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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CSR）是颈椎间盘，颈椎骨质增生，颈椎关

节、韧带的松动、错位，刺激或压迫了神经根等组织而发生的一种

临床综合症候群[1]。当今时代经济科技水平高速发展，人们的工作、

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长期用电脑、伏案工作致颈椎病的

发生趋于年轻化，其中神经根型颈椎病（CSR）约占颈椎病发病的

60%[2]，症状主要表现为肩颈僵痛、颈椎活动受限、单侧或双侧上

肢疼痛，麻木等不适，严重影响了患者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该

病的临床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两大类。多数神

经根型颈椎病宜采取非手术治疗，非手术疗法具有种类多样，疗效

明显，操作简便，价格低廉，安全性高等优点，被患者普遍接受。

本文将 CSR 的中医见解及非手术疗法予以综述。 

1.中医对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认识 

《素问·长刺节论》曰：“病在骨，骨重不可举，骨髓酸痛，

寒气至，名曰骨痹。”《素问·痹论》谓：“五脏皆有合，病久不去

者，内舍于其合也。故骨痹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肾；筋痹不已，

复感于邪，内舍于肝。”病因病机方面的叙述有：①风寒湿邪侵袭：

《素问·至真要要大论》说：“诸痉项强，皆属于湿”。②长期累积

劳伤。《张氏医通》云:“肾气不循故道，气逆挟脊而上，致肩背痛……

或观书对襄久坐致脊背痛。”由于长期低头工作、久坐等不良姿势

致颈项部经脉受损，气血不通，气机瘀滞，经脉失养或气血阴阳失

衡而发本病。③跌扑外伤。唐·蔺道人认为损伤可致“筋骨差爻，

举动不能”即颈部外伤后可遗留关节错位，椎体失稳，引发颈椎病。

④脏腑虚损。颈椎病的病位在椎间盘，椎间盘在中医属骨，肾主骨、

脏气虚损，精气不得荣于骨，不荣则痛，则发为骨痹。 

2.针灸疗法 

针灸治疗 CSR 主要表现在疏通气血，通络止痛等方面。大量的

临床观察发现，针灸有明显的镇痛作用，通过局部的刺激将神经递

质传递至丘脑从而减弱患者的痛觉感受。取穴主要以颈夹脊、风池、

臂臑、曲池、天宗、外关、合谷、风池、风府、阿是穴等为选用频

率最高的穴位。刘公望[3]等研究发现四天穴针刺法对神经根型颈椎

病患者项背部病理高温的改善作用优于传统颈夹脊穴。针刺后患者

血清 IL-1、ET、TXB2、MDA 含量降低（P<0.05）,6-Keto-PGF1 含

量及 SOD 的活性升高（P<0.05）。该针法可减低或抑制炎性介质释

放,具有抗炎、镇痛作用,对神经根痛有明显干预作用;可舒张颈部神

经根周围微小血管,减轻血液凝聚状态,调节微循环。此外，辨病分

经取穴十分重要，张铁英[4]等研究发现辨经取穴组痊愈率为 58.9%,

对照组为 36.2%,而且辨经组痊愈所用时间也比对照组短,两组结果

均有显著性差异。 

3 冲击波疗法 

近年来，体外冲击波疗法（ESWT）作为一种物理治疗手段，

在运动医学领域被广泛运用。在临床中收到较好的效果。ESWT 是

一种生物力学刺激，它是通过直接作用于周围感觉神经末梢来提升

患者的疼痛阈值，从而起到延缓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效果。张春男

[5]等研究针刺结合冲击波治疗相较于常规针刺结合牵引治疗，得出

治疗后观察组 VAS 评分（t=8.883,P=0.000）、压顶试验疼痛评分

（t=7.934,P=0.000）及正中神经 F 波传导速度（t=14.642,P=0.000）

均优于对照组,针刺结合冲击波治疗相较于常规针刺结合牵引治疗

在神经根型颈椎病患者治疗中的应用效果更好,值得推广。黄炜强[6]

等研究冲击波联合推拿手法及针灸治疗，能有效改善颈椎功能，提

升治疗效果，降低不良反应发生率，值得在临床上推广。 

4.小针刀疗法 

小针刀在解除疼痛症状方面效果立竿见影，隋冬双[7]等研究发

现运用针刀治疗颈椎病可大大缩短治疗时间、治疗成本。廖卫明[8]

等研究小针刀联合针刺神经根型颈椎病的临床效果，观察组的总有

效率为 100%（35/35），高于对照组的 82.9%（29/35），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0.05）。作为一种微创治疗，小针刀疗法对患者的损伤

小，患者疼痛感觉较轻，更易于被接受。值得广泛应用。 

对于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手术疗法，患者多持保守态度，故中医

药疗法彰显出了巨大的优势，针灸结合电针疗法、小针刀、冲击波

疗法能够明显改善疼痛症状，极大地提高了患者的生存质量。《灵

枢·四时气》“著痹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莫为干”。综上所述，

中医疗法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经济易行、简便效廉的特点，值

得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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