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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研究进展与其病因病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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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热针源自于祖国医学“温针灸”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目前广泛用于治疗慢性疼痛的临床工作中。现代医学研究表明内热针具

有消炎镇痛，缓解肌肉痉挛、增加局部血液供应、神经调控等作用。而中医学研究认为，内热针与温针灸作用类似，具有“温通络，散寒

止痛，活血化瘀”等作用。本文通过总结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研究现状并进一步探讨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疼的病因病机及扩大其适应

范围，同时最大发挥内热针治疗该病的作用优势，为临床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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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医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疾病得到明确的诊断及

其有效的治疗。然而，疾病得到有效治愈后，又反复出现慢性疼痛，

慢性疼痛是指一种急性疾病过程或一次损伤的疼痛持续超过正常

所需的治愈时间，或间隔几个月至几年复发，疼痛持续达 1 个月，

或常常伴有精神障碍疾病（抑郁与焦虑）。慢性疼痛不仅对患者造

成危害，而且影响到病人的生活、家庭乃至社会,而疼痛已被列入“人

类第 5 大生命指征”[1]，疼痛疾病越来越倍受关注。随着现代医学

研究的不断深入，慢性疼痛本身也是一种疾病，目前病因及机制复

杂，且覆盖疾病广泛。而内热针治疗慢性疼痛主要以颈肩腰腿痛为

主的疾病，基于此，通过总结近几年来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研

究现状并探讨其作用机制，具有很重要的临床参考价值。 

1.中医学对内热针的认识 

内热针主要源自于祖国医学“温针灸”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2]。

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内热针理论包括两个方面[3]，一是以痛为腧理论。

《内经》曰“泣而不行,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阐明了疼痛的

病因，《灵枢》指出“以痛为腧,以知为度”，此句表明了针刺治疗疼

痛的方法。内热针治痛,多在软组织损伤压痛点分布规律及人体软组

织外科解剖学的基础上,即在压痛点及周围进行密集针刺,针刺部位

较深,松解肌肉痉挛,缓解疼痛的作用显著。二是温针理论。温针这

一名字,最早出自《伤寒杂病论》著作中，但并未记载温针的具体内

容，而在后世医家对此有明确的解释。燔针古代称之为温针，《针

灸聚英》记载：“近有为温针者，乃楚人之法。其法以艾灸之……

经络受风寒致病者，或有效，只是温针通气而己。”书中详细记载

了温针疗法及其操作方法，因其“温针通气”的治疗作用而多用于

风寒病症。正所谓“寒者热之”，故有通经活络，散寒除湿止痛，

化瘀等功效即“通则不痛”。 

2. 现代医学对内热针的机制研究 

近年来，随着西医技术的不断发展，内热针作为治疗疼痛的一

项新的技术被众多专家及学者认可。因此，研究内热针治疗疼痛的

作用机制层出不穷。总结主要以下几个作用， 

2.1 减轻炎症反应。  其主要通过内热针刺激局部的神经与血

管组织，促进局部的组织代谢增强，缓解局部紧张的肌肉组织，进

而降低患者的肌肉张力从而起到缓解疼痛的作用； 

2.2 内热针可以缓解肌肉的痉挛。  主要原理是内热针通过针

刺入人体组织深部，连接内热针通电线路，给予施加恒温，改善局

部组织的血液循环，使紧张的局部肌肉得到松解，进而起到镇痛的

作用。由于内热针主要操作方法是对局部肌肉进行针刺打孔，在一

定程度上改变了损伤组织的力学结构，起到松解粘连且降低肌张力

的作用。 

2.3 内热针可以改善局部组织的缺血状态。  通过在局部缺血

的部位进行针刺，且给予恒定的温度，促使组织的细胞再生以及血

流量增加，进而起到缓解局部组织的缺血状态。 

3. 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疼的研究现状 

颈肩腰腿痛是一种慢性疼痛性疾病，目前治疗方法多样，随着

内热针治疗手段的出现，因其治疗方法既简单且疗效肯定，经济上

又便于患者接受，因此，在临床上采用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

家及教授也越来越多。叶杨阳等人[4]对内热针研究态势分析，结果

发现内热针疗法目前主要应用于软组织损伤疾病的治疗，包括颈肩

腰腿痛等，操作上十分简单，应用前景广阔。万超[5]采用动物实验

研究的方法建立大鼠 KOA 模型，观察每组大鼠膝关节软骨组织病

理变化，采用流式细胞仪分别检测各组细胞凋亡及线粒体膜电位变

化，结论表明内热针能显著改善 KOA 大鼠的病理学变化，抑制 

KOA 中软骨细胞的凋亡，这可能与其抑制 Caspase-3 和 Caspase-9 

的表达密切相关。杨秀梅[6]运用内热针治疗肩周炎，并与针灸治疗

作对照组，结果发现内热针疗效优于针灸对照组，其 P<0.05 具有

显著差异，同时表明了内热针能够有效地治疗肩周炎，这与内热针

具有改善肌肉痉挛，修复组织损伤，并促进局部血液供应有关。许

球祥通过临床观察发现[7]，内热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并与电针

作对照，且采用 VAS 评分观察治疗前后疼痛变化，结果发现内热

针组 VAS 评分优于电针组，差异显著其 P＜0.05。该实验说明了内

热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具有改善腰椎功能且能够缓解疼痛的作

用。段超等[8]运用内热针治疗颈型颈椎病，发现内热针疗效优于电

针组，提示内热针与电针均具有较好的近期与远期疗效，其中内热

针组优于电针对照组（P<0.05）。 



 
临床研究 

 34 

医学研究 

4. 从中医角度探讨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病因病机分

析 

颈肩腰腿痛祖国医学称为痹证，无论是颈腰椎病，还是风湿、

类风湿关节炎以及强直性脊柱炎等，其病因多由于风寒湿热等邪气

侵袭脏腑及肢体经络引起其相应的部位经脉痹阻不通所致，其理论

有“不通则痛，不荣则通”。在中医理论治法中有“寒者热之，热

者寒之”。而中医对颈肩腰腿痛多采用相应的方法，如针对寒证，

针对其证可选用艾灸、中药热敷以及中药熏蒸，而针刺疗法多选用

温针灸来提高疾病的疗效，其理论均是温经散寒，通经活络的思想，

在临床诊疗过程中以上这些方法很常用。内热针是基于传统医学与

现代医学结合发展而来的新的治疗方法，具有温针灸的功效，因此，

针灸能够治疗的疾病，内热针均可以用之。在结合中医对颈肩腰腿

痛病因的认识，内热针仍具有很好温通经络，散寒止痛的疗效，因

内热针本身具有很好的导热的恒温作用，其优点要比温针灸更好一

些。总之内热针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中医治疗病因病机已经十分明

确，但其治疗疾病范围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总结与展望 

随着生活节奏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出现慢性疼痛，尤其

以颈腰椎疾病居多。本次通过查阅大量文献总结内热针治疗慢性疼

痛，主要包括颈肩腰腿痛以及涵盖软组织损伤等，内热针治疗软组

织疾病在临床上取得显著的疗效。内热针在治疗疾病方面，主要发

挥它的调整局部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挛缩以及减轻炎症反应等作

用。而中医方面的总的基本病机是温通经脉，散寒止痛。大量的临

床试验已经得到明确证实。然而，作为一项新的内热针操作技术，

治疗疾病的机制方面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在治疗疾病方面，究

竟哪项作用机制发挥着主要作用，尚未有大量的基础试验研究。对

此，大量的临床文献报道已经证实内热针治疗肩周炎疗效可靠，然

而缺乏具体的机制。在临床诊疗过程中，肩周炎出现的疼痛等症状，

是患者就诊的最常见原因之一。当前肩周炎疼痛机制不明确，其可

能与肩部的神经分布、新生的神经纤维以及神经源性炎症有关[9]，

而肩关节密集的神经分布以及肩关节囊、滑膜等处的新生神经纤维

是肩周炎疼痛剧烈的生理学基础。降钙素相关肽（CGRP）与 P 物

质（substance P，SP）介导的神经源性炎症可能在肩周炎疼痛中发

挥重要作用，并且神经源性炎症可能与肩周炎局部的炎症反应形成

恶性循环，但其相互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10-12]，这也可能是肩周炎

疼痛机制的新的研究方向。因此，是否可以通过研究内热针能够有

效地抑制相关炎症，包括神经源性炎症与肩周炎局部的炎症，从而

达到减轻肩关节疼痛与恢复肩关节功能的目的，进而为寻找内热针

治疗肩关节的具体机制提供充分的依据，因此，需要开展下一步的

基础实验研究，进行有效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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