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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周炎的早期症状为肩关节出现阵发性的疼痛感，

然后逐渐转为持续性疼痛，并且逐渐严重，夜不能寐，

无法侧压患侧，肩关节被动或者主动向各方向活动受限。

治疗肩周炎方法较多，但临床治疗目的只能降低疼痛以

及改善关节功能 [1-2]。临床主要采用非甾体类的抗炎药物

进行止痛，针灸、理疗以及肩关节镜下的松解粘连疗效

虽然较好，但具有较高的治疗费用，进而延长治疗周期，

疗效持续的周期较短。体外冲击波主要通过声波经反射

器反射后将高能力集中成冲击波作用在病变位置，进而

促进再生，达到修复作用。

1.体外冲击波的概念与类型

冲击波作为机械波，其特质包含光学、声学、力学

等。其能量超过1000倍以上的超音波，它主要以物理冲

击的形式作用于人体上，经过刺激后生长激素会大量释

放，从而促进微血管再生，达到修复以及组织再生的作

用。同时在人体组织内实施传导时，因组织内部具有小

气泡，在压强骤变下致使气体快速膨胀，高能量在小范

围内生成。该效应可以松解粘连、增强血液循环的功能，

进而保证治疗效果。

根据波源将其分为四类：压电式，液电式，气压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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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式、电磁式。气压弹道式的冲击波不需要聚焦能，其

可以自由转动治疗探头，将冲击波从气弹道通过放射状

扩散的形式把冲击波传至治疗部位，该方式更适用于治

疗慢性软组损伤的疾病 [3]。其余三种均属于常规的体外

冲击波，均通过反射体将能量聚焦于所需要治疗的位置。

而常规的体外冲击波更适合治疗骨组织疾病。

2.诊断和排除、纳入标准

诊断标准是依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肩部

疼痛，隐匿起病，锐疼、钝痛，急性发作，有、无外伤，

受寒等。疼痛位置局限某点，肩关节外展、内收、旋转、

背伸功能均受限者，Ｘ线片没有显著的阳性体征者，病

程6个月以上者。

纳入标准：自愿参与实验者，配合治疗者，年龄

25-70岁。

排除标准：凝血功能出现障碍者，同时合并其他致

使肩部疼痛的病患；近一个月内使用过抗凝药者；痛性

肌萎缩者，感染者，妊娠者，肿瘤者、血栓病、骨质疏

松者，糖尿病者，高血压者，精神系统疾病者，滥用精

神药物者，严重心律失常者，局部治疗皮肤损害者；

3.体外冲击波治疗原理

冲击波作为急剧变化的一种产物，其具有较强的张

应力以及压应力，可以轻松穿透空气、水、软组织等具

备弹性的介质。主要通过中、低能量的冲击波进行生物

效应的疾病治疗，其效应在于以生物效应进行松懈粘连

组织和止痛 [4]。

（1）镇痛效应，主要通过四点治疗软组织的疼痛：

①更改器官组织接收疼痛的频率，进而改善疼痛。②软

组织通过冲击波治疗可以释放更多P物质，达到镇痛效

果。③激发髓鞘A纤维和C纤维开启镇痛的“闸门”。④

细胞膜改变通透性，进而改变神经膜极性而抑制其极化

作用实施镇痛。

（2）空化效应，冲击波压力相具备挤压效应，而张

力相可以拉伸，两种作用力形成“空化效应”。进而使小

气池的爆炸和膨胀，出现微喷。冲击波作用在软组上使

不同组织承受的张、压力不同，从而使空化效应在组织

间形成，松解肩关节由于纤维化与慢性炎症而出现粘连

的组织。

4.治疗方法

（1）采用冲击波软组织损伤治疗仪，将治疗机头调

节对准患处，电压为6-12kV，能量级调节为4-6，4-5秒

的频率，15mm治疗探头，针对肩峰下滑膜囊、结节间沟、

喙突等部位作出标记进行痛点治疗，尽量避开神经血管，

各点击发800-1000次，根据实际病情调节每次的治疗冲

击数，每周一次，每次间隔5-7天，治疗1-3次；

（2）配以运动治疗，指导患者掌握功能锻炼方法。

具体包括：爬墙。病患面墙而立，双手沿墙壁缓慢向上

爬，到最高限度，然后慢慢放下，重复10次动作。抱

头，病患靠墙而立，双手交叉环抱颈部，然后做内收、

外展动作10次 [5]。摸耳，双手由下而上抬动胳膊摸对侧

耳朵，10次。背手，健侧手向上拉，患侧手后背，反复

动作10次。每天早晚各一组，7天一疗程。

锻炼存在轻微疼痛无紧，同时局部做好保暖。

（3）冲击波每次治疗后予以中医穴位推拿或者被动

摇肩法进行活动5-10分钟肩关节。

（4）针刺疗法，病患呈侧卧位，选穴：患侧天宗、

肩井、肩贞、肩髃、曲池、臂臑。首先碘伏消毒，通过

一次性的无菌针灸针0.35×0.25mm直刺肩井和天宗，其

他穴位使用0.35×40mm的一次性无菌针灸针直刺，平补

平泻；每日1次，每次30min，20次为1疗程。

（5）关节松动术，关节松动术属于当今治疗肩周

炎的常用方法，可直接拉伸肩关节软组织，提高其拉伸

感，进而促进血液流动，治疗时产生的机械刺激传入脊

髓，引起内啡肽释放，提升“痛阈值”，从而镇痛，改善

ROM[6]。

5.体外冲击波治疗时护理

治疗时，辅助病患调至舒适体位，治疗中询问其局

部感受，注意观察其面色，是否出现心慌、晕针、气紧

等情况，如有需要冲击暂缓。治疗完毕检查病患治疗处

的皮肤情况，同时给予症状护理，建议术后病患卧床休

息，监测血压，询问其是否有头痛、头晕等现象，若如

发现异常及时告知医生处理。加强保暖和抗风寒工作；

纠正错误姿势，减少慢性劳损的发生。

6.观察指标和疗效评定

（1）观察指标

评定接受体外冲击波治疗前后的疼痛情况：通过视

觉模拟评分法，0分为无痛，10分为剧痛。

评定病患接受治疗前后的关节活动度状况：分别测

量病人的肩关节伸、屈、内伸、外展、内旋、外旋角度。

不良事件：治疗时监测心率、血压状况，观察不良

反应，如充血、肿胀、疼痛、血肿等。

（2）疗效评定

疗效：治愈为肩部无疼痛感，肩关节恢复正常活动

功能；好转，局部轻微疼痛，肩部活动明显有所改善；

未愈，肩部疼痛或活动度无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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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治疗效果

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的效果均优于其他光学治疗

方法，其治愈率较高，并且安全、副作用较小，不良反

应情况较少，而且操作简单，不会危机血压和心率情况。

肩周炎属于反复且长期性的一种疾病，临床干预方式多

种多样。目前，西医临床一般采用关节松动技术、药物

治疗，中频脉冲疗法，超短波疗法等。中医手段针灸、

推拿、小针刀等均有独特疗效。体外冲击波属于康复领

域一种新型治疗方式，与其他手段结合治疗疗效更佳。

8.体外冲击波治疗效应以及副作用

（1）治疗效应

冲击波治疗具有一定的远期效应，治疗后改善病患

关节功能和疼痛是持久性的，但有学者认为冲击波即时

效应只针对即时镇痛，其远期效应并不理想。针对两种

现象以及形成机制、治疗中如何改善等一些列问题，仍

需要进一步探究 [7]。

（2）副作用

针对慢性软组织损伤的治疗应用体外冲击波一般不

容易发生严重的并发症以及副作用等，文献显示：只有

小部分病患发生轻微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发红、疼

痛、肿胀等，但并未予以特殊处理不良反应不久时间就

自行消退。一般不良反应的发生有可能和冲击次数以及

剂量偏大或者冲击位置相关。为避免出现不良反应，切

勿在大神经和大血管附近冲击；选用合适剂量，严格把

控注意事项和禁忌症等。注意使用过抗凝药物亦或存在

凝血功能障碍者不予以冲击治疗。

9.总结

在过去的30年，冲击波是常被临床用来治疗肾结石

的有效办法。此具有改革意义的治疗方式在世界范围部

分取代了手术治疗肾结石。近期，被广泛用于治疗网球

肘、足跟刺、肩周炎等。肩周炎是肩关节周围软组织和

肩关节囊引起的一种损伤、退变性的慢性无菌炎症，临

床症状为局部疼痛或者肩关受限。肩周炎一般属于老年

性的慢性损伤或者组织性病变，一般会影响肌肉、肩关

节肌腱、滑囊等软组织，并因疼痛导致其出现损伤、粘

连、病变，导致降低周围组织的弹性，破坏肌张力的平

衡。具体病因有待认证。以往研究显示，其发病因素与

体内激素的波动息息相关。人在步入中年以后导致80%

的性激素持续下降，降低10%的肾上腺皮质酮，继而破

坏激素蛋白的合成与肾上腺皮质酮抗合成的平衡，是病

患肩关节囊以及软组织发生硬化或者挛缩，出现无菌性

的炎症，软组织受外界环境作用下出现充血、水肿，长

期产生粘连挛缩、疤痕，激素被动平衡后，关节病变方

得以消退或者痊愈 [8]。一般认为与年龄增长、外伤、慢

性劳损、退行性肩关节改变、肩关节缺乏活动引起本病，

导致病患生活质量严重下降。临床一般着重减低疼痛治

疗，恢复其功能。此外颈椎病、急性创伤、冠心病、肌

肉痉挛等均容易引起肩周炎。目前该病的治疗措施具有

多样性，主要包括：局部封闭、按摩、针灸、注射、针

刀、理疗、松解术、冲击波等，但各项手段均存在利弊。

药物可以改善疾病症状，但改变病理并不明显；常规手

法治疗进展较慢、疗程时间长，并且容易反复的劣势；

物理治疗的疗效不佳、治愈率低；手术存在较高的感染

率，且住院周期较长，并发症诸多，费用较高，给家庭

带来沉重负担，给病患心理造成一定的心理创伤。体外

冲击波作为近年来治愈骨肌疾病的非侵入性的一种方法，

在软组织损伤的治疗和肩周炎方面的治疗中取得良好的

效果。肩周炎主要的病理特征是关节内关节囊组织严重

粘连，症状为进行性肩关节受限，同时合并疼痛，严重

者影响睡眠。而影响恢复的主要因素是关节活动情况以

及疼痛。体外冲击波具有较高的安全性、较小的副作用、

不需要住院、见效快等优势，属于临床治疗效果比较好

的微创式技术。通过探头利用声学释放能量，起到良好

的治疗病变组织效果。临床机理：冲击波能有效促进损

伤部位释放P物质，具有止痛作用；刺激血管扩张，良

好的促使血液循环与新骨生成。增强合成胶原蛋白，帮

助恢复肌腱；抑制环氧化酶，抗活化作用较好；打破疼

痛的受体膜，进而可以有效抑制疼痛信号产生和传递。

空化效应可以使冲击波更好的疏通闭塞细小的血管，松

解软组织粘连；冲击波通过刺激局部可以释放更多的一

氧化氮，有效提高治疗部位的新陈代谢，降低肩周炎症

反应。冲击波疗法针对肩周炎主要以空化效应与镇痛效

应。可以有效松解粘连，增强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疼

痛。尤其可以良好的镇痛 [9]。在冲击波镇痛下，予以结合

传统推拿病患的无痛下扩大肩部活动范围。逐渐增强病患

肩关节的前屈上举、内旋、外展、外旋的角度，对细胞产

生不同作用力。拉应力具有松解组织作用，改善微循环；

压应力可以改变细胞弹性形状，提高细胞的摄氧量，进而

强化临床治疗效果。体外冲击波可以改变感受器接受疼痛

伤害的频率，使周围化学介质的组成发生改变，进而抑制

疼痛。在冲击波治疗中，因个体对疼痛敏感度不同，建议

以低频开始，使病患慢慢适应再缓慢调高频率，直达到病

患可以耐受且不损伤皮肤的最高频率。高频率的时间可以

相应缩短；低频率的治疗时间可以相对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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