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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常见颈椎病之一，此病发病机理

是压迫或刺激双侧颈椎或单侧颈椎神经 [1]。神经根型颈

椎病的主要症状表现是头晕、头痛、肢体麻木、肩背疼

痛等，进而引发神经功能性障碍，导致患者不能正常学

习、工作和生活，严重影响患者身心健康，如果不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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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采取措施治疗，还会引发严重后果。临床上通常

采取保守治疗法，即将西药治疗法应用于神经根型颈椎

病的治疗中，然而，西药治疗存在一定不足，比如病情

反复多次发作，见效缓慢等，因此，迫切需要探索一种

更加有效的治疗方法 [2]。本文分析针灸推拿治疗神经根

型颈椎病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我院收治的 90 例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治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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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分析神经根型颈椎病针灸推拿治疗的效果。方法：选取2021年3月-2022年4月来我院治疗神经根型

颈椎病患者90例，运用抽签法分为实验组与对比组，每组45例。对比组应用针灸治疗，实验组应用针灸推拿治疗，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颈椎功能各项指标、炎症反应和中医症候评分。结果：治疗之后，与对比组相比，实验组

颈椎功能各项指标和炎症反应更优、中医症候评分更低、治疗效果更高，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神

经根型颈椎病运用针灸推拿治疗的效果显著，能够进一步改善颈椎功能各项指标，提高患者治疗效果，减少炎症反

应，值得推广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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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Methods: A total of 9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from March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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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The comparison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le the experimental group wa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The treatment effect, indexes of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inflammatory reaction and TCM syndrome 
score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d better indexes of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and inflammatory response, lower TCM syndrome score, and higher 
therapeutic effect,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 has significant effect, which can further improve the indicators 
of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improve the treatment effect of patients, and reduce inflammatory reaction, which is worthy of 
promotion and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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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是 2021 年 3 月 -2022 年 4 月，应用抽签法平均分为两

组，具体是实验组与对比组，每组 45 例。对比组男 25

例， 女 20 例； 年 龄 24-67 岁， 平 均 年 龄（44.37±4.51）

岁； 病 程 4 个 月 -4 年， 平 均 病 程（2.01±0.13） 年；

实 验 组 男 28 例， 女 17 例； 年 龄 25-68 岁， 平 均 年

龄（44.43±4.61） 岁； 病 程 5 个 月 -4 年， 平 均 病 程

（2.17±0.42）年。比较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

差异并不明显，P ＞ 0.05，具有可比性。

纳入标准：自愿参与研究且签订知情协议书患者；

经过临床诊断后已经确诊为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病历

材料完整无误患者；无其他严重疾病或合并严重并发症

患者；能够承担临床治疗风险的患者。

排除标准：拒绝配合研究的患者；合并严重并发症

患者；肝、肾等重要器官功能衰退或不全患者；体质虚

弱患者；拒绝承担治疗风险患者；处于妊娠期或哺乳期

患者。

本次研究已经通过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具有合法

合理性。

1.2 方法

1.2.1 对比组

运用针灸治疗，告知患者俯卧位，针灸取重要穴位，

包括肩井、合谷、风池穴、天柱、百劳穴、后溪等，结

合患者疼痛位置和具体状况确定是否选择配穴，若患者

肢体出现麻木情况，实施十宣放血治疗操作，借助针刺

得气后，在肩颈处放置艾箱进行艾灸。通过对针灸行刺

方法的应用，可以发挥平补泻作用，频率是每日 1 次，

每次留 0.5 小时针，一个疗程是 10 个小时，结束一个疗

程需停止 7 天，间断针灸治疗 3 个疗程。

1.2.2 实验组

在对比组基础上给予推拿，主要内容包括：（1）告

知患者取坐位，全面放松颈部肌肉，同时向前微微屈

曲，医师利用掌根、大鱼际交替按揉患者颈项处，开始

时手法轻度用力，逐渐加重力度，使颈后肌群得以放松，

在患者颈项部出现酸麻胀感、温热感后为宜，大约按揉

3-5 分钟。（2）运用一指禅推拿法，取患者颈项部三线

（颈项部两侧、正中处）、颈项部条索、硬结，拇指吸定

在皮肤上，避免摩擦与跳跃，保持柔和、均匀的力道，

稳定摆动幅度、频率、压力，每分钟推拿 120-160 次。

（3）以患者患病情况为依据，可以整复颈椎椎间关节，

整复标志是医师拇指接触到颈椎棘突错动，不以弹响为

标准。（4）通过对食指、大拇指和中指的应用，捏、拿、

提两侧斜方肌与肩胛肌，按压力度从轻到重，富有连续

性、节律性，按压时间为 3-5 分钟。（5）叮嘱患者放松

肌肉，借助拇指点按以下穴位：大椎穴、天柱穴、合谷

穴、手三里穴等，按压 15 秒各个穴位，力度从轻到重，

逐渐增加力道，患者出现酸胀感为宜。（6）对患者肩背

部和颈项部进行稳定而有节律的拍打，注意使用虚掌，

针对患者上肢实施摇抖操作，缓解疲劳，保持 3-5 分钟，

治疗完成。一个疗程 10 天，结束一疗程之后可停止 7 天，

共治疗 3 个疗程。

1.3 观察指标

（1）根据相关标准判定疗效，主要分为治愈、显效、

有效、无效，治愈指患者颈部正常活动，所有症状全部

消失；显效指基本消除临床症状，寒冷天气会有轻微症

状出现，不会对正常生活造成影响；有效指症状好转，

遇到特殊天气出现症状，一定程度上影响活动；无效指

症状没有好转或者出现加重情况。（2）比较两组患者治

疗前后颈椎功能指标，主要包括 VAS 评分、颈椎功能障

碍指数、椎间盘高度；（3）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

反应，主要包括 SP、β-EP；（4）比较两组患者中医症

候积分：编制评分标准，主证和次证分别是 0-6 分（0、

2、4、6）、0-3 分（0、1、2、3）；无症状是 0 分；2 分、

1 分表示轻微症状，不会对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影响；4

分、2 分表示中度症状，一定程度上影响工作，但不会对

生活造成影响；6 分、3 分表示重度症状，严重影响生活

和工作。

1.4 统计学分析

分析处理数据应用统计学软件 SPSS 19.0，运用标

准差（x±s）和百分率（%）表示计量资料、计数资料，

检验分别是 t、X2，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

2　结果

2.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实验组治疗总有效率

（95.55%）较对比组（73.33%）明显高，P ＜ 0.05，差异

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1.

表1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效果[n（%）]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实验组 45 16 14 13 2 43（95.55）

对比组 45 4 10 19 12 33（73.33）

X2 - - - 8.4586

P - - - 0.0036

2.2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椎功能相关指标，治疗

前两组患者各指标差异不明显，治疗后，实验组 VAS 评

分、椎间盘高度、颈椎功能障碍指数明显优于对比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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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反应，治疗前，两组

患者炎症反应差异不明显，治疗后，实验组炎症反应明

显优于对比组，P ＜ 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3。

表3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炎症反应（x±s）

组别 例数
SP（ng/L） β-EP（ng/L）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45
95.63±

9.35

67.21±

7.11

163.47±

9.44

271.37±

32.55

对比组 45
95.51±

9.66

79.42±

9.71

163.54±

9.65

208.18±

21.49

t 0.05987 6.8058 0.03478 10.8678

P 0.9524 0.0000 0.9723 0.0000

2.4 比较两组患者中医症候积分，两组治疗前的差异

并不显著，治疗后，实验组明显低于对比组，P ＜ 0.05，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见表 4.

表4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中医症候积分（x±s）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45 18.34±3.14 4.05±1.18

对比组 45 18.26±3.07 6.99±1.51

t 0.1222 10.2913

P 0.9030 0.0000

3　讨论

在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包括生活方式改变、

工作压力增加、频繁使用电子设备等，导致我国颈椎病

患者数量逐年增加 [3]。神经根型颈椎病是常见颈椎病之

一，发病机制是压迫刺激颈椎神经，发病症状表现是颈

椎疼痛、头晕、肩背疼痛、患处肿胀等，严重影响患者

正常生活，危害患者身心健康 [4]。

中医学将颈椎病纳入“痹症”范畴，男女存在一定

差异，男性患病率明显高于女性，约是女性的 6 倍。中

医认为此病通常由正虚劳损、外邪侵入导致。颈椎病患

者缺少正气，气血不充足，无法滋养筋脉，因而产生疼

痛感 [5]。加上长期伏案工作，颈椎过度劳损，损伤静脉，

气滞血瘀，或者风寒湿入侵体内，阻滞麻痹经络，气血

不畅通，产生疼痛感。此病多发于中老年人群体，近几

年，此病逐渐年轻化，尤以神经根型颈椎病的发病率最

高，在各类颈椎病中占比是 60%，此病会限制患者的颈

部活动，突出表现在后伸困难，同时会产生针刺感、触

电样麻木感，患侧上肢比较沉重，肌肉力量不断下降，

经常耳鸣、呼吸困难等 [6]。

中医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坚持疏通经络原则，以达

到改善气血，促进流通目的。借助应用针灸方式能够进

一步刺激患者穴位，提高肩部和颈部血液循环速度，同

时对血管壁发挥扩充扩张作用，大大减少血流阻力，为

组织细胞提供充足血液和氧气，利用疏通经络能够对患

者头晕、头痛、颈部麻木等症状进行有效缓解，进而使

颈椎病得到改善，充分发挥针灸活血化瘀、调和阴阳、

去邪扶正等作用 [7]。借助运用推拿手法可有效调节患者

神经功能，发挥对局部神经的刺激作用，使血液中细胞

数量持续增加，提高血液淋巴液的循环速度，并且促进

患者体内生物活性物质含量的提高，减少患者疼痛感，

促进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推拿手法具有显著效果，无

毒副作用，治疗费用低，已经得到临床高度重视，同时

大规模应用于临床治疗颈椎病中，并且获得患者的认可

和接受。联合运用针灸推拿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效果

更加显著 [8]。

通过分析本研究可以发现，实施针灸推拿治疗后，

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获得良好治疗效果，实验组治疗总

有效率达到 95.55%，但是，单独应用针灸治疗的效果

则不显著，对比组治疗总有效率仅是 73.33%，远远低

于实验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9]。对比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椎功能各项指标，治疗前两组患者

的 VAS 评分、颈椎功能障碍指数和椎间盘高度的差异并

不明显，治疗后，实验组颈椎功能各指标显著优于对比

组，P ＜ 0.05，从统计学角度看，差异具有意义。分析

两组患者炎症反应，治疗前差异并不显著，治疗后实验

组 SP 水平明显低于对组，β-EP 水平显著高于对比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5）。提示经过针灸推拿治

疗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的炎症反应明显改善。从中

医症候积分看，治疗前两组患者的中医症候积分差异

不显著，治疗后，实验组较对比组低，差异具有统计

表2　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前后颈椎功能相关指标（x±s）

组别 例数
VAS 评分（分） 椎间盘高度（mm） 颈椎功能障碍指数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治疗前 治疗后

实验组 45 8.35±0.66 1.46±0.32 5.88±0.57 4.03±0.14 15.02±0.82 4.05±0.71

对比组 45 8.45±0.33 4.01±0.55 5.47±0.78 5.02±0.35 14.48±0.57 9.72±0.29

t 0.9090 26.8826 2.8469 17.6175 3.6273 49.5937

P 0.3658 0.0000 0.0055 0.0000 0.0005 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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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P ＜ 0.05）。表明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应用针灸

推拿治疗可以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具有临床推广和

应用价值 [10]。

综上所述，我国中医学博大精深，应用针灸推拿法

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可以取得理想效果，有效改善

患者临床症状，帮助颈椎功能快速恢复正常，减少炎症

反应，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值得在临床方面加强推广和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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