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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的调查

周伟堂� 胡� 芳*

荆楚理工学院医学院，湖北� 448000

摘� 要：目的：是探讨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措施及效果。方法：选取荆门市中医医院����年�月a����

年��月��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作为回顾性病例对象，依据毫针治疗处方进行治疗，观察临床治疗的效果，总结临床

实用治疗方法，指导临床治疗的实践。结果：毫针治疗患者在疾病症状改善、治愈率方面有显著疗效。结论：毫针治

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能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恢复颈椎功能，值得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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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investigate�the�clinical�measures�and�e�ects�of��liform�acupuncture�in�the�treatment�of�cervical�

VSR�G�ORWLF�UDGLFXORSDWK���Method:����FDVHV�RI�FHUYLFDO�VSR�G�ORWLF�UDGLFXORSDWK��L��-L�JPH��+RVSLWDO�RI�7UDGLWLR�DO��KL�HVH�

0HGLFL�H� IURP�-D�XDU�������WR��HFHPEHU������ZHUH�VHOHFWHG�DV�WKH�UHWURVSHFWLYH�FDVH�REMHFWV���FFRUGL�J� WR�WKH�WUHDWPH�W�

prescription�of��liform�needle,�the�e�ect�of�clinical�treatment�was�observed,�and�the�clinical�practical� treatment�methods�were�

VXPPDUL]HG�WR�JXLGH�WKH�FOL�LFDO� WUHDWPH�W�SUDFWLFH��Result:�)LOLIRUP��HHGOH� WUHDWPH�W� L��SDWLH�WV�ZLWK�GLVHDVH�V�PSWRPV�

improvement,�cure�rate�has�signi�cant�curative�e�ect.�Conclusion:�)LOLIRUP��HHGOH�WUHDWPH�W�RI�FHUYLFDO�VSR�G�ORWLF�UDGLFXORSDWK��

can�signi�cantly�improve�the�clinical�symptoms�and�restore�cervical�function,�which�is�worthy�of�clinical�application.

Keywords:�Acupuncture;�cervical�spondylotic�radiculopathy;�curative�e�ect

一、对象与资料

（一）研究对象

在荆门市中医医院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中抽取��例患者进行调查问卷以及随访，其中女��例，男��例；年龄、

性别无统计学意义（��������）。根据制定的处方进行治疗，用田中靖久颈椎病症状量表��分法进行治疗疗效的记

录，最后通过6366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二）诊断标准

参照����年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制定的《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

（三）治疗原则

治疗取穴以循经取穴和对症选穴为主，调查��例患者研究治疗效果。

处方：大椎穴、天柱穴、颈夹脊穴、悬钟穴。

随证加减：头晕头痛加风池穴、风府穴，肩背酸痛加肩井穴、肩中俞，手臂麻木加曲池穴、外关穴。

刺灸法选择毫针刺法、平补平泻法>��（｜）加电针（,1）。疗程为十次一个疗程。

（四）处方分析>��

*通讯作者：胡芳，����年��月，女，汉族，湖北潜江人，现任荆楚理工学院医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

中医养生与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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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脊穴

《素问�缪刺论》：“从项数脊椎侠背，疾按之应手而痛，刺之旁，三痏立已。”杨上善注>��：“脊有二十一椎，

以两手侠脊当推按之，痛处即是足太阳络，其输两旁，各刺三痏也。”

���大椎穴

斜刺���～�寸；可灸。大椎穴为手足三阳及督脉之会。颈七椎为颈背颈骨之最大者。古人排序，以此椎骨为诸锥

之长。岐伯曰：“背之大腧，在柕骨之端。”�本穴位于背部极上，背为阳，本穴为阳中之阳，为经诸穴之在横膈以上

者，调益阳气之总纲。又为督脉与手太阳、手阳明、手少阳四经之会。故凡阴阳交争，一方偏胜，不得其平者，多取

本穴以调之。

���天柱穴

《穴名释义》>��载：人体以头为天，颈项犹擎天之柱，穴在项部方肌起始部，天柱骨之两旁，故名天柱。释义为：

天，指上部，人体头部；柱，楹意，指支柱，喻人体之颈项。该穴位于项部斜方肌起始部，天柱骨（颈椎骨）上端，

支撑头颅，意示擎天之柱而名。

���悬钟穴

属于足少阳胆经，其定位在外踝尖上�寸，腓骨前缘。其在腓骨短肌与趾长伸肌分歧部，浅层布有腓肠外侧皮神

经。八会穴之髓会；又名绝骨。

���风池穴

风池最早见于《灵枢�热病》篇，在《谈谈穴位的命名》>��中这样说：“风为阳邪，其性轻扬，头顶之上，惟风

可到，风池穴在颞颥后发际线者中，足少阳、阳维之会，主中风偏枯，少阳头痛，乃风邪蓄积之所，故名风池。”

���风府穴

风，指风邪；府，集聚处。穴当风邪易侵之处，《素问�风论》：“风气循府而上，则为脑风。”位居脊椎第一

节之上，所以又称“上椎”。张舜民《画墁录》载：宋仁宗病，药未验，召草泽医，始用针自脑后刺入，针方出，开

眼曰：“好惺惺！”次日病大减。后有以“惺惺”称所刺之穴（风府）。

���曲池穴>��

曲池是人体腧穴之一，属于手阳明大肠经之合穴，出自《灵枢�本输》。此腧穴在肘横纹外侧端，屈肘，当尺泽

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疏经通络之作用；临床上用于配合治疗偏风，肘臂肩腕等处之病；热病，高血

压，癫狂；腹痛、吐泻，咽喉肿痛、齿痛、目赤肿痛，瘾疹、湿疹、瘰疬等病症。《普济方》：头痛，项痛。

���外关穴

外关穴和内关穴相对，所以叫“外关”。外关穴又是手少阳之络，得手厥阴过经来会之气，盎溢于无名指之端，

是为“关冲”。关冲穴治症，多与外关穴略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治肘臂不得屈伸，手五指尽痛不能握物，

耳聋无所闻。”

���肩中俞

出《针灸甲乙经》。属手太阳小肠经。在背部，在第�颈椎棘突下，旁开�寸。另说“大杼旁二寸”（《医学入

门》）或“肩外俞上五分”（《针灸集成》）。主治咳嗽，气喘，唾血，项强，肩背疼痛等。直刺���a�寸，艾炷灸

�a�壮；或艾条灸�a��分钟。

����肩井穴

本穴在肩上凹处，故名“肩井”。古有井田之法，“井开四道，而分八宅”，即四通八达。又古时日中为市，交

易者汇集于井，后世称为赶集。本经通肩部，与诸阳经交会，所治疗的病症极为复杂，有如各病之市集也，故名“肩

井”。所治病症以风症居多。如中风、痰喘、风痹痛、劳伤、气逆等症涉及于风症，均可用之。以风为阳邪，症从其

性也。《针灸大成》：主中风，气塞涎上不语，气逆，妇人难产>��。

（五）疗效标准>��

���痊愈

主要症状和体征（主要症状有上肢麻木以及颈项和肩臂疼痛、颈项活动不利、颈部压痛�主要体征有椎间孔挤压试

验和臂丛神经牵拉试验呈阳性）消失，能恢复正常的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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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效

主要的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或缓解�劳累呈反复发作�但不会影响正常的工作生活。

���有效

主要症状和体征改善�生活部分可以自理�不能持续的工作。

���无效

主要症状和体征没有好转。

采用6366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配对样本7检验>���，若��������具有统计学意义。

二、理论基础

《皇帝内经》记载：黄帝问曰：痹之安生？岐伯对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其风气胜者为行痹；寒气

胜者为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也。现代脊椎病多痹症，痹者，闭塞不通的意思。

痹症主要原因为风寒湿三气乘隙侵入人体，堵塞经络，凝滞气血，产生痹症。风气胜者为行痹，风为阳邪善行而

数变，入侵人体鼓荡血脉则游走不定，故为＂行痹”。寒气胜者为痛痹，因寒为阴邪，其性凝结，寒邪客于肌肉筋骨

之间，致使气血凝滞不行，其痛较重，固定不移，故称“痛痹”；湿气胜者为著痹，湿为有形之阴邪，其性黏滞，入

侵人体，最易伤害肌体内的阳气，留滞于皮肉筋脉，闭经络，阻碍气血流行，故使人肢体沉重，或痛或不仁，故称为

“著痹”因其病邪属湿，故又叫湿痹。

其发生与年老体衰、长期劳损、感受外邪或跌扑损伤等因素有关。

本病病位在颈项部，涉及督脉、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阳和手阳明经经脉及其筋经。

基本病机是颈部寒湿痹阻，气滞血瘀或肝肾不足，筋骨肌肉失养。

三、颈椎病的现状

现有调查研究表明：长时间的伏案工作以及电脑的使用、睡眠姿势和习惯的不当，会导致人的颈椎保持单一姿

势，使颈部肌肉韧带疲劳，从而提高了颈椎病的发病概率。

调查显示 >���，我国大概有�％至��％的人群都患上了颈椎病，��岁至��岁颈椎病患者成倍增加，患病率达到了

��％至��％；��至��岁年龄段的发病率更是高达��％。更不容忽视的是，颈椎病近些年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年

“我国青少年颈椎发展现状报告”、显示：��％以上的青少年颈椎正处于亚健康状态。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危害>���指单纯神经根受刺激而炎症不明显者，可表现为手指麻木。颈部后伸时症状可加重。症

状可因落枕而发作�或因颈部劳累而加重。疾病久治未愈者，还会出现肌力减退，受压神经支配区域感觉减退，肌肉萎

缩，颈肌有压痛感等症状。若治疗不当>���，还会出现皮肤潮红、上肢发冷、肩部肿胀、指甲变形等并发症状。它主要

的危害是严重的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患者持筷、系扣子等动作不能完成。

四、调查结果

表1�田中靖久颈椎病症状量表20分法[14]

1.症状

（9分）

（1）肩颈部疼

痛与痛苦感

正常 3

3.体征

（8分）

（1）椎间孔

挤压试验

阴性 3

偶有轻度痛感 2 有颈肩疼痛而无颈椎运动受限 2

常有轻度肩颈痛 1
有上肢、手指疼痛而无颈椎运动受限

或既有颈肩疼痛又有颈椎运动受限
1

常有严重肩颈痛 0 既上肢手指疼痛又有颈椎运动受限 0

（2）上肢疼痛

和（或）麻木

无 3

（2）感觉

正常 2

偶有轻度上肢痛和（或）麻木 2 轻度障碍 1

常有上肢疼痛和（或）麻木，或

偶有严重上肢疼痛和（或）麻木
1 明显障碍 0

常有轻度上肢疼痛和（或）麻木 0

（3）肌力

正常 2

（3）手指疼痛

和（或）麻木

无 3 轻度减退 1

偶有轻度手指和（或）麻木 2 明显减退 0

常有手指疼痛和（或）麻木，或

偶有严重手指疼痛和（或）麻木
1

（4）腱反射
正常 1

常有手指疼痛和（或）麻木 0 减弱或消失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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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生活和

工作能力

（3分）

正常 3

不能持续 2
4.手的功能

（0到-2分）

正常 0

轻度障碍 1 仅有无力、不适而无功能障碍 -1

不能完成 0 有功能障碍 -2

使用田中靖久颈椎病症状量表对患者进行调查，具体数据如上表�所示。

采用6366软件对治疗前后样本的相关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显著性为�，所以具有相关性。具体数据如下表�所示。

表2�配对样本相关性

配对样本相关性

个案数 相关性 显著性

配对1 治疗前&治疗后 70 0.650 0.000

根据6366软件使用配对样本7检验的结果，6LJ（双尾）值为��������，所以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显著疗

效。数据如表�所示。

表3� 配对样本检验

配对样本检验

� 自由度 Sig.（双尾）

配对1 治疗前~治疗后 -7.525 69 0.000

五、讨论

颈椎病又称为颈椎综合征>���，是颈椎骨关节炎症、增生性颈椎炎症、颈神经根综合征、颈椎间盘脱出症的总称，

是一种以退行性病理改变为基础的病症。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目的在于激发正气，自身调节。

针灸是通过刺激穴位，疏通经络，用以调节机体气血阴阳、脏腑功能以及筋肉活动等，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灵枢�九针十二原》曰：“所言节者，神气之所游行出入也。”《灵枢�刺节真邪》曰：“用针之类，在于调

气。”针灸对机体的调节作用是通过调节经气以及激发正、提高自身抗病的能力和自我康复的能力，使得机体从病理

状态向生理状态转归，并不是外源性物质的补充。

通过调查研究毫针对于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疗效，以及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时的针法、取穴和疗程对疾病

的作用，以此总结最优治疗方案，来提高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疗效果，也借此提高人们对中国传统治疗效果的认

识，加强人们对中国传统的治疗方法的信心。

六、结论

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能显著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恢复颈椎的功能。此外，毫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还具有起

效快捷，无毒性，作用安全的特点。中医针灸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具有非常好的临床疗效，所以我们有责

任更有义务传播和发扬中医针灸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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