中的角色，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应用，再到面临

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针灸，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瑰

宝，其在神经损伤康复中显示出独特的优势。本文将分

析针灸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医学理论的结合点，以及其

在神经修复中的生理作用。同时，评估针灸在不同神经

损伤治疗中的临床效果，探讨其国际认可度，并指出当

前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加强科学研究、标准

化操作和公众教育的建议，以期推动针灸在神经损伤康

复中的更广泛应用。

1��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理论基础

1.1  中医针灸的基本原理与历史渊源
中医针灸作为中医药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

理是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调节人体的气血运行，从而

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针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数千年

前，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针灸的详细记载，奠

定了针灸理论的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针灸逐渐发展

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在临床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针灸的治疗作用主要体现在其对经络系统的调节，

通过刺激穴位，可以促进气血的流通，调节脏腑功能，

从而达到治疗疾病的效果。

1.2  神经损伤的病理机制与中医理论的结合
神经损伤是临床上常见的疾病之一，其病理机制复

杂，涉及多种因素，如缺血、炎症、自由基损伤等。中

医理论认为，神经损伤的发生与气血失调、经络阻滞密

切相关。根据中医理论，神经损伤的病理机制可以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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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气滞血瘀”和“经络不通”，这与现代医学中的神

经炎症和缺血再灌注损伤机制有相似之处。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针灸可以通过调节神经炎症因子的

表达，减轻神经损伤后的炎症反应，从而促进神经功能

的恢复。

1.3  针灸对神经修复的生理作用
针灸在神经修复中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其对神经

炎症的调节和对神经细胞的保护作用。研究表明，针灸

可以通过抑制神经炎症因子的表达，如NLRP3炎症小体
和Caspase-1，从而减轻神经损伤后的炎症反应。此外，
针灸还可以通过促进神经细胞的再生和修复，改善神经

功能。例如，电针刺激特定穴位可以显著降低脑缺血再

灌注损伤模型大鼠的神经功能缺损评分，缩小脑梗死体

积，改善神经细胞损伤程度。这些研究结果表明，针灸

在神经修复中具有重要的生理作用，为临床治疗神经损

伤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2��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用现状

2.1  针灸治疗不同类型神经损伤的临床案例
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用逐渐受到关注，尤其

在脊髓缺血再灌注损伤（SCII）和神经根缺血再灌注损伤
（NRII）的治疗中显示出潜在的应用价值。研究表明，
针灸通过调节神经细胞的能量代谢、抑制炎症反应和氧

化应激，能够减轻脊髓神经元的损伤，促进神经功能的

恢复。电针疗法通过刺激迷走神经释放神经递质，激活

胆碱能抗炎通路，从而抑制NLRP3炎症小体的激活，减
少炎症因子的释放，进而减轻SCII。在NRII的治疗中，
电针通过调节神经根的血液循环，减轻神经根的水肿和

炎症反应，促进神经功能的恢复[1]。临床研究表明，电针

治疗能够显著改善术后患者的疼痛、麻木等症状，且疗

效优于常规药物治疗[2]。此外，针灸在周围神经损伤的治

疗中也展现出良好的效果，通过刺激神经末梢，促进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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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再生和功能恢复。电针疗法通过调节神经细胞的钙离

子平衡，抑制神经细胞的凋亡，促进神经纤维的再生。

临床研究显示，电针治疗能够显著改善周围神经损伤患

者的运动和感觉功能，且疗效持久[3]。

2.2  针灸结合其他康复手段的综合疗效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中医疗法，在现代康复治疗中显

示出显著的综合疗效。它通过调节气血、疏通经络改善

症状，尤其在神经系统疾病、骨科疾病及慢性疼痛治疗

中效果显著。在神经系统疾病治疗中，针灸结合现代康

复手段如电针、镜像疗法等，显示出良好的协同作用。

例如，头针透刺疗法能降低阿尔茨海默病（AD）大鼠的
氧化应激水平，改善认知功能[4]。在骨科疾病治疗中，温

针灸联合镜像疗法治疗脑卒中后肩手综合征（PS-SHS）
表现出良好效果[5]。在慢性疼痛治疗中，温针灸联合经皮

椎体成形术改善患者腰背部疼痛及功能。小针刀疗法[6]通

过松解局部粘连组织，缓解肌肉痉挛，减轻神经卡压，

改善术后疼痛症状。

2.3  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国际应用与认可
针灸作为传统中医疗法，在神经损伤康复领域显示

出显著疗效。温针灸结合针刺与艾灸，有效治疗膝关节

疾病，如髌股疼痛综合征，通过温通经络、散寒化湿，

缓解疼痛，促进关节功能恢复。在神经损伤如脊髓缺血

再灌注损伤（SCII）和神经根缺血再灌注损伤（NRII）
中，针灸通过调节神经炎症反应、减轻氧化应激，显示

出潜在治疗作用。电针疗法激活信号通路，减轻神经细

胞凋亡和氧化应激。针灸还积极作用于脑水肿和脑出血

等继发性神经损伤，通过抑制炎症信号通路活化，改善

神经功能。现代科技，如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使针灸治

疗更便捷精准，监测患者康复进展，优化治疗方案。针

灸在国际上的认可不断增加，其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

用前景广阔。

3��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面临的问题

3.1  诊断标准不统一
针灸治疗腓总神经损伤时，诊断标准的不统一是一

个重大挑战。由于腓总神经损伤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目

前尚未建立起一套统一的诊断标准[7]。这意味着针对同一

病人，不同的医生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诊断结果，这对针

灸治疗方案的制定与实施造成冲击。统一诊断标准对于

提高临床疗效、减少医疗纠纷都是十分必要的。因此，

为了提高针灸治疗的一致性和可靠性，未来研究需要加

大基础研究力度，制定统一的诊断标准和规范治疗方

式，以确保针灸治疗在临床实践中的标准化和合理化。

3.2  作用机制不明确

针灸在治疗神经损伤的作用机制尚未完全明确[8]，这

限制了针灸治疗的科学性和广泛接受度。现代医学认为针

刺治疗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神经再生和神经传导的改善。

具体来说，针刺能够激活受损神经周围的细胞，促进神经

干细胞的增殖和分化，形成新的神经细胞填充受损神经组

织，从而有利于促进受损神经功能的恢复。此外，针刺治

疗能够改善神经传导功能，通过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和传

递，作用于神经末梢和神经纤维，增加神经纤维的兴奋

性，增强神经信号的传递效率。这些研究提供了针灸治疗

神经损伤的现代医学理论基础，但具体的分子机制和作用

路径仍需进一步的科学研究来阐明。

3.3  针灸与现代康复技术的结合模式需探索
针灸与现代康复技术的结合模式是一个需要进一步

探索的领域。目前，针灸治疗腓总神经损伤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包括温针、电针等多种针灸方法在

促进神经再生和改善神经传导功能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优

势。然而，针灸治疗的内在机制及相关的实验研究方面

的探索相对较少，需要更深层次的探索与发展其治疗机

制，从而优化治疗方案。在技术操作方面，针灸的操作

还需要进一步的整理和规范，以便于更好的用于教学和

人才培养。此外，针灸治疗的效果与多种因素相关，包

括穴位的选择、针刺的深度与角度、留针时间及针刺手

法等，这些都需要与现代康复技术相结合，以实现更精

准的治疗。

4��推动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应用的建议

4.1  加强针灸疗法的科学研究与临床验证
针灸疗法在神经损伤康复中的应用潜力逐渐受到关

注，但其作用机制和疗效仍需科学研究和临床验证。针

灸疗法可能通过调控神经元生存环境促进神经再生，重

构脑神经元网络，修复受损神经功能。例如，电针干预

能够调控NLRP3相关通路，降低炎症因子表达，减缓糖
尿病心肌病进程。然而，针灸疗法在不同神经损伤类型

中的效果存在差异，如电针在消化内镜诊疗中降低内脏

感觉过敏、缓解疼痛，但在不同内镜操作中作用不同。

针灸疗法的有效性依赖于穴位选取和电刺激参数，合理

的试验设计方案、样本量大小等也会影响疗效[9]。因此，

未来研究应优化针灸疗法的临床试验设计，确保研究结

果的科学性和可靠性。通过加强科学研究与临床验证，

针灸疗法有望成为神经损伤康复领域的重要治疗手段。

4.2  建立针灸治疗的标准化操作流程
针灸作为中医非药物疗法，具有抗炎、调节激素水

平及促进血液循环等作用，广泛应用于妇科痛证等疾

病。为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建立标准化操作流程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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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流程包括患者评估与诊断，确定适应症和禁忌

症；选择合适的穴位，如电针内关穴与足三里穴治疗糖

尿病心肌病；技术规范标准化，包括针具选择、针刺深

度与角度、留针时间及手法；调整疗程与频率，一般需

连续数周，每周2-3次；治疗后随访与评估，了解病情变
化及治疗效果。标准化流程提高治疗安全性、有效性，

为临床实践提供科学依据，展现针灸独特优势，提升患

者治疗体验。

4.3  结合现代康复推广智能化神经康复方案
结合现代康复，推广智能化康复，可以探索针灸与现

代康复技术的结合模式，如物理疗法、作业疗法等，以实

现更加精准、个性化的治疗，并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和生

活质量。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通过刺激特

定穴位来调节经络气血，缓解疼痛，改善功能。现代康复

技术，如物理疗法和作业疗法，分别侧重于通过物理因子

改善身体功能和通过活动训练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将这两

种方法结合起来，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综合治

疗，提高治疗效果。推广智能化康复方案[10]，可以利用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s）等现代科技手段，为针灸治疗
提供智能化、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5��结语

综上所述，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领域展现出了

巨大的潜力和独特的优势。从理论基础到临床应用，再

到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发展方向，本文对针灸在神经损伤

康复中的角色进行了全面的探讨。针灸通过调节气血、

疏通经络，与现代医学理论相结合，显示出在神经修复

中的生理作用。临床案例表明，针灸在治疗不同类型神

经损伤中具有显著效果，并且与其他康复手段结合时能

产生协同效应。尽管针灸在国际上的认可度逐渐提高，

但在诊断标准、作用机制和与现代康复技术的结合模式

方面仍存在挑战。为了推动中医针灸在神经损伤康复中

的应用，建议加强科学研究与临床验证，建立标准化操

作流程，并结合现代科技推广智能化神经康复方案。通

过这些措施，可以提高针灸治疗的科学性、安全性和有

效性，促进针灸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和应用。未来，随

着研究的深入和技术的进步，中医针灸有望在神经损伤

康复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患者带来更多的希望

和更好的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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