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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科相关疾病的治疗

方式多样，其中针刺以中医
理论作为指导，具有适应范
围广、疗效显著、使用方便
等优势。 自古至今，被广泛
应用于临床治疗骨科疾病，
形成了独特的治疗体系。
１ 在脊柱疾病的应用

１． １ 颈椎病

颈椎病的常见典型症

状为颈部疼痛、上肢麻木或伴有放射样疼痛，严重者
可出现踩棉花感、行走不稳等症状。 王明明［１］开展的

一项“项七针”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的临床疗效观察
发现：通过针刺风府穴和双侧风池穴、天柱穴、完骨
穴， 可明显改善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的相关症状与
功能， 在此研究中表明通过针刺以上 ７ 个穴位可改
善左右椎动脉、基底动脉的平均血流速度，降低搏动
指数和阻力指数，改善脑部供血。 张洁［２］采用电针治

疗气滞血瘀型神经根型颈椎病获得满意的疗效，通
过对比研究发现电针颈椎病穴与颈夹脊穴均可有效

治疗气滞血瘀型神经根型颈椎病， 而电针颈椎病穴
对颈部疼痛的缓解程度要优于颈夹脊穴；此外，在一
定程度上， 电针颈椎病穴与颈夹脊穴针刺疗法的疗
程越长， 气滞血瘀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症状改
善越明显。 针刺疗法不仅对缓解颈部不适有良好疗
效，对颈椎病引起的失眠也有明显治疗作用。焦雪蕾
等［３］开展的一项随机对照研究表明针刺颈椎夹脊穴

配合枕三针可明显缓解颈椎病引起的失眠。 另有研
究发现，针刺可治疗颈椎结构性疾病，田利军等［４］将

５４ 例青年颈椎曲度异常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
察组，观察组针刺风池、外关、后溪、昆仑穴治疗后疼
痛症状显著减轻，颈椎生理曲度得以纠正。

大量的临床实践表明， 针刺疗法更适于治疗中
医辨证分型的气滞血瘀型颈椎病， 同时对现代医学
分型中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疗效更佳。 尽管针刺疗法
在颈椎病的治疗上疗效显著， 但是颈部分布着大量
重要的神经、血管，针刺颈部穴位操作不当易引发局
部血肿造成医源性损伤， 因此规范的操作仍是疗效
的保障。
１． ２ 腰痛病

腰痛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腰部一侧或两侧发生

疼痛，可伴有双下肢麻木的症状。腰痛病在现代医学
中可以涵盖一系列的腰部疾病， 包括腰椎间盘突出
症、腰肌劳损、腰椎管狭窄症、脊柱炎等；此外，也包
括因肾炎、胆囊炎、子宫内膜炎等一系列内脏疾病引
发的腰痛。 沈忠伟等［５］探讨了针灸联合推拿牵引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 研究结果
表明针刺双侧肾俞、膀胱俞、大肠俞、关元俞等穴位
并联合推拿牵引能够有效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

床表现，并且与传统西医疗法相比，在临床疗效、腰
椎关节活动度以及安全性方面， 针灸联合推拿牵引
的治疗方案都更佳。 张计臣等［６］则根据浮针理论，对
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筋膜激痛点进行浮针治疗，
可以明显缓解患者腰部疼痛的症状， 认为浮针之所
以在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疼痛方面有很好的效果，
是因为浮针所作用的皮下疏松结缔组织具有压电效

应及反压电效应，并且有良好的导电性能，能传导浮
针治疗所产生的生物电到达病变部位， 通过反压电
效应， 使人体内的抗病机制产生作用， 从而缓解症
状。 针灸疗法不仅可以有效缓解腰痛病，同时还涵
等 ［７］和姜宏等 ［８］报道了相关临床病例发现针灸能够

促进腰椎间盘突出症突出物的吸收。 但是相关临床
病例仍然较少，关于人体内部是如何进行重吸收，针
灸如何促进重吸收，需要进一步扩大样本量，进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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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试验研究才能揭示其临床规律及机制。
中医学认为“不通则痛”，针刺疗法对于机体气

血阴阳失调引起的腰痛病疗效显著。然而，不可否认
的是临床中仍有部分患者因严重的椎间盘突出或椎

管狭窄而导致剧烈腰腿痛，对于下肢肌力、跟腱反射
异常，甚至出现马尾综合征的患者，在结合针刺镇痛
的同时， 应该采取相应有效的减压手段解除神经压
迫， 避免因错失治疗时机对患者功能产生不可逆损
害，从而达到治愈之功。
１． ３ 脊髓损伤

脊髓损伤是脊柱损伤中最严重的并发症， 能够
造成受损节段以下的肢体严重的感觉功能障碍，主
要表现有大小便失常和截瘫等， 并且有康复率低和
致残率高的特点， 给患者家属及社会造成了巨大的
经济负担。在临床上针灸治疗显示了独特的疗效，有
大量的临床报道提供了依据。 程建等［９］对 ４５例胸腰
椎骨折伴脊髓损伤的患者行针药结合联合手术及高

压氧治疗， 中药汤剂辨证选用加味桃核承气汤和加
味补阳还五汤，针灸取穴辨证选择百会、夹脊穴、肾
俞、命门、膀胱俞、环跳、委中、阳陵泉、承山和足三
里， 与单纯行椎管减压融合内固定术联合高压氧治
疗的 ４３ 例患者相比，观察组术后 ３、６ 个月，在改良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美国脊髓损伤协会分级和并发症发生
率上均优于对照组； 说明针药结合分期辨证治疗可
以有效提高手术临床疗效，促进患者康复。 而王璞
等［１０］则对何时进行针灸康复治疗能够得到最佳的治

疗效果进行研究，试验结果表明，在术后立刻开展针
灸治疗，并且在术后 ２ 周后进行相关康复治疗，能够
明显促进患者神经功能恢复，令患者的运动、触觉和
痛觉评分明显提高； 同时脊髓损伤后常常出现神经
源性膀胱，主要表现为尿失禁、尿储留以及尿频、尿
急等症状，易诱发泌尿系统感染与肾功能失常，严重
影响患者生活质量以及生命健康。 王小雪等［１１］在肢

体、膀胱康复训练以及使用生物反馈康复仪外，还对
患者进行针刺治疗，针刺选穴为中极、曲骨、委阳穴
（双） 、三阴交 （双） 、八■穴，治疗后与基础康复训
练相比，患者的最大排尿量、日排尿次数明显增加，
残余尿量减少，膀胱内压力升高，国际下尿路功能症
状评分明显减少， 表明针刺治疗可以促进脊髓损伤
引起的神经源性膀胱的恢复。 张灿等［１２］对比芒针针

刺组和毫针针刺组治疗脊髓损伤后尿潴留的研究表

明，芒针在改善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的排尿状况、
尿路感染和尿动力学方面优于常规的毫针针刺，可
显著提高脊髓损伤后尿潴留患者生活质量。

早期急性脊髓损伤的救治措施合理与否与患者

的生命安全和脊髓功能预后有直接关系， 及时的现

场救护、急诊治疗、早期专科治疗以及有效的护理是
促进脊髓损伤后康复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也有报道
称完全性脊髓损伤患者通过硬膜外电刺激和康复训

练，可实现站立和行走，这与电针疗法促进脊髓损伤
康复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对于早期的脊髓损伤在
进行针刺疗法的同时可结合使用皮质类固醇、 神经
节苷脂等药物。
２ 在关节疾病的应用

２． １ 肩关节

肩关节是人体活动度最大的关节， 可以完成较
为复杂、范围大的动作，但同时也存在肩关节易损伤
的弊端。在临床上因外伤、长期劳损导致的肩袖损伤
十分常见，肩袖由肩胛下肌、冈上肌、冈下肌和小圆
肌等肌腱组织组成， 当这些组织出现损伤或无菌性
炎症后，在症状上会表现为肩部疼痛、压痛，继而肩
关节功能受限， 甚至发生肩部肌肉萎缩以及肌腱断
裂，从而令患者的生活质量大打折扣。李颖智等［１３］在

超声引导下肩胛上神经阻滞结合针刺技术治疗肩袖

钙化肌腱炎， 治疗后患者 ＶＡＳ 疼痛评分、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Ｍｕｒｌｅｙ评分、ＵＣＬＡ评分均较治疗前明显改善。 王延
武等［１４］则探讨了电针与 Ｍｕｌｌｉｇａｎ 动态关节松动术康
复配合治疗损伤后的肩关节疼痛，取穴肩贞、肩■、
肩■、天宗、肩前、臂，通过与单纯电针组、单纯康
复组对比，针康组的 ＶＡＳ 评分低于电针组与康复组
且有统计学意义， 说明针康组缓解疼痛的疗效要更
好；而 ＵＣＬＡ 肩关节评分针康组最高，与其他两组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体现针康组能够更好地改善肩
关节功能；并且经过治疗后，针康组患者的肩关节活
动度要优于其他两组。 在临床上使用针灸治疗肩袖
损伤能够取得很好的效果，缓解患者肩部疼痛、活动
受限的症状，尽早恢复肩关节功能。同时联合其他治
疗方法可以提高针灸治疗的效果， 需要寻找更合理
的搭配，以及更大样本量的临床研究揭示其临床规律。

石文英等［１５］探讨了温针灸结合瑜伽体位法治疗

肩周炎的临床疗效，将 ９０ 例肩周炎患者随机分为温
针灸结合瑜伽体位法组、温针灸组、瑜伽体位法组，
通过对比治疗前后肩关节疼痛积分及肩关节功能分

级，联合治疗组均优于单纯治疗组。温针灸能够温经
散寒、祛湿通络，配合瑜伽能够有效缓解肩关节周围
的痉挛、 黏连， 两种手法配合能使临床疗效大大增
强。 浦建枫等［１６］采用水针刀与常规小针刀治疗进行

对比发现， 采用水针刀靶向三点松解注射技术治疗
冻结肩疗效确切、操作简单、患者痛苦小、安全性高，
是一种较好的微创治疗方法。

针灸在缓解肩关节疼痛方面疗效显著， 方法很
多，重在辨证论治及局部取穴及配合循经远端取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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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之时在局部结节部位、 瘀痛部分可重用捻转泻
法、滞针法加强对痛点、结节点的松解。 因肩痹而经
络不通，可加用温针；压痛处常采用围刺、扬刺、齐刺
法，加用火罐，或者刺络放血；有抬举不利之肩凝症
状时，可先使用远端取穴，如阳陵泉、陵下穴等，在远
端穴位重用手法得气，同时指导患者配合呼吸、运动
及意念指导，再行针的同时，每次指导患在运动部位
的极限位置，找到受限的部位，行滞针法。 在治疗肩
痹的患者时常可以在附近肌群如背部、 颈部找到异
常反应点，常见的如在天宗穴、腕骨或阳谷穴等可寻
得，这要求医者重视触诊及细心地进行经络诊察。在
针刺之后， 指导患者日常的训练、 拉伸方法也很关
键，这需要医者掌握丰富的康复知识。
２． ２ 膝骨性关节炎

膝骨性关节炎是十分常见的骨性关节炎，２０ 世
纪中叶以来全球膝骨性关节炎的发病率已经翻了一

番［１７］。针灸治疗膝骨性关节炎有很好的临床疗效，具
有抗炎镇痛及软骨保护的作用。 莫永豪［１８］对比了温

针灸与单纯针灸治疗膝关节疼痛的疗效， 证实温针
灸相比普通针灸能更好地减轻关节疼痛， 消除关节
肿胀，减轻晨僵以及提高膝关节活动度。瞿晓东等［１９］

取患膝对侧上肢合谷、内关、曲池及阿是穴治疗创伤
性膝骨性关节炎，患者在接受上述穴位针刺的同时，
在医师指导及辅助下行患侧膝关节主动、 被动的屈
伸、旋转运动，治疗后患者关节疼痛、僵硬、关节活动
障碍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
３ 在骨科术后康复的应用

骨科治疗分为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 而手术治
疗常常只是解决了一部分病因， 只有通过术后的康
复训练才能达到最大的治疗效果。换而言之，如果不
配合术后康复治疗，其手术后期效果很难得到保证。
而针灸在骨科术后康复中有重要的地位， 能够有效
缓解术后带来的疼痛，减轻脊柱手术后神经根水肿，
预防肌肉萎缩以及促进感觉功能的恢复。

在针灸缓解术后疼痛方面的临床研究中， 陈达
等 ［２０］探讨了电针在全膝关节置换术后镇痛的效果，
研究中发现电针联合镇痛泵能够有效改善置换术后

的早期疼痛，并减少术后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等并发
症的发生，同时减少止痛药物的使用。
４ 在骨科其他疾病的应用

针灸在治疗腱鞘炎等无菌性炎症以及急性关节

扭伤等肌肉韧带损伤疾病中也有很好的效果。 傅俊
钦 ［２１］研究了针灸治疗桡骨茎突腱鞘炎的治疗效果，
采用傍针横刺阿是穴法治疗腱鞘炎， 患者总有效率
为 ９７．４％，平均治疗次数为 ５．３次。

针对骨科相关疾病，针灸有很好的镇痛、促进功

能恢复、减少术后并发症发生的特点。在临床上受到
众多医务工作者的青睐， 尤其是与其他治疗手段结
合后，临床应用更为多元化，能够治疗的骨科病种越
来越多，并且均能取得较好的疗效。但是需要注意的
是，目前的临床研究大多缺少明确统一的疗效标准、
缺乏具体的量化、样本量不够大，同时对于相关的治
疗规律、作用机制的认识不够深入，阻碍针灸在骨科
的临床应用和推广。 故此应当整合资源， 进行大样
本、多中心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制定一系列疗效评
定标准， 同时对针灸在骨科疾病中的作用机制做进
一步深入研究， 从而揭秘针灸的作用机制以及临床
规律，进一步推广针灸在骨科疾病中的使用，拓宽其
在骨科疾病的临床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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