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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和分析对于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而言，采用牵引配合推拿两种疗法联合治疗所能够起到的临床效果。方法：在本

院及派驻门诊部二零一八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一日这段时间内收治的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疾病的患者当中,采用电脑小程

序的方式,随机抽取64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再以此为基础,采用抽签方法,按照每组1:1的比例,把这64例患者分为人数各为32例的对照组以

及研究组。对于32例的对照组患者，仅采用牵引的方式，来为其进行治疗。而对于剩下的研究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采用推拿的方式，

进行两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最后，在治疗结束之后，对两组患者的效果，疼痛水平以及腰椎功能恢复的水平进行综合性的对比和分析。

结果：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研究组当中，有29例患者实现了有效的恢复，只有3例患者无效，总体的有效率高达90.62%.而在对照组当中,

无效的人数高达13例，有效的人数仅为19例，最后的总有效率仅为59.38%。两组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p小于0.05.  在治疗之前,不管

是疼痛水平,还是腰椎状况,两组患者之间的差异都不显著。而在治疗之后，研究组的腰椎状况有了十分显著的改善，与此同时，疼痛水平也

降低了很多。相对于对照组而言，差异十分显著。其中p小于0.05。结论：如果能够在传统的牵引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推拿这一项手段,来为

患有腰椎间盘突出且饱受煎熬的患者进行治疗,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患者的疼痛水平有所降低,同时改善患者的腰椎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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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期的过度劳累，以及不合理的生活习惯,都会导致腰椎间盘突

出这一疾病的发作。而近年来再加上人们生活压力的不断增加，中

青年群体当中出现这一疾病的人数，也在不断的攀升。在临床上，

这一疾病往往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其一是腰部的酸痛现象，其二是

下肢由于受到影响，而出现反射性疼痛，进而对患者的正常生活造

成不容忽视的影响[1]。长期以来，牵引疗法作为治疗这一疾病的主

要手段，在临床上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能够增加其他的中

医疗法，比如说推拿治疗的话，那么则能够使得患者的病情得到较

为快速有效的改善。因此，本研究在本院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

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这段时间内收治的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

疾病的患者当中,采用电脑小程序的方式,随机抽取64例作为本次研

究的对象，并以此来探究这两类中医手段联合治疗此类患者所能够

起到的临床疗效。现进行分析。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在本院二零一九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一日这段时

间内收治的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一疾病的患者当中,采用电脑小

程序的方式,随机抽取 64 例作为本次研究的对象。再以此为基础,

采用抽签方法,按照每组1:1的比例,把这 64例患者分为人数各为 32

例的对照组以及研究组。在研究组当中，有 18 例的男性患者，14

例的女性患者，其中年龄最低的 20 岁，年龄最高的 56 岁,平均年龄

为（44.56±5.88）岁。在对照组当中，有 17 例的男性患者，15 例

的女性患者，其中年龄最低的 22 岁，年龄最高的 57 岁,平均年龄为

（45.67±5.62）岁。据统计，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在统计学上并不

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因此可以进行有效的对比研究，其中 p>0.05[1]。 

1.2研究方法 

对于 32 例的对照组患者，仅采用牵引的方式，来为其进行治

疗。而对于剩下的研究组患者，则在此基础上，采用推拿的方式，

进行两种治疗手段的联合治疗[1]。一般来说，推拿的时间要选择在

牵引治疗进行 20 分钟以后。在推拿的时候，一般都是选择两个部

位，第 1 个是患者的侧胸腰段，第 2 个是患者的下肢。在这两个部

位进行推拿，可以使得患者的放松水平达到最佳。除此之外，再选

择相应的穴位进行辅助的推拿。治疗疗程为十天。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最终的治疗效果进行对比分析。再采用 VAS 评分

这一手段，来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疼痛水平进行对比分析。再采

用 JPA 评分这一手段，来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腰椎功能水平进行

对比分析[2]。 

1.4统计学方法 

在研究过程当中，全面而又细致的收集两组患者的相关数据。

在研究结束之后，将这些数据全部录入到 SPSS22.0 当中进行分析[2]。 

2.研究结果 

2.1治疗效果对比分析 

经过系统的治疗之后，研究组当中，有 29 例患者实现了有效

的恢复，只有 3 例患者无效，总体的有效率高达 90.62%.而在对照

组当中,无效的人数高达 13 例，有效的人数仅为 19 例，最后的总有

效率仅为 59.38%。两组之间的差异较为显著,其中 p 小于 0.05. 

表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对比分析表 

组别 人数 有效 无效 
总有效

率 

研究组 32 29 3 90.62%

对照组 32 19 13 59.38%

2.2两组患者疼痛水平、腰椎水平对比分析 

在治疗之前,不管是疼痛水平,还是腰椎状况,两组患者之间的差

异都不显著。而在治疗之后，研究组的腰椎状况有了十分显著的改

善，与此同时，疼痛水平也降低了很多[2]。相对于对照组而言，差

异十分显著。其中 p 小于 0.05。 

表2 两组患者疼痛水平、腰椎水平对比分析表 

VAS 评分  JPA 评分  
组别 人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研究组 32 5.08-7.4 1.98-4.3 11.74-14.6 24.56-29.7

对照组 32 5.04-7.3 2.42-7.8 11.81-15.8 15.71-19.8

3.讨论 

如果能够在传统的牵引治疗的基础上，增加推拿这一项手段,

来为患有腰椎间 

盘突出且饱受煎熬的患者进行治疗,则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

患者的疼痛水平有所降低,同时改善患者的腰椎状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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