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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经筋理论指导下的冲击波治疗

腰背部棘上韧带炎的疗效观察

饶"毅"肖"京"曹籨焱"姜美驰"胡光迪"杨虹婕"孙海花"庄"威

""棘上韧带炎属于中医学&筋伤'范畴!其病位在经

筋!肝肾不足!筋脉失养为其内因!慢性劳损(感受风

寒(久卧湿地为其主要外因) 气血运行不畅!筋脉失去

濡养*

#

+

!故出现腰背痛等症状) 中医常采用特殊针

法*

!

+

(火针*

&

+

(针刀*

7

+等方式治疗!但因其有创且治疗

过程疼痛剧烈!加之针刀(火针等治疗需要严格的消

毒!无菌要求严格!患者接受度低) 有学者提出冲击波

作用于穴位可产生类似于针灸的效果*

6

+

!相关研究使

用冲击波刺激穴位治疗髋关节疼痛*

%

+

(失眠*

A

+和肱骨

外上髁炎*

5

+等疾病!取得较好的疗效)

经筋理论是古人从生理上对肌肉及骨关节处的结

缔组织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

+

) 棘上韧带归属于足太

阳经筋!,灵枢"经筋- &足太阳之筋..上挟脊上

项'!通过经筋理论寻找结筋点!并进行治疗!在筋伤

疾病中具有较好的疗效*

#"

+

) 故笔者以经筋理论指导

选择治疗点!使用冲击波治疗棘上韧带炎!现报告

如下)

资料与方法

#

"诊断标准"参照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

准-

*

##

+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

*

#!

+制

定# $

#

%腰部两棘突间或棘突上局限性压痛!压痛点固

定在
#

个或多个/$

!

%腰部疼痛!活动受限!弯腰及劳

累后症状加重/$

&

%有长期弯腰劳损病史/$

7

%腰部
D

线片未见明显异常)

!

"纳入标准"$

#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

!

%年

龄
!" E%6

岁/$

&

%同意接受本试验方案)

&

"排除标准"$

#

%局部有感染或者皮肤破损者/

$

!

%患有出血性疾病及凝血功能障碍者/$

&

%血栓形成

患者/$

7

%重度认知障碍和精神疾病患者/$

6

%感觉功

能障碍者/$

%

%严重心律失常(高血压且控制不佳患

者(安装心脏起搏器患者/$

A

%妊娠女性)

7

"脱落病例标准"对已纳入本研究的病例!出现

如下情况之一者!作脱落病例处理#$

#

%受试者不能按

时参加!或按要求完成治疗/$

!

%受试者在研究过程中

使用了影响疗效评判的药物或方法!或进行了影响指

标检测的行为/$

&

%受试者主动退出)

6

"一般资料"病例来源于
!"#%

年
#"

月0

!"#5

年
!

月在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康复理疗科

就诊患者!纳入
##%

例!脱落
#!

例!共
#"7

例完成本

试验!其中男
77

例!女
%"

例!年龄
!" E %6

岁!平均

$

&$

!

#

%

##

!

&

%岁)

%

"治疗方法"根据经筋理论&以痛为输'的定位

原则!选择患者的压痛点作为治疗部位!并使用记号笔

标记!采用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机$瑞士!

8,F

公

司!

FG;== ?121H'2:=I

!

%进行治疗) 参考说明书探头

选择直径
% 99

!频率为
#! JK

!每周
#

次!压强根据

患者对疼痛的耐受程度增减!最大不超过
#

!

6 L:H

!每

个点冲击
5""

次) 每次治疗后一周评定疗效!若评定

为痊愈!疗程结束/如评定为非痊愈!则继续治疗!总治

疗次数不超过
&

次)

A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参考文献*

#&

+标准) 痊

愈#疼痛及压痛症状消失!腰部屈伸活动正常/显效#疼

痛及压痛明显减轻!腰部屈伸活动正常!不影响日常工

作/好转#疼痛和压痛减轻!腰部屈伸时仍有疼痛和活

动受限/无效#治疗前后无变化)

5

"主观疼痛程度评定"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

$

M;=-:2 :.:21N-/ =>:2/

!

0OF

%评定患者的主观疼痛

程度) 因冲击波治疗对周围的皮肤(软组织可能会产

生一定的损伤!故记录患者疗程结束后
#

周后的
0OF

评分作为疗效评分) 以治疗结束
&

个月后相同节段的

棘突或棘上韧带间的
0OF

评分评估中短期疗效) 共

记录患者治疗前!疗程治疗后
#

周!及疗程结束
&

个月

后的
0OF

评分)

$

"不良反应观察"使用,脊髓损伤评估表-

*

#7

+

评估是否出现脊髓损伤及轻触觉和针触觉评分!使用

棉花检测患者轻触觉!使用一次性安全针检测患者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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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触觉) 于每次治疗前和治疗结束后评估!并统计出现

脊髓损伤的例数)

#"

"统计学方法"采用
FPFF #$

!

"

统计软件进

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
Q

%

=

表示) 治疗前(治疗

结束后
#

周(

&

个月的
0OF

评分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方

差分析)

P R"

!

"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

"疗效"治疗
#

次后痊愈
!&

例/治疗
!

次痊愈

7!

例/需要
&

次治疗的患者为
&$

例!其中!痊愈
!"

例!显效
#!

例!好转
6

例!无效
!

例) 患者平均治疗

次数为 $

!

!

#6

%

"

!

A%

% 次/ 压强范围为
"

!

%" E

#

!

7" L:H

!平均治疗压强$

#

!

"%

%

"

!

!7

%

L:H

)

!

"治疗前后
0OF

评分比较"患者治疗前
0OF

评

分为$

%

!

#7A

%

"

!

A&%

%分!治疗结束后
#

周
0OF

评分为

$

"

!

6A7

%

"

!

A%$

%分!治疗结束后
&

个月
0OF

评分为

$

"

!

6A"

%

"

!

A"$

%分/治疗结束后
#

周(

&

个月与治疗前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 R"

!

"6

%/治疗结束后
#

周与
&

个月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P S"

!

"6

%)

&

"不良反应"患者治疗前(疗程结束后及
&

个

月后轻触觉及针触觉得分均为
##!

分!无脊髓损伤及

脊髓震荡发生)

讨""论

经筋理论的雏形见于,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

十一脉灸经-

*

#6

+

!成熟于,黄帝内经-) 其主要特征为

&结(聚(交(合'/主要生理功能为&主束骨而利机关

也'!&联缀百骸!维络周身'和&固体护表!抵御外邪'/

治疗原则为#&治在燔针劫刺!以知为数!以痛为输')

,素问"缪刺论- 提出具体疗法为&刺之傍三臡'!即

使用恢刺或齐刺等特殊针法强刺激治疗) 恢刺法即#

&直刺傍之!举之') 齐刺即#&直入一!傍入二') 通过

恢刺法或齐刺法!从而对穴位产生强刺激!以达到疏通

经络!使气血运行通畅的目的)

后代医家不断丰富了经筋理论!如唐代孙思邈在

,备急千金要方"灸例-

*

#%

+中提出#&有阿是之法!言

人有病痛!即令捏其上!若里当其处!不问孔穴!即得便

成痛处!即云阿是)'明确&以痛为输'处即为阿是穴)

现代医家的&长圆针解结法'治疗经筋病!均强调对阿

是穴的强刺激*

#A

+

)

棘上韧带位于棘突之间!由背阔肌(腰背肌筋膜(

多裂肌腱膜组成!是脊柱后方的重要结构!在维持脊柱

的正常生物力学及椎体的稳定上起重要作用*

#5

+

) 长

期的慢性劳损会影响脊柱后方的稳定性) 棘上韧带炎

在触诊中不仅可触及局部压痛!而且常能触及局部的

韧带增厚!在超声中同样可见病变处韧带较正常增

厚*

#$

+

!即为经筋病的&结') 治疗过程中需要对局部

韧带行强刺激!从而达到&散结'的效果)

冲击波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荐的中医理疗设

备!是通过高速振动极度压缩介质而产生的具有能量

的力学特性声波*

!"

+

!以放散状在人体传播!其作用面

广) 根据患者的治疗目的和耐受程度!可自主调节其

对穴位的刺激强度) 在筋伤的治疗过程中!一般采用

强刺激!使患者局部产生明显的酸(麻(胀等针灸得气

后表现!从而达到对类似针灸强刺激的效果) 基于经

筋理论!在腰背部棘上韧带炎中!本研究通过冲击波对

阿是穴的强刺激!患者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中短期疗

效显著!

0OF

评分由治疗前的$

%

!

#7A

%

"

!

A&%

%分降

到$

"

!

6A7

%

"

!

A%$

% 分/

&

个月后
0OF

评分降为

$

"

!

6A"

%

"

!

A"$

%分) 本研究也表明!在腰背部棘上

韧带炎的治疗中!部分患者仅需要
!

次的治疗即可达

到痊愈!具有疗程短!见效快等优势)

本研究中!笔者未发现冲击波的使用导致脊髓震

荡或者损伤!这可能和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

%棘上韧

带位置表浅!即使对局部进行强刺激!所需要的能量也

很低/$

!

%冲击波在体内衰减很快!在体内每传播

# >9

!冲击波即可衰减一半/$

&

%发散性冲击波明显

区别于治疗结石所用的聚焦性冲击波!不会形成明显

焦点!而是以放散状形式传播) 综上原因!体外冲击波

在腰背部棘上韧带炎的治疗是安全的)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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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第八届编委会名单

总 编 辑"陈可冀

副总编辑"王文健"史大卓"吕爱平"肖培根"吴伟康"沈自尹"雷"燕"

顾""问"王永炎"邓铁涛"吴咸中"辛育龄"张伯礼"陈香美"陈凯先"陈维养"唐由之

"""""黄璐琦"曹洪欣" 屠呦呦"韩济生

编辑委员

于德泉"王一涛"王卫霞"王宁生"王"伟"王"阶"王拥军 "上海# 王拥军 "北京#"王昌恩

王学美 王硕仁"王"舒"卞兆祥"方邦江"方敬爱"邓跃毅"叶文才"田金洲"史载祥"白彦萍

吕志平 吕维柏 朱"兵"朱明军"危北海"庄曾渊"刘干中"刘瓦利"刘龙涛"刘"平"刘"良

刘建平"刘建勋"刘保延"刘鲁明"齐清会"阮新民"孙汉董"孙"燕"阳"晓"花宝金"苏"励

李乃卿"李大金"李廷谦"李军祥"李连达 李国栋"李国勤"李"恩"李"涛"李焕荣"杨任民

杨宇飞"杨秀伟"连"方"时毓民"吴大嵘"吴万垠"吴泰相"吴根诚"吴"烈"邱"峰"张大钊

张卫东"张允岭"张永贤"张永祥"张荣华"张俊华"张亭栋"张家庆"张敏州"张敏建"陆付耳

陈士奎"陈小野"范吉平"范维琥"林志彬"林"谦"林瑞超"郁仁存"果德安"季"光"周"俊

周霭祥"郑国庆"赵一鸣"赵伟康"赵芳芳"赵健雄"胡义扬"胡晓梅"胡镜清"侯凡凡"饶向荣

洪传岳"栗原 博"日本#"夏城东"顾振纶"徐凤芹"徐"浩"殷惠军"凌昌全"高瑞兰"郭"军

郭"艳"郭赛珊"唐旭东"黄光英"黄"熙"梅之南"曹小定"崔"红"麻"柔"梁"春"梁挺雄

梁晓春"梁繁荣"董竞成"董福慧"谢竹藩"谢明村"谢"恬"蔡定芳"裴正学"廖福龙"衡先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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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名单按姓氏笔画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