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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外冲击波在骨骼肌肉疾病疼痛康复治疗中的应用

秦乐

南充市中心医院 四川 南充 637000

【摘 要】：目的：探讨体外冲击波治疗方式应用于骨骼肌肉疾病疼痛方面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 2020 年 3 月到 2021 年

3 月我院治疗的骨骼肌肉疼痛相关疾病患者 78例，根据治疗方式分为两组。常规组应用热磁仪进行治疗，实验组应用体外冲

击波。基于疼痛和不良反应作为观察指标进行对比。结果：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干预后实验

组疼痛明显评分改善且优于常规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少于常规组，P＜0.05。结论：体外冲击波可

以有效治疗骨骼肌肉疼痛，对于疼痛感的控制作用明显，有利于不良反应的控制，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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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中骨骼肌肉疾病患者普遍带有比较强烈的疼痛感，

疼痛的持续存在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尤为明显。以非特异

性下药疼痛为例，其病因相对复杂，治疗方式较多，多以药

物为主，结合运动疗法与中医推拿进行辅助治疗[1]。因为病

因不准确，再加上治疗方式缺乏针对性，导致许多患者在治

疗后仍然存在比较明显的疼痛感[2]。近些年有研究发现，采

用体外冲击波开展治疗有利于患者机体功能的改善，特别是

对于疼痛感的康复治疗作用明显。对此，为了进一步提高骨

骼肌肉疾病的综合诊治能力，本文分析体外冲击波应用于骨

骼肌肉疾病疼痛康复治疗的作用。具体研究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择 2020年 3月到 2021年 3月我院治疗的骨骼肌肉疼

痛相关疾病患者 78例，根据治疗方式分为两组。实验组 39

例，男女分别 20例、19 例，年龄（56.34±4.22）岁，病程

（4.24±0.34）年；常规组 39 例，男女分别 21 例、18 例，年

龄（55.54±3.94）岁，病程（4.35±0.45）年。一般资料无明

显差异，P＞0.05。

1.2 方法

常规组应用热磁仪进行治疗，先做好疼痛点的标记，并

以一指头按压痛点，注重观察患者的疼痛反应并标记痛点位

置。采用热磁仪对痛点位置进行治疗，温度设置为 40℃，每

天治疗 1 次。

实验组应用体外冲击波，基于下腰部标记的痛点位置提

供全面治疗，治疗参数如下：压力 1.58~3.0bar、频率 8~10

赫兹、冲击波剂量 2000次、手柄压力设置为中等。每次冲

击治疗间隔 4 到 5 天。治疗期间基于患者的反馈及时调整强

度与次数。

1.3观察指标

基于疼痛和不良反应作为观察指标进行对比。

疼痛采用是视觉模拟评分发（VAS）量表进行评价，0 分

为无疼痛感，10分为疼痛剧烈无法忍受。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 SPSS 23.0 对数据处理，计数采用%表示，计量采用

（X±S）表示，使用 X2/t 校检；P＜0.05 表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疼痛评分对比

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无明显差异，P＞0.05；干

预后实验组疼痛明显评分改善且优于常规组，P＜0.05，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对比（X±S）

组别 例数

疼痛评分（分）

干预前 干预后

实验组 39 6.31±1.25 3.28±0.71

常规组 39 6.24±1.36 4.59±0.74

t - 0.274 7.163

P - ＞0.05 ＜0.05

2.2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

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少于常规组，P＜

0.05。见表 2。

表 2 两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对比[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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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食欲

不振

轻度肝功

能损伤
恶心 其他 发生率

实验

组
39 2 0 1 0 3（7.69）

常规

组
39 5 2 3 2 12（30.77）

χ2 - - - - - 6.471

P - - - - - ＜0.05

3 讨论

体外冲击波属于一种全新治疗方式，其带有无创且操作

简单的优势，整体干预效果较好，对于骨骼肌肉疾病的改善

以及功能康复具备明显的推动作用。目前比较常用的治疗方

式涉及放散式与聚焦式两种，放散式冲击波可以在进入人体

之后以放射状方式发散冲击波力量，并对治疗慢性软组织损

伤疾病形成较好的干预效果，同时也是常用的一种治疗方式

[3]。体外冲击波治疗可以直接影响疼痛信号的传递，改变体

内 P物质的释放，提升血液循环的同时刺激镇痛物质的释放，

从而达到理想治疗效果。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干预之前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无明

显差异，P＞0.05；干预后实验组疼痛明显评分改善且优于常

规组，P＜0.05；实验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少于常规

组，P＜0.05。本研究结果充分证明骨骼肌肉疾病患者可以采

用体外冲击波方式进行治疗，对于疼痛症状的控制作用突

出，有利于患者的生活质量提升，可以作为常规干预方案。

综上所述，对于骨骼肌肉疾病患者采用体外冲击波治疗

可以实现对患者症状的改善，不仅有利于疼痛感的控制，还

可以促使血流和经络逐渐恢复正常，从而提高患者的血运状

态，消除疾病负面表现，可以作为常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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