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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对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颈椎功能、生命质量及炎性反应的影
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１０４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５２例。对照组应用针灸结合普通推拿进行治疗，观察组应用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
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比较２组患者临床疗效，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中医证候积分、颈椎功能评分、视觉模拟评分（ＶＡＳ）、
健康调查简表（ＳＦ３６）生命质量量表评分及血清白细胞介素８（ＩＬ８）、超敏Ｃ反应蛋白（ｈｓＣＲＰ）和Ｐ物质水平。结果：观
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４２３％（４９／５２），对照组总有效率为７６９２％（４０／５２），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
４０ｄ后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ＶＡＳ较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ＶＡＳ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颈椎功能评分、ＳＦ３６生命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颈椎功能
评分、ＳＦ３６生命质量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Ｐ物质水平均较
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Ｐ物质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
黄芪桂枝五物汤可以有效改善神经根型颈椎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颈椎功能和生命质量，降低炎性反应，治疗神经根型颈

椎病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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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手机、电脑等的普及，颈椎病的
发病率呈逐年增高的趋势，且发病年龄趋于年轻

化，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神经根型颈椎病是由

于颈椎间盘突出或增生导致相应的神经根受压，从

而产生神经根性痛及神经根支配的区域麻木、疼痛

等，是颈椎病的常见类型，约占颈椎病的 ５０％～
６０％［１］。目前临床上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治疗

方法包括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其中手术治疗对患

者创伤较大，仅在少数具有典型手术指征的患者中

应用［２］。保守治疗具有治疗费用低、不良反应小等

特点，是目前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主要方法。针

灸是中医学中的瑰宝，具有调节阴阳平衡、活血化

瘀、舒筋通络的功效［３］。疏经通督推拿则是结合颈

椎解剖特点及经络特点进行的一种治疗手法，对颈

椎病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４］。黄芪桂枝五物汤具有

益气通经、活血通痹、祛风散寒的功效，对各类痹

症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５］。本研究通过探讨针灸和

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对神经根型颈椎

病患者颈椎功能、生命质量及炎性反应的影响，旨

在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疗提供参考依据，报道

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８年５月
海南省人民医院收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１０４例
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

照组，每组５２例。观察组中男２９例，女２３例；年龄
３５～７９岁，平均年龄（４８９６±８４２）岁；病程６个月
至８年，平均病程（３７８±１０２）年；对照组中男２７
例，女 ２５例；年龄 ３２～７８岁，平均年龄（４７８４±
８６４）岁；病程 ８个月至 ７年，平均病程（３５１±
１１２）年。２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
员会批准（伦理批件号：１６１２０８Ｊ）
１２　诊断标准　患者符合１９９３年全国颈椎病专题
座谈会制定的神经根型颈椎病诊断标准［６］：１）患者
颈部疼痛伴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后拉伸时疼痛

加重，颈部活动受限，相应神经根支配皮肤感觉减

弱，肌力减弱，腱反射异常，椎间孔挤压试验及臂丛

神经拉伸实验呈阳性；２）Ｘ线显示患者颈椎椎间孔
变小，椎间隙狭窄，椎体增生及钩突关节增生，颈椎

ＣＴ可见神经根管狭窄及赘生物。同时，患者符合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痹证

（神经根型颈椎病）诊断标准［７］，临床常见证型包括

风寒痹阻证、血瘀气滞证、痰湿阻络证、肝肾不足证、

气血亏虚证。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所有患者均符合神经根型颈椎
病诊断标准及痹证（神经根型颈椎病）诊断标准；２）
患者年龄≥１８周岁；３）患者近半年内未接受其他治
疗；４）患者具有针灸、推拿和中医治疗的适应证；５）
患者及家属对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对针灸、推拿、中药治疗依从性
差者；２）合并严重心、肺、肝、肾功能障碍者；３）颈椎
骨折、脱位、结核及皮肤感染者；４）精神疾病患者及
意识障碍者；５）不能配合治疗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治疗中途主动放弃治疗
者；２）治疗中接受其他治疗方案者。
１６　治疗方法
１６１　观察组　应用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
芪桂枝五物汤治疗。首先进行疏经通督推拿，患者

取仰卧位或坐位，依次进行放松手法、舒筋手法和通

督调整手法治疗。放松手法采用棍法松解颈、肩、背

部肌肉，然后一手扶住患者下颌，另一手托住患者颈

枕部，进行适当的拔伸牵引，共５次，３０ｓ／次。舒筋
手法则采取反复揉压凤池穴、天柱穴及病变部位的

夹脊穴、大椎穴、肩井穴、曲池穴、肩中俞、肩外俞、后

溪穴、外关穴等，每个穴位揉压１ｍｉｎ，然后进行夹脊
穴的弹拨，持续３ｍｉｎ。通督调整手法：患者呈坐位，
医生站立于患者后侧，让患者做颈椎前屈、后伸和旋

转等运动，动作逐渐加大，然后将患者头部前屈１５°，
一手托住患者下颌向棘突偏外歪侧旋转，另一手则

向对侧方抵住患者颈椎棘突，当旋转至最大幅度时，

可感到旋转力抵达医生拇指指端抵住的患椎处，另

一手随机增大幅度，快速旋转扳动，此时可听到颈椎

关节调整的响声，随后依次对胸腰椎进行扳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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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后患者俯卧位休息３０ｍｉｎ，进行针灸治疗。针
灸取穴：大椎穴、风池穴、风府穴、天宗穴、大抒穴、后

溪穴、养老穴、手三里穴、合谷穴、阿是穴。风寒痹阻

证加膈俞、血海；血瘀气滞证加内关、三阴交、阳陵

泉；痰湿阻络证加脾俞、太溪、合谷；肝肾不足证加肝

俞、肾俞、太溪；气血亏虚证加百会穴、足三里、关元、

气海、血海。患者呈坐位，选用３０号针，依次进针，
进针后小幅度、快频率提插捻转，直至患者出现酸、

麻、胀后留针３０ｍｉｎ出针。患者服用黄芪桂枝五物
汤，组方为：黄芪３０ｇ、桂枝１０ｇ、白芍３０ｇ、生姜５
片、大枣６枚，加水５００ｍＬ文火煎至２５０ｍＬ，每日１
剂，早晚各服用１次，连续服用２周后间隔１周，再
服用２周。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隔日１次，１０次为
１个疗程，共治疗２个疗程，共４０ｄ。中药均由我院
药学部统一购置。

１６２　对照组　应用针灸结合普通推拿进行治疗，
首先进行普通推拿，患者呈坐位，医生站立于患者后

侧，以一手拇指与其余四肢对合呈钳形，掌指关节反

复屈伸产生拿捏的力量进行治疗，时间５～１０ｍｉｎ，
然后用一手拇指指端对患者颈肩部疼痛点进行弹拨

治疗，每个疼痛点约１ｍｉｎ，力度从轻至重，速度由慢
至快。医生双手合十位于患者侧后方，用手掌尺侧

有节律的弹击颈肩部，治疗２ｍｉｎ。取患者侧卧位，
一手托住患者枕部，一手托患者下颌，用力向后上方

进行拔伸牵引 ５～１０次，治疗后患者俯卧位休息
３０ｍｉｎ，进行针灸治疗，治疗方法同观察组。针灸和
普通推拿隔日１次，１０次为１个疗程，共治疗２个疗
程，共４０ｄ。
１７　观察指标
１７１　中医证候积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
导原则》中的标准［８］，分别于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评
估患者的中医证候积分，包括颈肩项背部不适、上肢

疼痛麻木、手指疼痛麻木，每项评分０～３分，评分越
高表明症状越严重。

１７２　颈椎功能评分　应用颈椎功能评分量表分
别评定治疗前、治疗后４０ｄ患者颈椎功能，该量表
包括临床检查、临床活动及日常生活功能３大项，总

分２７分，得分越高表明颈椎功能越好［９］。

１７３　疼痛评分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应
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ｉｓｕａｌＡｎａｌｏｇｕｅＳｃａｌｅ，ＶＡＳ）评
定患者疼痛情况，总分０分（无痛）至１０分（剧烈疼
痛），评分越高表明疼痛越严重［１０］。

１７４　生命质量评定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４０ｄ
后应用健康调查简表（Ｔｈｅ３６ｉｔｅｍ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
ｓｕｒｖｅｙ，ＳＦ３６）对患者的生命质量进行评定［１１］，包含

躯体健康、躯体角色、疼痛、情绪角色、活力、心理功

能、社会功能、总体健康８个维度，每个维度０～１００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命质量越好。

１７５　血清学指标的检测　分别于治疗前、治疗
４０ｄ后采集患者清晨空腹外周静脉血 ５ｍＬ，经
３５００ｒ／ｍｉｎ离心 １０ｍｉｎ分离血清，离心半径为
６ｃｍ，应用双抗体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清白细胞
介素８（Ｉｎｔｅｒｌｅｕｋｉｎ８，ＩＬ８）、超敏 Ｃ反应蛋白（Ｈｉｇｈ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ＣＲｅａｃｔｉｖｅＰｒｏｔｅｉｎ，ｈｓＣＲＰ）和 Ｐ物质水平，
试剂盒购自北京奥维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严格按

照说明书进行操作。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依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中的疗效标准［８］，临床治愈：患者临床症状体

征完全消失，颈部和上肢活动恢复正常，臂丛神经牵

拉试验呈阴性；显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明显改善，

颈部和上肢活动基本恢复正常，臂丛神经牵拉试验

呈阴性；有效：患者临床症状体征有所改善，颈部和

上肢活动有所改善，臂丛神经牵拉试验疑似阳性；无

效：治疗后患者临床症状体征、颈部和上肢活动无改

善，臂丛神经牵拉试验呈阳性。总有效率＝（临床治
愈＋显效＋有效）／总病例数×１００％。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６０统计软件进行
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例（％）］表示，采用 χ２检
验；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采用ｔ检验；以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３％（４９／５２），对照组总有效率为 ７６９２％（４０／
５２），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患者临床效果比较［例（％）］

组别 临床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ｎ＝５２） ２３（４４２３） １８（３４６２） ８（１５３８） ３（５７７） ４９（９４２３）
对照组（ｎ＝５２） １３（２５００） １５（２８８５） １２（２３０８） １２（２３０８） ４０（７６９２）

χ２值 ６３１０
Ｐ值 ０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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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
者颈肩项背部不适、上肢疼痛麻木、手指疼痛麻木评

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４０ｄ后
２组患者肩项背部不适、上肢疼痛麻木、手指疼痛麻
木评分均较治疗前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肩
项背部不适、上肢疼痛麻木、手指疼痛麻木评分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治疗前、治疗后４０ｄ２组患者中医证候积分

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颈肩项背部不适 上肢疼痛麻木 手指疼痛麻木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２３５±０４５ ２０８±０３７ ２０８±０３８
　治疗４０ｄ后 １４２±０６４ １２８±０４８ １１３±０３２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２３５±０４ ２１１±０３８ ２０６±０４２
　治疗４０ｄ后 ０６１±０１５△ ０５４±０１６△ ０５２±０１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３　２组患者颈椎功能评分及 ＶＡＳ评分比较　治
疗前２组患者颈椎功能评分及ＶＡＳ评分比较，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 ４０ｄ后 ２组患者
ＶＡＳ均较治疗前降低，颈椎功能评分较治疗前升高
（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 ＶＡＳ低于对照组，颈椎功
能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３。

２４　２组患者ＳＦ３６量表评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
者ＳＦ３６量表各维度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 ＳＦ３６量表各维
度评分均较治疗前升高（Ｐ＜００５），且观察组患者
ＳＦ３６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
表４。
２５　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Ｐ物质水平比较
　　治疗前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 Ｐ物质水
平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４０ｄ后
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 Ｐ物质水平均较治疗
前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患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Ｐ物
质水平低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５。

表３　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颈椎功能评分
及ＶＡＳ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颈椎功能评分 ＶＡＳ评分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１２９２±１７７ ６７７±１８５
　治疗４０ｄ后 １９５３±２７８ ３９２±０７８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１２５８±１８５ ２０５±０６４
　治疗４０ｄ后 ２３２６±３５５△ ０５４±０１６△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４　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ＳＦ３６量表评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躯体健康 躯体角色 疼痛 情绪角色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９３５±６１４ ６３４５±６６８ ５２２４±７５３ ６０９５±６４６
　治疗４０ｄ后 ７４５８±１０５３ ８３６１±１０２３ ７０４８±１０２５ ７４６５±９２３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５８５３±６５５ ６４５３±７５５ ５１２３±７２３ ６０２４±６７６
　治疗４０ｄ后 ８５６７±８５７△ ９０５１±８６３△ ８２２４±７６５△ ８８６２±８６４△

组别 活力 心理功能 社会功能 总体健康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６１３３±７４３ ５６５６±７８６ ５５６５±７５６ ５３９６±７６３
　治疗４０ｄ后 ７８５３±１２５４ ７５２６±１０２２ ７６８３±１０２３ ７３７６±１１２３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６２２１±７５８ ５７４５±７５５ ５４２６±７２５ ５３５４±７５５
　治疗４０ｄ后 ８５６３±９５４△ ８８５２±６６４△ ８３５４±８６５△ ８４５９±８６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５　治疗前、治疗４０ｄ后２组患者血清ＩＬ８、ｈｓＣＲＰ和Ｐ物质水平比较（珋ｘ±ｓ）

组别 ＩＬ８（ｐｇ／ｍＬ） ｈｓＣＲＰ（ｍｇ／Ｌ） Ｐ物质（ｎｇ／ｍＬ）

对照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６１３１±１３６９ １４８７±５５４ ２７６５±４８１
　治疗４０ｄ后 ４３２２±９８４ ８２７±２８３ １７２４±３８２

观察组（ｎ＝５２）
　治疗前 ６２１４±１４１３ １４２３±５３６ ２８４６±４９５
　治疗４０ｄ后 ３３２７±８５３△ ５５３±１２３△ １３５５±２４４△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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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临床上较为常见的疾病，患

者主要表现为颈肩背部疼痛、不适、上肢和指端麻

木、酸胀及放射性疼痛等，给患者带来痛苦。目前，

临床上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尚无特效治疗方法，主

要采用保守治疗。常规的保守治疗方法包括牵引、

按摩、封闭治疗等，但临床疗效一般。近年来，中医

治疗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展现了广阔的前景，

并逐渐得到人们重视。大量文献显示，针灸、推拿及

中药制剂在颈椎病治疗中疗效被肯定［１２１３］。中医

学将颈椎病纳入“颈肩痛”“痹症”的范畴，认为该病

的主要病机在于机体劳顿致使营卫失调，风寒湿三

邪侵袭，导致气滞血瘀、经络痹阻、日久所致骨损筋

伤，筋骨失和。本研究中观察组应用针灸、疏经通督

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进行治疗，其中针灸、推拿

能够有效的松弛脉道、行气活血，起到濡养经脉的作

用。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针灸具有刺激神经、舒

张血管、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促进炎

性反应和水肿消退的作用［１４］。本研究选择大椎穴、

风池穴、风府穴、天宗穴、大抒穴、后溪穴、养老穴、手

三里穴、合谷穴、阿是穴进行针灸，其中大椎穴又称

百劳穴，具有益气壮阳的功效，对各类颈项痛具有很

好的疗效；风池穴出自《灵枢·热病》，主治头晕目

眩、颈项强急等症；风府穴具有通关开窍、息风散风

的作用。天宗穴则对颈椎酸痛有很好的疗效；后溪

穴、养老穴、手三里穴、合谷穴则对疏通手臂经脉有

很好的作用。本研究根据中医辨证施治，对于风寒

痹阻证、血瘀气滞证、痰湿阻络证、肝肾不足证、气血

亏虚证等患者分别加取其他穴道进行针灸，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

疏经通督推拿是结合颈椎解剖特点及经络特点

进行的一种手法治疗，该治疗手法遵循中医治病必

求于本的原则。中医认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本在督

脉，标在四末［１５］。督脉是人体质量要的脉络，手足

六阳经会与督脉大椎穴，督脉之气损耗可以导致肢

体失用、骨髓生变、脑腑扰动。通过疏经和通督可以

对神经根型颈椎病起到很好的治疗作用［１６］。《素

问·骨空论》指出“督脉生病治督脉，治在骨上”，指

的是通过治疗督脉可以起到调整督脉气血，祛除疾

病的作用。疏经通督推拿包括放松手法、舒筋手法

和通督调整手法，其是指在放松颈、肩、背部肌肉的

同时，对凤池穴、天柱穴、夹脊穴、大椎穴、肩井穴、曲

池穴、肩中俞、肩外俞、后溪穴、外关穴等进行反复的

揉按，对夹脊穴进行弹拨，最后通过脊柱调整手法纠

正还纳颈椎关节的位置异常，使经络气血恢复运行，

恢复颈椎生理功能。黄芪桂枝五物汤源自《金匮要

略》，是由黄芪、桂枝、白芍、生姜、大枣组方而成，其

中黄芪味甘、微温，具有补气固表的作用［１７］；桂枝味

辛，具有温经通阳、镇静镇痛、解痉下气的作用；白芍

具有养血益气，疏通经络的作用。生姜与桂枝为伍

具有能和营卫，祛风解表的作用［１８］；大枣则具有益

气养血的作用。诸药合用，公奏祛风散寒、和血通

痹、调养英卫之功效。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表明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优于针灸结合普通推拿进行治

疗。蒋志伟等［１９］报道显示，针灸与推拿结合中药离

子透入可以有效提高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效果，降

低复发率。卜岗等［２０］报道显示，中医推拿配合中药

熏蒸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本研

究中观察组患者经过治疗后肩项背部不适、上肢疼

痛麻木、手指疼痛麻木评分、ＶＡＳ低于对照组，ＳＦ３６
量表各维度评分高于对照组，表明针灸和疏经通督

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可以

改善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效果优于针

灸结合普通推拿进行治疗。

ＩＬ８是趋化家族的一种重要细胞因子，对中心
粒细胞具有很强的趋化作用，也是导致机体炎性反

应的重要细胞因子［２１］。ｈｓＣＲＰ则是一种急性实相
反应蛋白，是反映机体炎性反应程度的重要血清学

指标［２２］。Ｐ物质则是一种广泛分布于神经纤维的
神经肽［２３］。研究发现，当神经受到刺激后，可以迅

速释放Ｐ物质，其水平与痛觉传递有密切关系［２４］。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治疗后炎性反应程度

和神经纤维释放Ｐ物质水平低于对照组，提示针灸
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芪桂枝五物汤治疗可以有效

降低患者炎性反应，从而提高治疗效果。笔者推测

通过疏经通督推拿刺激经络，可以起到调整督脉气

血，祛除疾病的作用，同时也降低了患者炎性反应。

而现代医学研究表明黄芪桂枝五物汤的主要成分黄

芪、桂枝和生姜也具有降低炎性反应的作用，因此通

过上述治疗降低了患者的炎性反应，有助于提高治

疗效果，促进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康复。本研究优

点在于结合目前中医关于神经根型颈椎病病机的认

识，辨证施治，对于疗效有较完善的分析和解读，但

同时存在病例数较少，没有进行相关影像学分析的

缺点，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研究丰富。

综上所述，针灸和疏经通督推拿结合黄芪桂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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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物汤可以有效改善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症状，

提高患者颈椎功能和生命质量，降低炎性反应，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效果较好。该种疗法操作简单、安

全性高，利于患者接受，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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