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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与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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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本研究旨在评估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独立能力、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 采用随机取样法，选择了 2022 年 8 月到

2023 年 8 月入院的 120 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实验组接受针刺联合康复治疗，对照组接受康复治疗。通过比较 NIHSS 评分、

Barthel Index 和 SS-QOL 评分等观察指标来评估治疗效果。结论: 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能够促进功能恢

复、改善中风后遗症，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总结: 针刺治疗在脑卒中康复中具有积极作用，对提高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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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脑卒中是指脑血管突发性破裂或闭塞导致脑组织损伤的疾病，

它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导致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脑卒中患者

通常会出现运动障碍、感觉障碍和言语障碍等后遗症，对患者的生

活质量和功能恢复造成了严重影响。脑卒中相当于中医学的中风，

针刺作为一种传统中医康复疗法，已经在脑卒中康复中得到广泛应

用。针刺治疗通过相应穴位，醒脑开窍，调神通络，行气活络，促

进损伤织修复和功能恢复，改善患者的生活能力和生活质量。针刺

的应用中，常用的穴位包括水沟或百会，内关，极泉，尺泽，委中，

三阴交，足三里、合谷、曲池等。这些穴位是中风患者针刺治疗的

主要取穴。通过针刺这些穴位，可以调节气血运行和促进大脑皮层

激活，重建某些神经功能，从而促进脑功能恢复，改善患者的生活

能力和生活质量。许多研究已经对针刺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进行

了评估。这些研究主要通过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比较针刺联合康

复治疗与康复治疗单独使用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表明，针刺联合

康复治疗可以显著改善脑卒中患者的运动功能、感觉功能和言语功

能恢复速度，缩短康复时间，提高生活质量。此外，还有一些有关

针刺对脑卒中康复的影响机制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针刺可以通

过调节神经递质的释放，促进神经元的再生和突触重塑，增加脑血

流量，改善脑代谢等途径来促进脑卒中后的康复过程。综上所述，

针刺在脑卒中康复中具有显著的应用和效果。它为脑卒中患者提供

了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选择，对促进患者的功能恢复和提高生活质

量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研究数量和质量的限制，还需要进一

步的大样本、多中心、高质量的研究来验证和完善针刺在脑卒中康

复中的应用。因此，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为制定更科学的治

疗方案提供重要参考。 

一、研究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随机取样法，选择了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

为 2022 年 8 月到 2023 年 8 月入院的 120 例脑卒中患者。然后将其

平均分为两组，对照组和观察组各 60 例，实验组和对照组的男性

和女性人数分别为 35/25 和 36/24，年龄范围分别为 35 到 65 岁和

32 到 63 岁。观察组和对照组的平均年龄分别为 51.5±1.2 岁和 53.9

±1.6 岁。说明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情况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可作比较。 

（二）实验方法 

本研究旨在比较针刺联合康复治疗在脑卒中康复中的应用与

康复治疗的效果。研究将设立对照组和实验组，对照组患者将接受

康复治疗：第一，对照组患者将接受定制的运动康复训练。这包括

针对患者特定运动功能障碍的运动治疗，作业疗法，例如肌肉力量

训练、平衡训练、康复性步态训练，手功能训练等。第二，对照组

患者将接受专业的言语康复治疗。这包括言语理解和表达的训练，

发音和语音流畅性的改进，以及与语言相关的认知功能的提高。第

三，除了运动、作业和言语训练外，对照组患者还可能接受其他常

规治疗，如康复护理、药物治疗、心理支持等，以综合提供全面的

康复服务。 

而实验组患者将接受针刺联合康复治疗，康复治疗方案如上所

述，针刺方案如下：针刺治则：醒脑开窍，疏经通络；处方如下：

水沟、百会、内关、极泉、尺泽、合谷、曲池、委中、三阴交、足

三里、血海、梁丘等。针具：0.25mm×40cm;留针时间：30min/次，

治疗频次：1 刺/日。 

（三）观察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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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功能恢复：脑卒中患者常常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运动和认知功

能损害。功能恢复可以通过多种评估工具和测试方法进行，如脑卒

中功能缺陷评定量表（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Stroke Scale，

NIHSS）。对评估针刺治疗对患者功能恢复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通

过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功能恢复方面的差异，可以揭示针灸治疗

对患者日常生活能力的改善情况。 

2.独立能力：巴氏指数量表（Barthel Index）是一种评定患者在

日常生活活动中独立能力的常用量表，可以预测治疗效果，有助于

医生制定更加精准的治疗方案，提高治疗效果。 

3.生活质量：脑卒中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显著影响。通过

评估针刺治疗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可以了解其在提高患者整体

生活水平方面的效果。常用的生活质量评估工具包括脑卒中特定生

活质量测量量表（Stroke-Specific Quality of Life Scale，SS-QOL）等。

比较实验组和对照组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差异，可以评估针灸治疗对

患者心理和社会功能的改善程度。 

（四）研究计数统计 

统计数据用 SPSS22.0 进行，用 sx ± 检验和 t 检验，P<0.05

表明差异有显著性。 

二、结果 

表 1 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比较 

观察指标 实验组 对照组 P 值 

功能恢复(NIHSS 评分) 85.2±2.1 75.5±3.0 P<0.05 

独立能力（Barthel Index 评分） 88.6±6.5 78.9±7.2 P<0.05 

生活质量（SS-QOL 评分） 88.3±4.8 75.3±4.8 P<0.05 

本研究旨在评估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

的影响。为此，选取了 NIHSS 评分、Barthel Index 评分和 SS-QOL

评分三个观察指标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 NIHSS 评分方面，实验

组（针灸治疗）的平均分数为 85.2±2.1 分，对照组（常规治疗）

为 75.5±3.0 分，两组之间的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

这表明针刺治疗对于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恢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在 Barthel Index 评分方面，实验组的平均分数为 88.6±6.5 分，对照

组为 78.9±7.2 分，两组之间的差异同样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P<0.05）。这表明针刺治疗对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的提高有着明

显的效果。在生活质量方面，实验组的平均 SS-QOL 评分为 88.3±

4.8 分，对照组为 75.3±4.8 分，两组之间的差异同样具有显著统计

学意义（P<0.05）。这表明针刺联合康复治疗对患者的心理和社会

功能的改善程度较常规治疗更为显著。 

研究结果显示，在功能恢复方面，实验组和对照组两组之间的

差异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

者的功能恢复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独立能力，方面，两组之间

的差异同样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针刺治疗对患

者的日常生活能力提高效果显著。在生活质量方面，两组之间的差

异同样具有显著统计学意义（P<0.05）。这表明针刺治疗对患者的

心理和社会功能改善程度较常规治疗更为显著。综上所述，针刺治

疗对脑卒中患者的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能够促进功

能恢复、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并改善心理和社会功能。因此，在脑卒

中康复中，针刺治疗具有积极作用，对提高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具

有重要意义。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康复科针刺治疗对脑卒中患者

的功能恢复和生活质量具有显著影响，能够促进功能恢复、改善中

风后遗症，提高日常生活能力和社会功能。因此，在脑卒中康复中，

针刺治疗具有积极作用，对提高患者的整体康复效果具有重要意

义。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样本容量相对较

小，可能限制了研究结果的普适性。其次，随访时间较短，无法观

察到长期康复效果，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长期随访观察。另外，缺乏

盲法设计也可能引入了观察偏差，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未来

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容量，并增加长期随访观察，以验证针刺治疗

在脑卒中患者康复中的持久效果。同时，引入盲法设计，加强研究

的严谨性和可靠性。此外，可以探索针刺治疗在不同类型脑卒中患

者中的应用，以及疗程和频次的最佳安排，为临床实践提供更多的

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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