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注射了胶原酶,注射后患者颈背部僵痛明显, 颈椎

活动受限,症状 2 个月后缓解。提示该手术一般不

宜同时做 2个以上部位, 以免引起颈背部不适。在

病例选择时, 我们仅选择由单纯的椎间盘突出引起

的脊髓型颈椎病。如合并黄韧带肥厚、椎体滑脱、成

角、椎体后缘骨质增生等情况,仍建议开放式手术治

疗,这部分患者单纯溶解椎间盘,并不能彻底解除脊

髓的压迫,达不到治疗目的。在手术之前,必须做颈

椎MRI、病变部位 CT、摄颈椎 X线片。MRI可以全

面显示脊髓受压情况, 并可以显示有无黄韧带肥厚、

椎管肿瘤等情况; 病变节段的 CT 检查, 可以进一步

明确合并骨质增生、小关节突增生等情况,同时能准

确区别骨赘或椎间盘,可以准确掌握适应证; X 线片

明确颈椎排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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鬃针穴位埋藏法治疗颈椎病

赵阳春
(德安县中医院, 江西 � 德安 � 330400)

� � 我院自 1990- 2003 年,采用鬃针穴位埋藏法治疗颈椎病

218 例, 现总结如下。

1 � 临床资料
� � 本组 218 例, 男 132 例, 女 86 例; 年龄 32~ 72 岁, 平均

52� 8 岁。病程 3 个月~ 22 年, 平均 14 个月。X 线颈椎正侧位

片提示有不同程度的增生或(和)颈项韧带钙化或(和)颈椎生

理弧度变直甚至反曲, 结合临床表现分颈型 41 例, 神经根型

82 例,椎动脉型 39 型,交感神经型 43 例,脊髓型 13 例。

2 � 鬃针制作方法
� � 采用健康家猪后颈部鬃毛,洗涤清洁后, 放入高压消毒锅

内煮沸约 15 min,取出鬃毛再洗去油脂及污物,剪去头尾多余

的部分, 留取鬃毛中节长约 6� 5 cm, 再按上述方法消毒 2 次

即制成鬃针,放入 75%酒精中浸泡备用。

3 � 治疗方法

患者坐位面向椅背,两上肢屈肘交叉放在椅背上, 前额抵

于臂上以支撑头部,根据 X 线片所示在病变颈椎棘突旁寻找

明显压痛点,同时可选用夹脊穴、风池、曲池、外关、大椎等穴,

用甲紫作好标记,常规消毒皮肤,戴无菌手套,取 7 号注射针

头作导针, 把鬃针顺行插入, 前端与导针锐口平齐, 一并刺入

所选用的穴位,当患者感觉到局部酸、胀、麻、热后, 术者用左

手拇指顶住鬃针尾部,右手食拇指挟住导针缓慢均匀退出,使

鬃针埋入体内,沿皮肤剪断留在体外的部分, 提捏起皮肤使其

完全埋入体内,覆盖消毒敷料, 鬃针与肌纤维基本垂直, 避免

了鬃针在体内移位, 同时鬃针上有细微倒毛, 避免了鬃针退

出。

4 � 治疗结果
所有患者均在治疗后 5个月观察疗效, 1 年随访, 自拟疗

效标准: 临床症状消失,体征消失(颈部活动范围正常, 头部叩

击试验隐阴性, 上肢神经检查正常)为显效, 共 69 例; 症状明

显减轻或仅在枕高枕头及低头时间过长时有不适感, 体征基

本消失为有效, 共 135 例; 临床症状无明显减轻, 体征仍较明

显为无效, 共 14 例, 总有效率为 93�6%。
5 � 讨论

� � 鬃针穴位埋藏法治疗颈椎病, 避免了羊肠线埋藏法操作

复杂、对软组织损伤重等缺点[针灸临床杂志, 1993, 9 ( 2, 3) : 50�

51] , 鬃针埋藏后与肌纤维基本垂直, 避免了其在体内移动和

退出, 所产生的局部刺激,可使毛细血管扩张,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了局部组织中氧的供应, 同时嘱患者改变不良的生活习

惯, 每天颈部做 风!字和 米!字操使病变的肌肉、韧带、血管、

神经、关节囊和筋膜等得以不断地进行相适应的代偿改善, 恢

复平衡状态, 而且通过刺激深部组织感受器和神经纤维, 使粗

神经兴奋, 抑制神经传来痛的信号而增强抗痛觉的能力, 该法

操作简便、疗效肯定(但对脊髓型效果较差)、创伤小、副作用

小, 值得推广。本组资料表明,年龄越小, 病程越短,疗效越理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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