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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氏中药熏蒸联合单穴电针治疗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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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探讨石氏中药熏蒸联合单穴电针治疗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
!

选取曙

光医院骨伤科门诊收治的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

例!随机分为观察组"

-3,$

$和对照组"

-3,$

$%观察

组患者采用石氏中药熏蒸联合单穴电针进行治疗!对照组使用口服塞来昔布胶囊和甲钴胺片治疗!

&

组患者均

给予常规的健康教育和生活指导%结果
!

治疗后!

&

组患者的视觉模拟评分法"

U*Y

$评分&日本骨科学会下腰

痛评分法"

N2*

$评分均较治疗前有明显改善"

!

$

('(-

$!且观察组比对照组疗效更显著"

!

$

('(-

$%观察组患

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4%'%)5

!明显优于对照组"

.('-4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结论
!

石氏中药熏

蒸联合单穴电针治疗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疗效显著!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石氏中药熏蒸#

!

单穴电针#

!

腰椎间盘突出症#

!

急性期#

!

临床观察

中图法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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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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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因

椎间盘的退行性变'纤维环破裂'髓核突出等主要病

理改变#导致神经根'脊髓或马尾神经等受到刺激和

压迫所表现出的临床综合征*

%

+

)上海石氏伤科在多

中心临床研究的基础上将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依据

其临床表现分为急性炎症期'亚急性期'慢性粘连期#

并且根据其不同时期的病理特点和症状选择相应的

治疗方案*

&

+

)现探讨石氏中药熏蒸联合单穴电针对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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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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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8B'%-

!

V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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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医药领军人才建设项目$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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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0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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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治疗效果#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曙光医院骨伤科
&(%#

年
)

月

至
&(%.

年
%

月收治的
#)

例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

对照组)观察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病程
,

#

%%E

#平

均病程$

#'-],'$

&

E

)对照组
,$

例#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

岁#平均年龄$

$('#.]%#'&-

&岁%病

程
$

#

%&E

#平均病程$

#')],'.

&

E

)

&

组患者的性别'

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具有可比性)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的一般资料结果比较

组别
例数

$

-

&

性别

$

-

"

-

#男"女&

年龄

$

F]@

#岁&

病程

$

F]@

#

E

&

观察组
,$ %)

"

%# $%',$]%-'.) #'-(],'$(

对照组
,$ %.

"

%. $('#.]%#'&- #')(],'.(

$'/

!

诊断标准
!

参照,腰椎间盘突出症-诊断标

准*

,

+

!$

%

&有腰痛'下肢痛#呈典型的坐骨神经分布区

域的疼痛#多表现为下肢症状重于腰痛)$

&

&下肢受

累神经支配区有感觉过敏或迟钝#病程长者可出现肌

力减弱#肌肉萎缩#膝'跟腱反射减弱或消失#趾肌力

减退)$

,

&神经根张力试验显示#患肢直腿抬高试验

及加强试验阳性)$

$

&影像学检查包括
!7

'

S1[

或特

殊造影等可显示椎间盘突出的部位)

$''

!

纳入标准
!

$

%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

&

&年龄

&(

#

#(

岁#且病程小于或等于
&

周者)$

,

&病变部位

在
R$

#

-

或以
R$

#

-

节段突出为主合并其他节段椎

间盘突出者)$

$

&治疗期间不采用药物或其他治疗手

段治疗者)$

-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

!

排除标准
!

$

%

&不符合纳入标准者)$

&

&腰椎结

核'肿瘤'骨折患者)$

,

&合并
!

度以上腰椎滑脱'严

重骨质疏松'腰椎管严重狭窄'马尾神经综合征患者)

$

$

&合并严重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或肝'

肾等疾病者)$

-

&病情较重需配合药物或使用其他方

法进行治疗的患者)$

#

&孕期及哺乳期女性)$

.

&由

于晕针等其他原因而不能坚持或不愿接受电针治

疗者)

$'2

!

治疗方法

$'2'$

!

对照组
!

口服塞来昔布胶囊$西乐葆&

('&

?

#

&

次"天#饭后服#甲钴胺片$弥可保&

('-K

?

#

,

次"天)

&

种药物合用#连服
%$E

)

$'2'/

!

观察组
!

给予石氏中药熏蒸和单穴电针联合

治疗的方案)石氏中药熏蒸疗法具体操作如下!香樟

木
,(

?

#伸筋草
&(

?

#透骨草
&(

?

#川桂枝
&(

?

#苏木

&(

?

#北细辛
%(

?

#油松节
&(

?

#威灵仙
,(

?

#羌活
&(

?

#独活
&(

?

#杜红花
%-

?

#艾叶
&(

?

#将以上药物加水

,(((KR

#煮沸后用小火煎
&(K9:

$保持沸腾为度&#

稍冷却后连同药渣倒入熏蒸设备中#设定温度
$-e

#

将腰部患处置于蒸汽出口熏蒸#

,(

分"次#

%

次"
&

天#

共治疗
&

周)单穴电针疗法具体操作如下!患者取俯

卧位#采用/以痛为俞0的取穴原则定位/腰突穴0#约

在
R$

#

-

节段的患侧脊柱后正中线旁
,',,KK

处#

按压该穴时大多数患者会出现明显的压痛或沿坐骨

神经分布的下肢放射痛#穴位处行常规消毒后#选用

华佗牌
(',-KK_.-'((KK

不锈钢毫针#采用夹持

进针法垂直刺入皮下#并施以平补平泻捻转提插手

法#边进针边要宁神静气地调整进针的角度与深度

$约
.(

#

.-MK

&#以/气至病所0为度)另在该穴上方

或下方旁开
%MK

处再刺
%

针#其方向和深度同第
%

针#

&

针连线与脊柱基本平行#无电极正负要求)接通

Y"a6

!

型电针治疗仪#采用连续波#频率为
%-/P

#电

流强度以患者能耐受的最大强度为标准并且在针刺

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调节#留针
$(K9:

#隔日治疗
%

次#

共治疗
&

周*

$

+

)

$'2''

!

健康教育与生活指导
!

&

组患者在治疗期间

都予以指导#每周
&

次电话随访以监督其在院外的执

行情况)具体内容如下!$

%

&宜使用硬板床平卧位休

息#缓解不同体位时腰椎间盘所承受的压力)$

&

&平

卧位休息时#宜在腰骶部垫一用浴巾卷成的圆形枕#

调整适当的高度#每日
&

#

,

次#视自身情况#每次可

控制在
%-K9:

左右#目的是放松腰部肌肉#适当增加

腰椎间隙宽度#以缓解腰部肌肉痉挛#促进血液循环#

减轻疼痛或活动受限)$

,

&下床时#先健侧卧位用手

臂支撑上身质量辅助起身#尽量整体移动躯干最大程

度地减少腰部曲屈'侧转等动作#避免因动作不当而

诱发腰痛加剧)$

$

&根据其病情情况选择合适的腰

围#并示范使用方法#腰痛剧烈的患者宜选用内置钢

条支撑的弹力腰围固定#合理使用腰围#一般使用
&

#

$E

为宜#不宜使用过长时间#多在下床走动时佩戴腰

围#而卧床休息时不使用)$

-

&为避免腰部疼痛或长

时间的使用腰围而造成肌肉萎缩或劳损#宜适当进行

腰背腹肌锻炼#可采用
-

点支撑练习#仰卧床上#双上

肢屈肘'双下肢屈膝#用头'双肘'双足
-

个点作为支

撑点#用力把腰部向上抬离床面)$

#

&避免风寒湿邪#

防止因风寒感冒后出现的剧烈咳嗽或打喷嚏#其可能

导致疼痛加剧)

$')

!

观察项目及方法

$')'$

!

评价方法
!

采用日本骨科学会的下腰痛评分

法$

N2*

&

*

-

+和视觉模拟评分法$

U*Y

&

*

#

+

#分别于治疗

前后对患者进行评估#记录相关评价结果)

$')'/

!

疗效判定标准
!

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

+

)治愈!腰部疼痛'下肢放射

痛基本消失#腰部功能恢复正常#直腿抬高
.(l

以上)

显效!腰部疼痛'下肢放射痛明显减轻#腰部活动功能

(

)$$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T<IHC@H

J

&(%)

!

U8B'%-

!

V8'$



基本正常)有效!腰部疼痛'下肢放射痛减轻#腰部活

动功能部分恢复)无效!临床症状及腰部功能较治疗

前后未改善)总有效率
3

治愈率
h

显效率
h

有效率)

治疗后第
%-

天进行疗效评价)

$')''

!

安全性评价
!

治疗全程进行观察并记录患者

发生的所有与治疗有关的不良反应#分析不良反应

原因)

$'.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YY&('(

统计软件对数据

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
F]@

表示#治疗前后组内比

较使用配对样本
;

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

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U*Y

评分结果比较
!

治疗

前#

&

组患者
U*Y

评分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

&)治疗后#

&

组患者的评分均较治疗前显

著降低$

!

$

('(-

&#而观察组与对照组
U*Y

评分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U*Y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4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N2*

评分结果比较
!

治疗

前#

&

组患者
N2*

指数评分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

意义$

!

%

('(-

&)治疗后#

&

组患者的评分均较治疗

前明显升高$

!

$

('(-

&#且观察组患者的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前后
N2*

评分结果比较#

F]@

%分$

组别 例数$

-

&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 %&'-#]&',( %.'.#]%'$&

+"

对照组
,$ %&'$$]&'(,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比较#

"

!

$

('(-

/''

!

&

组患者的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观察组患者的

治愈率为
-)')&5

#总有效率
4%'%)5

#对照组治愈率

为
&4'$%5

#总有效率
.('-45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见表
$

)

表
$

!!

&

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结果比较'

-

#

5

$(

组别 例数$

-

& 治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

$

-)')&

&

%%

$

,&',-

&

,

$

('(4

&

,,

$

4%'%)

&

对照组
,$ %(

$

&4'$%

&

%$

$

$%'%)

&

%(

$

&4'$%

&

&.

$

.('-4

&

'

!

讨
!!

论

!!

腰椎间盘突出症是骨伤科常见的椎间盘退行性

疾病#临床上多表现为腰痛'腰椎活动受限及下肢放

射痛等症状*

)

+

)而急性炎症期患者多表现为剧烈的

腰腿疼痛'明显的下肢放射性疼痛和麻木#行走和转

侧困难#步态异常#不能或难以入睡#腰部活动严重受

限等临床症状*

4

+

)中医学将腰椎间盘突出症归属于

/腰痛0/痹证0范畴)痹证概因受风寒湿等邪侵袭#经

络闭阻#气血运行不畅所致#而腰痛则是由于腰部受

损#气血运行失调#或因外伤'风寒湿邪侵袭腰腑#致

经络痰阻'气滞血瘀'不通则痛*

%(

+

)上海石氏伤科在

大量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发现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

急性炎症期常表现为风寒湿痹#或兼气滞'血瘀#外用

药物以祛风散寒除湿#温经活血止痛为目的)石氏中

药熏蒸方中香樟木'伸筋草'透骨草'川桂枝'苏木'北

细辛'油松节'威灵仙'羌活'独活'杜红花'艾叶等药

物组成具有温经散寒'活血化瘀'舒筋活络和理气止

痛的功效)通过熏蒸的形式将药物以蒸汽的方式直

接渗透于病变部位#可以起到药力与热力的双重疗

效),伤寒论-记载/阴气怫郁在表#当解之熏之0#通

过刺激局部皮肤感受器的药物温热效应#能够很好地

激发微血管扩张#改善血液循环#缓解肌肉痉挛#加速

无菌性炎性消除#使得瘀消挛舒'筋柔气行#达到/松

则不痛0/通则不痛0的目的*

%%

+

)

有研究表明#电针疗法能够通过有节律地刺激局

部病变组织#降低其肌张力#改变筋膜'肌肉等软组织

的空间结构状态#改善受压的神经根与椎间盘突出部

分的位置关系#从而减轻腰腿疼痛和下肢麻木的临床

症状*

%&

+

)通过激发中枢神经系统和局部组织释放大

量的镇痛神经递质或化学物质#减少或抑制致痛神经

递质的释放和含量#实现提高机体痛阈#加速炎性物

质吸收#消除疼痛和促进神经功能修复*

%,

+

)本研究采

用单穴电针疗法#使用
.-KK

的毫针于
R$

#

-

椎间

旁开
,',,KK

的腰突穴处进行深刺#通过调节针刺的

角度和深度使其尽量直达位于椎间孔外口的脊神经

根部#直接刺激相应节段脊神经#可起到降低交感神

经的兴奋性#促进周围组织代谢和血液循环#减少致

痛神经递质的释放#扩张微血管#加速腰腿部的血液

循环#从而减轻疼痛#改善腰腿部活动受限和下肢感

觉异常的症状*

%$6%-

+

)单穴电针与常规的电针比较#具

有定位准'取穴少'易操作的显著特点#临床更容易开

展重复性研究)此外#收治的急性期腰突症患者大多

是首次发病#给予其合理的健康教育与生活指导内容

有利于消除患者和家属的焦虑和恐惧#减轻心理压力

和负担)平卧休息'合理使用腰围及适当地进行腰腹

肌锻炼都有助于缓解肌肉痉挛#促进血液循环#减轻

腰腿部疼痛#改善腰椎活动功能#而不良姿势和日常

行为习惯的改变可防止腰腿痛等症状的加重或受压

神经的进一步损伤#有利于巩固和提高疗效#减少复

发率*

%#

+

)

本研究结果显示#经过
&

周的治疗#石氏中药熏

蒸联合单穴电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患者的总

(

4$$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R@IS<E!B9:

!

T<IHC@H

J

&(%)

!

U8B'%-

!

V8'$



体治疗效果明显优于口服塞来昔布胶囊和甲钴胺片

治疗#观察组患者的腰部疼痛及腰椎活动功能与对照

组比较#均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

而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为
4%'%)5

#优于对照

组$

.('-45

&#

&

组患者总有效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

$

('(-

&)但本研究仍存在很多值得改进之

处#一是需要收集更多的样本量进行更加深入的研

究%二是需要更加深入地进行有关石氏中药熏蒸和单

穴电针疗效的机制研究#使石氏中药熏蒸和单穴电针

在临床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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