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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在
神经根型颈椎病治疗中的效果研究
张峰 （山东省临沂市平邑县中医医院，山东平邑  273399）

摘要：目的：评价以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效果。方法：选择2018年 11月至2020年 4月来我院就诊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8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0例。对照组接受以物理疗法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

案治疗，观察组接受以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对比两组疗效、生活质量评分、颈椎功能恢复时间、颈椎疼痛和功能障碍程度。

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视觉模拟评分法（VAS）

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NDI）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颈椎功能恢复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以针灸推拿为

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效果确切，对改善患者颈椎功能、促使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具有很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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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中老年人较为常见的颈椎病类
型之一，主要由椎间盘退行性病变和椎体骨质增生等
所致，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四肢麻木、颈椎压痛、皮
肤感觉功能衰退、肌肉萎缩等，若不及时治疗将对患
者的生活及工作等造成严重影响 [1]。目前临床针对神
经根型颈椎病多采取非药物综合治疗，如针灸、推拿、
物理疗法等。为了更明确地掌握最佳治疗手段，本研
究选择 8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为研究对象，对比
针灸推拿与物理疗法的治疗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18 年 11 月至 2020 年 4 月来我院就诊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 80 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
字表法分成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 40 例。对照组男
22例，女18例；年龄46~79岁，平均（62.85±5.66）岁；
病程 4 个月 ~2 年，平均（1.05±0.24）年。观察组男
23 例，女 17 例；年龄 48~80 岁，平均（63.55±5.72）
岁；病程 5 个月 ~2 年，平均（1.07±0.26）年。两组
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具
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纳入
标准：符合《外科学》第 7 版中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
断标准；年龄＞ 45 岁；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
恶性肿瘤患者；存在认知、交流障碍患者；近期行胸
腔手术患者；心、肝、肾功能不全患者；有精神疾病
史患者；伴有四肢功能障碍患者。

1.2 治疗方法

对照组接受以物理疗法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
疗。患者坐于颈椎牵引机上，医生将枕颌带套入患者
的颈部，腰部系上束缚腰带，叮嘱患者放松身体，目
视前方，双手自然放于膝盖之上。调节牵引角度和牵
引力协助患者活动，牵引约 20 min 后让患者取卧位休
息；或使用多功能治疗仪对颈椎部进行微波治疗，以
中心微温照射 20 min 缓解疼痛 [2]。观察组接受以针灸

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针灸：取大椎、天柱、
风门、肩中俞、后溪、阿是、风池穴、曲池穴等，采
用平补平泻法留针 30 min，每天 1 次。推拿：患者取
坐位，推拿师一手托住患者前颌，另一手对肩颈部肌
群进行推、拿、按压、揉等手法放松，每次 30 min，
每天 1 次 [3]。两组均治疗 20 d。

1.3 观察指标

（1）疗效。评价标准：显效，颈椎部疼痛、麻
木等症状完全消失，颈部活动自由，不影响正常生活；
有效，颈椎部症状明显好转，仅在活动时出现轻微无
力酸痛感；无效，颈椎症状缓解无变化，手指麻木，
颈椎活动受限。（2）用简明健康状况量表（SF-36）
评价患者的生理功能、情感功能、社会功能和运动功
能，每项 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生活能力越好。（3）
颈椎功能恢复时间、颈椎疼痛和功能障碍程度。以视
觉模拟评分法（VAS）评估疼痛程度，0 分为无痛，
10 分为剧烈疼痛，分值越高疼痛越明显；以颈椎功能
障碍指数（NDI）评估颈椎功能，0~50 分，分值越高
功能障碍越严重。

1.4 统计学方法

用软件 SPSS23.0 进行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
（x ±s）表示，采用ｔ检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采
用 χ2 检验。P ＜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观察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1。

表 1 两组临床疗效对比

组别 n 显效（例） 有效（例） 无效（例） 总有效[n（％）]

观察组 40 31 8 1 39（97.50）

对照组 40 27 6 7 33（82.50）

χ2 5.000

P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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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两组 SF-36 评分对比

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 SF-36 评分对比（ ±s，分）

组别 n 生理功能 情感功能 社会功能 运动功能

观察组 40 92.51±6.43 92.44±6.24 91.79±6.18 91.85±6.23

对照组 40 83.66±5.54 81.96±5.72 80.88±5.49 81.14±5.61

t 6.594 7.830 8.347 8.079

P 0.000 0.000 0.000 0.000

2.3 两组 VAS 评分、NDI 评分和颈椎功能恢复时间比较

治疗后观察组 VAS 和 ND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颈椎功能恢复时间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P ＜ 0.05）。见表 3。

表 3 两组 VAS 评分、NDI 和颈椎功能恢复时间比较（ ±s）

组别 n
VAS 疼痛评分（分） NDI 评分（分）

颈椎功能恢复时间（d）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40 5.11±2.37 1.44±0.75 38.51±4.27 10.41±1.33 6.98±1.58

对照组 40 5.34±2.62 2.98±1.66 38.66±4.15 16.26±2.09 10.42±2.34

t 0.411 5.346 0.159 14.935 7.705

P 0.681 0.000 0.874 0.000 0.000

3 讨论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骨关节、软骨、肌肉及韧带、

筋膜等发生病理性退行性变化的疾病。神经根型颈椎
病的发病率占颈椎病的 65%，累及神经，若不重视治
疗会导致病情加重，影响患者的视力、下肢功能、吞
咽功能等，尽早采取有效措施治疗，不仅能解除疼痛，
还能缓解颈部肌群紧张状态 [4]。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治疗方法分为药物治疗和非
药物治疗，本研究将对患者行非药物综合治疗，对比
针灸推拿和物理疗法的临床效果。结果显示，观察
组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观察组治疗后生活质量评分高于对照组，
VAS 和 NDI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颈椎功能恢复时间
短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
以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
病，能够提高疗效，减轻疼痛，尽快改善颈椎功能障
碍，提高生活质量。推拿主要通过手法运动力学的改
变来增加力学刺激，使颈椎肌肉旋转、伸屈等，从而
舒缓肌肉紧张，解除神经压迫，避免关节僵硬。针灸
主要通过针刺对应穴位来减轻颈交感神经的刺激和压
迫反应，刺激穴位发挥各自的作用，进而促进局部血
液循环，减轻瘀血、疼痛，松懈肌肉紧张感 [5~6]。牵
引治疗有助于扩大椎间间隙，纠正颈椎稳定性，恢复
正常的生理曲线，配合微波治疗可发挥温热效应，有
利于消除炎症和水肿，加速肌肉收缩，改善脑血流 [7~8]。
但是物理疗效和针灸推拿相比，针灸推拿治疗对改善
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疼痛和加速颈椎功能修复方面

效果更符合临床患者的需求，而且操作简单，安全性
高，能充分发挥中医治疗特色，实现标本兼治之效，
促使患者尽快解除颈椎不适，恢复正常活动力 [9~10]。

综上所述，以针灸推拿为主的非药物综合方案治疗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效果确切，对改善患者颈椎功能，促
使患者尽早恢复正常生活具有很大帮助，值得临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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