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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研究红花化瘀汤结合针刺治疗中风后肩手综合征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选取１２０例中风后肩手
综合征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患者知情同意下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Ａ、Ｂ、Ｃ３组，Ａ组采用红花化瘀汤结合针刺
治疗，Ｂ组单针刺治疗，Ｃ组单用红花化瘀汤治疗；比较３组患者治疗前后偏瘫上肢运动功能、肩关节疼痛、生活质量评分
及不良反应。结果：治疗后Ａ组前后偏瘫上肢运动功能、生活质量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及Ｂ、Ｃ２组（Ｐ＜００１），肩关节
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及Ｂ、Ｃ２组（Ｐ＜００１）；不良反应均显著低于Ｂ、Ｃ２组（Ｐ＜００５）。结论：红花化瘀汤结合针
刺能显著改善中风后肩手综合征患者前后偏瘫上肢运动功能及生活质量，降低肩关节疼痛，且不良反应少，安全性高，值

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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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手综合征 （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ＨａｎｄＳｙｎｄｒｏｍｅ，ＲＳＤ）
是手功能障碍表现的一种，一旦病发患者患手会突

发水肿疼痛及关节疼痛，甚至会并发孪缩，严重阻

碍中风患者康复［１］。该病多因中风、上肢外伤、关

节疾病、心肌梗死等疾病而致，严重影响患者自律

交感神经功能。中医认为 ＲＳＤ属 “痹症”范畴，

多因脏腑躬耕失调、气虚血瘀、络阻不通而致。因

此，临床治疗应以经活络、散寒止痛为原则。研

究［２］指出针刺作用下能打通患部经络，在治疗ＲＳＤ

中具有显著的疗效。而同时研究［３］益气活血方具有

散寒止痛功效，在治疗 ＲＳＤ中效果较佳。结合
ＲＳＤ病症情况，及早治疗并取得实质性效果不但能
减轻患者痛苦，同时还能预防孪缩发生，促使康复

治疗取得更佳的疗效。因此，探寻快速、显著缓解

ＲＳＤ患者病情的符合疗法也成为各界关注及研究的
重点。基于此，我院近年来对中风后 ＲＳＤ患者给
予红花化瘀汤结合针刺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的疗

效。现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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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我院脑病科门
诊及住院部收治的中风病稳定期患者１２０例作为研
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经颅脑ＣＴ或ＭＲＩ确诊为初发
缺血性脑卒中，且并发 ＲＳＤ，西医诊断符合１９９５年
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

病诊断要点》［４］中缺血性脑血管病诊断标准，中医诊

断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诊科研协作组制定

的《中风病诊断与疗效评定标准》［５］。其中男 ７０
例，女５０例；年龄４５～７５岁，平均年龄（５９±１）岁；
ＲＳＤ于卒中后 １～３个月并发，平均（２±１）个月；
ＲＳＤⅠ期８２例，Ⅱ期３８例。在患者知情同意并签
署知情同意书下，根据治疗方法的不同将其分为 Ａ、
Ｂ、Ｃ３组（各４０例）。其中 Ａ组男２３例，女１７例；
年龄４５～７４岁，平均年龄（５８±１）岁；ＲＳＤ于卒中后
１～３个月并发，平均（２±１）个月；ＲＳＤⅠ期２７例，Ⅱ
期１３例。Ｂ组男２４例，女１６例；年龄４５～７５岁，平
均年龄（６０±２）岁；ＲＳＤ于卒中后１～３个月并发，
平均（２±１）个月；ＲＳＤⅠ期２８例，Ⅱ期１２例。Ｃ组
男２３例，女１７例；年龄４６～７５岁，平均年龄（５９±
１）岁；ＲＳＤ于卒中后１～３个月并发，平均（２±１）个
月；ＲＳＤⅠ期２７例，Ⅱ期１３例。组间一般资料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及排除标准
１２１　纳入标准　１）西医诊断符合１９９５年全国第
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通过的《各类脑血管病诊断

要点》［４］中缺血性脑血管病的诊断标准，中医诊断符

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制订的

《中风病诊断和疗效评定标准》［５］，并经颅脑 ＣＴ或
ＭＲＩ确诊的初发缺血性脑卒中患者。２）肩痛诊断标
准参照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制定的 ＲＳＤ诊断要点［６］：

脑卒中患者有单侧肩手痛，皮肤潮红、皮温上升；手

指屈曲受限，局部无外伤、感染的证据，也无周围血

管病的证据。３）患者入选时意识清楚，发病前无认
知障碍、精神病、药物滥用史，无合并心肝肾功能不

全等严重疾病。４）年龄介于４０～８０岁之间。５）患
者或家属知情同意接受本试验。

１２２　排除标准　１）严重心肺肝肾疾病、感染及恶
性肿瘤者；２）存在可能影响诊断、病情评价和康复训
练的听、视缺陷、语言交流困难和理解障碍者；３）短
暂性脑缺血发作，可逆性神经功能缺损；经检查证实

神经功能缺损由脑肿瘤、脑外伤、脑寄生虫病、心脏

病、代谢障碍等疾病引起者；出血性脑血管病患者；

妊娠或哺乳期妇女；４）既往痴呆病史、精神病史；５）

不能配合检查的患者。６）各种肌病和关节病。
１３　治疗方法
１３１　Ａ组　采用中药熏洗结合针刺推拿康复治
疗的综合治疗方案。１）针刺推拿：选用１或１５寸
一次性无菌针灸针，根据新世纪全国高等中医药院

校规划教材《针灸治疗学》［７］中针灸治疗中风病取

穴及导师治疗 ＲＳＤ经验穴进行加减。ａ．取患者侧
卧位，先采用“醒脑开窍发”于极泉穴快速进针，后

大幅度提插捻转以使上肢产生放电感或酸胀感后出

针。ｂ．取患者仰卧位，选取患侧穴主穴（如：肩
"

、肩

贞、肩前、极泉等）、配穴（如：足内、外翻或下垂分别

加昆仑、太溪、解溪，手指不能动者加后溪等），常规

消毒后，快速进针，捻转得气后，接通电针仪，肩
"

与

肩贞一组，手三里及合谷一组，疏密波，频率为 ４／
２０Ｈｚ，以患者肌肉微颤为宜，留针 ３０ｍｉｎ，后取针。
ｃ．推拿。确保患者上臂于水平位后，最大限度将其
肘关节伸展，推拿师与患者合掌，将其腕关节背屈，

并缓慢活动其各指关节，促使其各指关节左右扭动，

活动后再对相关关节、皮肤、肌肉等进行自上而下，

由轻到重的按摩。２１ｄ为１个疗程。２）中药熏洗：
选用红花化瘀汤，药方由惹苗仁３０ｇ，桑枝、伸筋草、
透骨草各１５ｇ，羌活、防风、益母草、路路通、赤芍各
１２ｇ，红花、木香、乳香、没药各９ｇ组成，加水３０００
ｍＬ煎煮后于针刺推拿后熏洗患肢，２～３次／ｄ，每剂
熏洗２ｄ，２１ｄ为１个疗程。
１３２　Ｂ组　单纯采用针刺治疗，方法和治疗时间
同Ａ组。
１３３　Ｃ组　单纯采用中药熏洗治疗，方法和治疗
时间同Ａ组。
１４　观察指标
１４１　安全性指标　１）一般检查项目：体温、血压、
脉搏、呼吸；２）血常规、尿常规、粪常规；３）血脂、血
糖、肝肾功能；４）心电图。以上检查于治疗前和治疗
后各检测１次，观察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
１４２　疗效性指标　１）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评分：
采用简式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法［８］，于治疗前后对上肢运动

功能进行评定，上肢运动功能总积分６６分。２）肩关
节疼痛程度。视觉模拟评分法［９］，对每例患者在人

选时、治疗结束时分别进行评价。以０～１０分记：０
表示无痛；１０表示剧痛；１～９表示疼痛由轻到重的
程度。３）患者生活质量评定标准。采用脑卒中专用
生活质量量表（ＳＳＱＯＬ）［１０］评定患者的生活质量。
于治疗前后统计量表分值。

１５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均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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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软件处理，计量资料采用平均值表示；计量资料

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采用χ２检验；组间比较具有统
计学意义采用Ｐ＜００５表示。
２　结果
２１　治疗前后各组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评分比较
　经治疗，各组患者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评分均有
明显均有明显提升，其中Ａ组明显高于Ｂ、Ｃ２组（Ｐ
＜００１），Ｂ、Ｃ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见表１。

表１　治疗前后各组患者偏瘫侧上肢运动功能
评分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４０ １８５１±２１２ ４８３２±２１７△

Ｂ组 ４０ １８４８±２０５ ３３５２±２５３

Ｃ组 ４０ １８５０±２０９ ３２４６±２０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与 Ｂ、Ｃ组比较，△Ｐ＜

００１。

２２　治疗前后各组肩关节疼痛评分比较　经治疗，

各组患者肩关节疼痛程度均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其

中Ａ组肩关节疼痛评分显著低于 Ｂ、Ｃ２组（Ｐ＜
００１），Ｂ、Ｃ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
表２。
表２　治疗前后各组患者肩关节疼痛评分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Ａ组 ４０ ７８１±１２３ ２３４±１０１△△

Ｂ组 ４０ ７７９±１１８ ３７９±１０５

Ｃ组 ４０ ７８５±１２５ ４２８±１３２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与 Ｂ、Ｃ组比较，△△Ｐ＜

００１。

２３　治疗前后各组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经治疗，各
组患者生活质量均得以一定程度的改善，其中 Ａ组
心理、躯体、认知、社会、角色评分均显著高于 Ｂ、Ｃ２
组（Ｐ＜００１），Ｂ、Ｃ２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比较　治疗期间
各组均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见表４。

表３　治疗前后各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比较（ｎ＝４０，珋ｘ±ｓ）

组别 时间 心理 躯体 认知 社会 角色

Ａ组 治疗前 ０７８±０２１ ０１２±０３２ １２１±０３５ １９８±０５２ １７５±０５２
治疗后 ３５２±０６３△△ ３６９±０３６△△ ３３１±０６９△△ ３９１±０９０△△ ３１７±０６３△△

Ｂ组 治疗前 ０８８±０３４ １１１±０２８ １２５±０３２ １８７±０４８ １７６±０４８
治疗后 １６５±０６４ １４８±０３５ １７５±０５２ ２４２±０６８ ２３２±０４２

Ｃ组 治疗前 ０７９±０２５ １２２±０３２ １２２±０４２ １９５±０５２ １８２±０４２
治疗后 １４８±０５２ １４４±０３１ １７０±０４３ ２３２±０７２ ２１６±０４７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１，治疗后与Ｂ、Ｃ组比较，△△Ｐ＜００１。

表４　２组治疗期间不良反应情况的比较［（ｎ）％］

组别 例数 肝肾功能异常 胃肠道反应 腰酸背痛 皮肤红痒溃疡等 不良反应率

Ａ组 ４０ ０（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５０） ３（７５０）

Ｂ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６（１５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０（２５００）
Ｃ组 ４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０） ８（２０００） １（２５０） １２（３０００）

　　注：与Ｂ、Ｃ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ＲＳＤ是因中风、脑梗等疾病并发症的一种，患

者患侧肢因缺乏主被动活动而继发肩手肿胀、疼痛、

关节活动受限等症状，且在屈腕、指后加重为特征的

综合征。研究［１１］指出，ＲＳＤ病发多与是腕关节屈曲
位长时间受压、肩手泵功能障碍、交感神经系统功能

絮乱等密切相关。一旦发病，将严重影响患者上肢

运动功能，若未及时治疗还易发生挛缩，影响上肢功

能康复成败。而中风多因风痰流窜经络而致气血运

行受阻，ＲＳＤ并发率更高。中医认为 ＲＳＤ属“痹
症”范畴，治疗的关键在于逐步尽快减轻水肿、疼

痛、强直等临床症状，通络静脉、活血化瘀，且在并发

３个月治疗最佳［１２］。《灵枢·经筋》谓：手阳明之

筋、足太阳之筋，其病……肩不举。可见：肩部静脉、

筋经是导致肩痛的主要因素。而结合患者病情和病

患部位，对相关穴位进行针刺能促使静脉畅通，进而

缓解疼痛、强直等症状。研究［１３］表明，针刺治疗能

有效缓解中风后 ＲＳＤ患者疼痛、强直等临床症状，
疗效确切，安全可靠。另，ＲＳＤ的并发还与脏腑躬
耕失调、气虚血瘀密切相关，中药本身具有活血化

瘀、温经散寒功效，结合ＲＳＤ患者病因及临床特征，
选用活血化瘀方对患部进行熏洗，其药效能通过人

体皮肤、穴位经络脏腑，改善病情。与直接服用中药

汤剂比较，其药液不用经肝脏，不良反应也会随之减

少。研究［１４］指出，中药熏洗中风后 ＲＳＤ中疗效较
为可观，患者关节疼痛、活动受限等均有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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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推广应用。可见：针刺、中药熏洗均是治疗中风

后ＲＳＤ的有效方法。但因该病需及早治疗，尤其是
病发３个月治疗可有效避免并发症，最大限度恢复
患者关节功能。研究［１５］指出，早期运用中药熏洗结

合促通技术治疗脑卒中后 ＲＳＤ疗效尤为显著。鉴
于此，结合针刺及中药熏洗治疗中风后 ＲＳＤ机制，
可在针刺疏通患肢静脉后再行中药熏洗，能促使中

药药效更为有效发挥，改善患者病情。

本研究中，Ａ组即在对患侧针刺推拿疏通局部
经脉后用红花化瘀烫进行熏洗，从疗效性指标评定

来看，治疗后该组前后偏瘫上肢运动功能、生活质量

评分均显著高于治疗前及 Ｂ、Ｃ２组（Ｐ＜００１），肩
关节疼痛评分均显著低于治疗前及 Ｂ、Ｃ２组（Ｐ＜
００１），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提示：中药熏洗结合
针刺治疗中风后ＲＳＤ疗效确切，患者上肢功能及生
活质量明显改善，且肩关节疼痛显著减轻。从安全

性指标来看，该组患者未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其不良

反应率均显著低于 Ｂ、Ｃ２组（Ｐ＜００５）。提示：中
药熏洗结合针刺治疗中风后ＲＳＤ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中药配方红花化瘀烫熏洗结合针刺

能显著改善中风后 ＲＳＤ患者上肢关节功能及生活
质量，减轻肩关节疼痛度，且不良反应少，安全可靠，

值得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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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１００（１）：９６１０２．

［１６］ＢｏｅｒｓＭ，ＮｕｒｍｏｈａｍｅｄＭＴ，ＤｏｅｌｍａｎＣＪ，ｅｔ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ｇｌｕｃｏｃｏｒ

ｔｉｃｏｉｄｓａｎｄｄｉｓｅａｓ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ｎｔｏｔａｌａｎｄｈｉｇｈｄｅｎｓｉｔｙｌｉｐｏｐｒｏｔｅｉｎｃｈｏ

ｌｅｓｔｅｒｏｌ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ｗｉｔｈ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Ｊ］．ＡｎｎＲｈｅｕｍＤｉｓ，

２００３，６２（９）：８４２８４５．

［１７］ＬａＭｏｎｔａｇｎａＧ，ＣａｃｃｉａｐｕｏｔｉＦ，ＢｕｏｎｏＲ，ｅｔａｌ．Ｉｎｓｕｌｉｎ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ｉｓ

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ｒｉｓｋｆａｃｔｏｒｆｏｒａｔｈｅｒｏｓｃｌｅｒｏｓｉｓｉｎｒｈｅｕｍａｔｏｉｄ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

［Ｊ］．ＤｉａｂＶａｓｃＤｉｓＲｅｓ，２００７，４（２）：１３０１３５．

［１８］胡庭俊，何彩美，钟晶．鸡血藤不同极性段提取物制备及体外抑

菌作用初步研究［Ｊ］．动物医学进展，２０１０，３１（９）：３３３６．

［１９］张志萍，刘屏，丁飞．鸡血藤对高脂血症大鼠血浆超氧化物歧化

酶和脂质过氧化物的影响［Ｊ］．中国药理学会通讯，２０００，１７

（３）：１５．

［２０］梁日欣，黄璐琦，刘菊福，等．药对川芎和赤芍对高脂血症大鼠

降脂、抗氧化及血管内皮功能的实验观察［Ｊ］．中国实验方剂学

杂志，２００２，８（１）：４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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