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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群众的生活方式和工作节奏发生了巨大变化导致此病的发

病率不容可观。中医药是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巨大财富，积极发挥中医药治骨病的优势，每一位中医人必须面对的课题。本文献结合近年来中医药

对本病的治疗手段，总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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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由髓核、纤维环和软骨板组成，腰椎间盘突出症

（LDH）是椎间盘生理性退化衰老并受外力影响所产生的一组症状

群。在外力的作用下，纤维环会骨质破裂，髓核和软骨板会向外突

出压迫窦椎神经和神经根，产生腰背部疼痛和坐骨神经性疼痛[1]。

体格检查可见屈颈试验、压颈实验、直腿抬高试验、拉塞氏征阳性。

本病多发生于 20-50 岁的人群，男性是女性的 4 倍，一般有长期坐

位或弯腰搬物的情况，突出部位多发生与腰椎 4-骶椎 1 间隙。 

本病在中医上并无对应的确切病名，但多有相关论述，如《素

问·刺腰痛篇》曰：“衡络之脉令人腰痛，不可以俯仰，仰则恐仆，

得之举重伤腰”[2]；其具有疼痛的症状多归属为“腰痛、痹证、痿

证”的范畴。《济生方·腰痛》：“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

矣。审如是说，则知肾系于腰，因嗜欲过度，劳伤肾经，肾脏既虚，

喜怒忧思，风寒湿毒，得以伤之，遂致腰痛。又有坠下闪肭气凝血

滞，亦致腰痛。”详细论述的本病由年老肾气亏虚，腰府失养，易

受风寒湿热毒邪侵袭；或因外伤所致局部气血瘀滞不通，经络闭阻

后不通则痛。在治疗上结合病因治疗，外伤即活血化瘀、通络止痛，

内伤以补益肝肾，强筋健骨为主。 

1.中药内服 

中医教材根据辨外感和内伤大多将其分为:寒湿、湿热、瘀血、

肾虚四型；多数医家都认同此分型但又不拘泥于此。王彦辉[3]等以

复元活血汤为治疗气滞血瘀型 LDH 的主方，对照组为成药腰痛宁

胶囊，连续治疗 40 天，治疗组的有效率为 90.6%高于对照组的

80.6%。池尾东以四妙舒腰方为治疗湿热型腰痛的主方，此方在四

妙散的基础上增加除湿热、理气滞、化瘀血的药物，将 90 例患者

分为三组，依次是理疗组，理疗加中药组、理疗加西药组，治疗 14

天后统计三组的疗效后发现使用中药组别在改善患者腰部疼痛方

面效果显著[4]。陈龙等将伤寒经方治疗寒湿型 LDH，与西医的非甾

体类镇痛消炎药对比治疗 2 周，发现中药在改善患者疼痛和肢体活

动障碍方面近期疗效不及西药组，但是从长远效果来看，明显优于

对照组，也是中医审证求因、因证施治的体现，直击疾病根本[5]。

肾虚型是常见的证型之一，对于中老年 LDH 多和此病有关，因此

郭张浩等以桃仁杜仲汤治疗肾虚血瘀型 LDH 共 41 例，同藤黄健骨

片对比治疗，连续治疗 4 周，统计发现中药治疗在改善症状、减少

复发等方面显著优于西药组，桃仁杜仲汤集补肾活血、行气止痛方

药组合为一体，方组精简融洽[6]。 

2.中药外用 

热奄包是临床中常用的中医适宜技术之一，主要针对寒湿体质

的人群，它凭其热力和药力具有较强的渗透作用，疏经活络，改善

局部血流，促进血液的循环，驱邪外出，选药多取穿透力强、温阳

散寒、舒经理血性质的药物。丁杰采用 70℃左右的热奄包外置与疾

患部位，每次半小时，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2 周，在此基础上口服西

乐葆；对照组只行西乐葆治疗。后统计发现治疗组在缓解局部疼痛、

促进肢体下部活动等方面明显优于纯西药组[7]。 

熏蒸疗法与“外治之法即内治之法，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相

吻合，可以达到以局部治疗来调节整体，是人体整体观的体现。熏

蒸在合适湿度和温度的条件下，可以消散局部水肿、减轻炎症病灶、

缓解肌肉痉挛、疏通肌纤维，汪宝军自拟中药熏蒸 1 号方用于 LDH

的治疗，将中药材浸泡在专用的熏蒸仪上，对准病患部位在恒温状

态下熏蒸，对照组为寒痛乐熨剂外贴在病患部位。治疗时长为两周，

治疗周期结束后统计发现熏蒸组的疗效是优于寒痛可熨剂[8]。 

3.综合治疗 

除使用中药的治疗外，还有很多非药物治疗，如拔罐、针刺、

灸法、推拿、正骨、牵引疗法，这些方法简便易实施，实用性强。

胡庆照首选刺络拔罐法，他认为此法刺激作用强大，作用于局部有

调理脏腑、疏通局部气血的作用，使得瘀血和邪气外出，最终气血

调和。在此法的基础上配合牵引使腰肌放松，纤维软组织松解，椎

间隙变宽，解压受刺激的神经根。推拿法可以减轻组织间隙水肿，

促进炎症因子的吸收。并在双足三里、大肠俞、肾俞、阳陵泉穴位

上行针刺疗法，辅助加强通经络、调气血的作用。胡庆照在刺络放

血拔罐的基础上配合这四种适宜技术治疗 LDH，对改善患者的疼

痛，提升腰部正常功能发挥着积极作用，效果显著。 

现代医学研究认为，电针对人体经脉间的感应传导具有促进和

激励作用，加强经脉和经气之间的沟通。潘鸿锥将电针与易罐灸联

合治疗 LDH，主要观察坐骨神经疼痛情况、复发率、对自主生活的

改善情况，发现可有效缓解患者最为棘手的问题。 

综上所述，对于 LDH 的治疗采用中医药进行保守治疗具有简

便易行、经济实效，且复发情况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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