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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结合中医护理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效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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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推拿科 610072）

摘要：目的 探讨针灸治疗与中医护理相结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康复效果。方法 选取我院 2021年 3月至 9月收治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132例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组：对照组 66例，采用中医护理；观察组 66例，采用针灸治疗和中医护理。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患

者的疼痛评分明显更低，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P＜0.05）。结论 针灸治疗结合中医护理应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可显著改善疼痛，并

提高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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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在青少年、中青年人及老年人中都比较常见的
疾病，病因复杂，多与椎间盘退行性变化有关，此外劳累过度、先天
性发育异常等也是致病因素[1]。发病后，患者最直观的感受是腰痛，
若诊治不及时，则症状可由疼痛进展为下肢麻木乏力、大小便功能障
碍等。中医治疗与护理的价值在近年来逐渐得到重视，在腰椎间盘突
出症的临床治疗中，它的应用也逐渐增多。本研究对针灸治疗与中医
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做了探讨，详情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观察对象为我院 2021 年 3 月至 9 月收治的 132 例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入选标准：经诊断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排除标准：
不能配合治疗的患者。观察组：男 34 例，女 32例；年龄 35-66 岁，
平均年龄（47.14±8.25）岁；病程 4个月至 12 年，平均（4.58±1.82）
年。对照组：男 37 例，女 29 例；年龄 33-67 岁，平均年龄（47.22
±8.18）岁；病程 3个月至 11 年，平均（4.63±1.76）年。两组患
者的一般资料比较无明显差异性（P＞0.05）。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中医护理。①情志调节。患者在疼痛的影响下心

理状况易发生转变，对此，护理人员应采取措施增强患者的安全感，
比如跟患者解释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成因及疗法，使其能够缓解一些
心理压力[2]；或者患者家属在院内、院外都能跟患者做良性互动，
形成良好的氛围，帮助患者建设健康的心理。②膳食调节。患者的
膳食应根据辨证分型而制定：肝肾亏虚型患者宜食用温肾养肝、壮
阳的食物，湿热痹阻型患者的食物应以清热、除痹、通经活络的食
物为主，气滞血瘀型患者应多食用理气活血的食物。③中药熏蒸。

根据辨证分型给患者制定中药方剂，药物配伍后将其用适量的水煮
沸，之后将药液放在患处下方，利用加热所产生的水蒸气进行熏蒸
[3]。观察组：在中医护理的基础上加用针灸治疗。方法：在患者的
肾俞穴、大肠俞、足三里、殷门穴处施针，进针得气后在针柄上插
上艾柱，之后点燃艾柱，于 20min 后拔出针头，完成一次治疗。每
天针灸一次，连续针灸 2周。

1.3 观察指标
采用VAS 评分法、SF-36 量表分别评估两组患者的疼痛情况、

生活质量，并进行对比。
1.4 统计学分析
统计学处理软件为 SPSS21.0 统计软件。计量资料用 t 检验，计

数资料用 x2检验，P＜0.05 为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疼痛评分
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疼痛评分明显更低（P＜0.05）。

见表 1。

表 1 VAS 评分比较情况( sx  ，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后 3天 治疗后一周 治疗后 2周 治疗后 3周
观察组 66 6.28±0.74 4.44±0.52 3.71±0.61 1.49±0.28
对照组 66 6.36±0.65 5.69±0.26 4.85±0.70 2.26±0.39
t 值 0.660 17.467 9.975 13.030
P ＞0.05 ＜0.001 ＜0.001 ＜0.001
2.2 生活质量评分
相比于对照组，观察组患者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更高（P＜

0.05）。见表 2。

表 2 SF-36 评分比较情况( sx  ，分)
组别 例数 心理职能 躯体疼痛 社会功能 物质生活
观察组 66 88.27±5.62 80.10±6.43 81.08±5.11 82.69±5.30
对照组 66 67.14±5.88 62.03±6.51 66.15±4.30 70.39±6.14
t 值 21.105 16.044 18.162 12.320
P ＜0.001 ＜0.001 ＜0.001 ＜0.001

3.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比较常见，影响患者的工作、学习以及休息。

目前此病的医治方法以保守治疗为主，辅之以相关的护理措施。中
医外治法及中医护理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常用医护方式，其核心在
于辨证施治，因其效果显著，临床应用率也随之升高[4]。本研究对
针灸治疗结合中医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应用效果做了
探讨，结果表明，与单用中医护理的患者相比，针灸与中医护理结
合使用的患者疼痛评分更低，而生活质量评分更高。针灸疗法在本
研究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通痹方面，通过针灸，一些与疾病相关的
穴位受到刺激，因而经络疏通，气血运行舒畅。通则不痛，患者的
腰痛症状可得到缓解[5]。中医护理的应用则改善了患者的心理状态，
使患者在康复治疗期间能够更有信心，更加配合；同时，通过膳食
调理和中药熏蒸，患者身体内部机能可得到改善，局部肌肉得到放
松，血液运行更为通畅。本研究中，针灸与中医护理联用效果显著，
这是因为二者均以中医理论为依据，根据病机做出相应的治疗和护

理，贯彻了“辩证施治”的理念。
综上，针灸治疗结合中医护理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的应用

效果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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