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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综摇 述窑

神经根型颈椎病根性疼痛疗效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卜寒梅摇 王摇 平摇 杨摇 光摇 张君涛摇 刘爱峰摇 符碧峰

摇 摇 神经根型颈椎病渊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鄄
lopathy袁CSR冤是由于颈椎间盘退变尧节段性不稳定尧
骨质增生等原因在椎管内或椎间孔处刺激和压迫颈神

经根所致袁在各型颈椎病中发病率最高袁约占 60% 耀
70%袁其主要症状包括沿神经根支配区的上肢麻木和

渊或冤放射痛袁颈部或伴肩背部疼痛等咱1暂 遥 神经病理性

疼痛渊neuropathic pain袁 NP冤是指由于躯体感觉系

统的损害或疾病导致的疼痛袁其中 CSR 的根性神经病

变所导致的疼痛属于周围性 NP咱2暂 遥 现将国内外评价

根性疼痛治疗效果的测量方法及仪器做如下综述遥
1摇 生化标记物

近年来袁许多研究在 CSR 根性疼痛患者的血液中

发现一些分子细胞袁这些分子细胞在 NP 状态下会发

生改变袁因此可以作为量化评价治疗前后根性疼痛的

生化标记物遥
脊髓神经胶质细胞通过释放促炎细胞因子尧趋化

因子和生长因子袁如白介素家族 渊 IL鄄1茁尧 IL鄄1尧 IL鄄2尧
IL鄄6尧IL鄄10冤尧肿瘤坏死因子鄄琢渊TNF鄄琢冤尧单核细胞趋化

蛋白渊CCL2冤/MCP鄄1 等促进了神经根疼痛咱3暂 遥 王小云

等咱4暂发现 CSR 患者血浆中炎性因子 IL鄄1尧IL鄄6尧IL鄄18尧
TNF鄄琢 表达水平较健康人高袁与根性疼痛之间存在正相

关关系袁从而将根性疼痛量化和数据化遥 潘胜莲等咱5暂通
过随机对照试验发现袁针刺联合颈痛颗粒治疗 CSR 与

单一颈痛颗粒比较袁均能较治疗前降低患者血清 IL鄄6尧
TNF鄄琢尧IL鄄1茁 水平袁并且联合治疗组低于单一组渊P<
0郾 05冤遥 CSR 根性疼痛与免疫机制紊乱也有密切关

系袁淋巴细胞数量的改变在根性疼痛评价中起着重要

作用遥 王勤俭等咱6暂 通过检测治疗前后患者血清

IL鄄1茁尧IL鄄6 以及血清 T 淋巴细胞亚群 CD3+尧CD4+尧
CD8+及 CD4+/CD8+的含量变化情况发现圣汤愈联合

针刺治疗在改善炎症因子尧T 淋巴细胞亚群尧缓解疼痛

方面均优于单纯圣愈汤或者针刺治疗遥 另外袁还有临

床研究咱7暂将治疗前后患者血清疼痛相关因子 5鄄羟色

胺尧神经生长因子尧前列腺素 E2 含量作为观测桂枝加

葛根汤加味治疗 CSR渊气滞血瘀证冤的临床疗效指标遥
2摇 疼痛量表

2郾 1摇 单维度疼痛量表摇 单维度疼痛量表主要包

括视觉模拟评分法渊Visual Analogue Scale袁VAS冤尧
数字评分法渊Numerical Rating Scale袁NRS冤以及语

言描述评分法渊Verbal Description Scale袁VDS冤遥 其

中以 VAS 评分应用最广泛遥
2郾 2摇 多维度疼痛量表 摇 应用于评价 CSR 根性

疼痛的多维度量主要包括简式 McGill 疼痛问卷和简

式 McGill 疼痛问卷鄄2 等遥 多维度疼痛量表能够更加

全面客观的评估疼痛的强度尧性质尧部位以及患者的心

理尧社会属性遥 张其云等咱8暂 采用疼痛评级指数评分

渊Pain Rating Index袁PRI冤尧VAS 及现在疼痛强度评

分渊Present Pain Intensity袁PPI冤评价了龙氏牵引下

正骨法相对于常规牵引推拿法治疗 CSR 的临床效果遥
2郾 3摇 颈部特异性量表 摇 主要包括颈痛量表

渊Northwick Park Neck Pain Questionnaire袁NPQ冤
和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量表渊Neck Disability Index袁
NDI冤遥 NPQ 量表尧NDI 量表作为颈痛患者疗效评价

指标均具有良好的效度和信度遥 颈部特异性量表有较

强的针对性袁不仅包含了颈痛及相关的症状袁同时还评

定患者日常活动能力袁临床应用广泛遥
2郾 4摇 生活质量量表 摇 健康状况问卷渊36鄄item

Short鄄form袁SF鄄36冤最为常用的生活质量标准化测量

工具之一袁全面的概括了患者生理尧心理和社会等方面

的健康概念遥 黄裕成等咱9暂 通过 SF鄄36 量表验证了颈

舒颗粒联合平衡针灸对 CSR 患者生活质量的改善有

着积极的影响遥
临床中多以多种量表综合评价作为根性疼痛的评

价指标遥 罗璧玉等咱10暂 运用 NPQ 量表和 McGill 疼痛

问卷评价麦粒灸联合常规针刺与常规针刺治疗颈痛的

临床疗效差异遥 有研究运用 VAS 评分袁NDI 指数等评

价七针透穴配合牵引针刺治颈痛的疗效咱11暂 遥 Yesil H
等咱12暂运用 VAS 评分尧NDI 指数尧SF鄄36 量表评价电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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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对改善颈痛的有效性遥
3摇 颈椎活动范围测量

颈椎活动度渊cervical range of motion袁CROM冤
是指颈椎在矢状面尧冠状面和水平面等 3 个平面的运

动遥 通过把颈椎活动功能量化从而有效评价 CSR 患

者生活质量以及根性疼痛治疗效果遥 CROM 测量方

法有很多袁比如目测法尧皮尺测量法尧量角器测量法尧重
力仪测量法尧颈椎活动度测量仪尧X 线测量法以及 CT
三维重建测量法等咱13暂 遥

寨旭等咱14暂通过基于 CT 三维重建的方法测量了

颈椎三维 CROM袁全面的描述上颈椎在体的三维活动

度袁发现了颈椎病患者颈椎的整体旋转活动度较健康

者有明显下降袁但上颈椎旋转方向的活动度并无明显

变化遥 朱立国等咱15暂 评价了头盔式颈椎活动仪测量的

准确性及可重复性袁发现头盔式颈椎活动仪测量数据

准确袁可重复性好袁并且在临床中运用头盔式颈椎活动

仪为评价颈椎功能和手法治疗 CSR 的疗效提供了量

化的依据遥 杨可咱16暂 在探讨齐刺加温针灸颈夹脊穴治

疗 CSR 疗效中采取头盔式颈椎活动度测量仪测定颈

椎 6 个方向活动度遥 国外有临床试验利用颈椎关节位

置感知渊cervical joint position sense袁CJPS冤敏锐

度测试来评价 CROM咱17暂 遥 临床中应根据患者的自身

特点选择合适的 CROM 测量工具袁同时也应该避免各

种干扰因素的产生袁以免影响测量结果的真实性与准

确性遥
4摇 肌肉力量及成分测定

当重点关注 CSR 患者根性疼痛的症状时袁往往容

易忽略因疼痛而造成的受累患侧上肢或者肩胛部功能

及相关肌力尧肌肉成分的改变袁其客观变化可以作为疗

效的评价指标遥
肌肉力量评估的仪器主要包括握力测试仪和手持

式测力仪遥 CSR 患者较健康人的肌力有所降低的原

因可能是炎性物质长期刺激神经鞘造成神经纤维化尧
长期废用造成导致肌力减退或因疼痛本能躲避而造

成遥 临床中可以通过测量颈痛患者自身握力袁包括最

大握力尧握力耐力尧握力达峰速度尧握力递减速度的客

观变化反映疼痛程度咱18暂 遥 Tudini F 等咱19暂通过等长测

试验证了手持式测力仪在测量颈部肌肉收缩力的可靠

性和有效性袁为客观测量颈部肌肉力量提供有效方法遥
Park KN 等咱20暂用手持式测力仪测量颈痛患者患侧斜

方肌以及前锯肌的肌力袁并证实了疼痛强度尧疼痛持续

时间与 NDI 指数和肌肉力量下降的关系遥
肌肉成分测定主要通过核磁共振成像和超声检

查遥 Snodgrass SJ 等咱21暂 通过横断面磁共振成像对

颈痛患者与无症状对照者的颈部肌肉肌体积进行了定

量分析袁运用测力器测量颈部等长伸肌和屈肌肌力袁发
现颈部肌肉导致慢性颈痛的复杂性遥 还有研究运用超

声检查探讨单侧颈痛患者颈部不同运动方向下多裂肌

大小的改变情况袁结果发现颈痛患者的多裂肌尺寸较

正常者变小袁最明显的是在颈部伸展方向咱22暂 遥
5摇 颈椎压力疼痛仪

颈椎压力疼痛仪压力疼痛测试仪渊pressure pain
thresholds袁PPT冤装置主要利用传感器对测试者颈肩

部相应压痛部位施加压力袁并根据患者自觉疼痛时的

不同压力值变化来评价 CSR 根性疼痛治疗前后的效

果变化遥 CSR 患者的压痛点位置多集中在颈椎棘突

旁受累神经根出口处附近或肌肉软组织骨骼附着处袁
类似于中医学中的野穴位冶 野阿是穴冶袁西方医学的野激
痛点冶野压痛点冶遥 其病理特点是无菌性炎症袁即中医

学野不通则痛冶野不荣则通冶的理念咱23暂 遥
Walton D 等咱24暂 通过临床试验验证了颈椎 PPT

在临床使用中的可靠性遥 Beinert K 等咱25暂通过实时视

觉反馈疗法联合手法治疗慢性颈痛袁通过 CJPS 敏锐

度测试以及颈椎 PPT 测试评价疼痛疗效袁结果发现实

时视觉反馈疗法联合手法比单一手法治疗在缓解即刻

疼痛方面具有优势遥 Nabeta T 等咱26暂 运用颈椎 PPT
测量针刺治疗颈痛患者压力痛阈值的变化袁以此来评

价针刺的镇痛效果遥 Siegenthaler A 等咱27暂 通过利用

颈椎 PPT 检测颈痛患者所有双侧颈椎关节突关节以

评估机械敏感性疼痛能否作为诊断颈椎关节突关节疼

痛的依据遥 王为民等咱28暂 运用动态牵引下旋提手法治

疗 CSR袁并用颈部 PPT 测量治疗前后疼痛变化袁发现

动态牵引下旋提手法较仰卧位牵伸侧屈旋扳法能更有

效的改善缓解颈部压痛遥 颈部压痛力学定量测试仪有

利于压痛的量化评定遥
6摇 功能核磁共振成像

随着影像学在疼痛领域的发展应用袁各种功能性

脑成像技术袁不断的揭示了大脑对疼痛刺激的反应方

式袁其中应用较广的技术是功能磁共振成像渊 func鄄
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袁fMRI冤遥 静息

状态下功能磁共振成像渊 resting鄄state fMRI袁 rs鄄fM鄄
RI冤可实时检测与大脑皮层神经活动相关联的局部脑

血流含氧量的改变袁把不同疼痛状态下参与疼痛调节

的脑区及其时空响应模式作为神经标志用于疼痛的量

化预测咱29暂 遥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大脑的功能连接

渊 functional connectivity袁 FC冤 以及区域性脑信号

变异遥
有临床研究运用 rs鄄fMRI 和多元模式分析发现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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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 FC 与疼痛持续时间尧疼痛严重程度和疼痛干预

相关咱30暂 遥 日本学者通过 fMRI 发现慢性颈痛患者的功

能性脑网络变化与 NDI 量表以及 VAS 评分具有相关

性咱31暂 遥 有研究发现运用针刺治疗颈痛袁治疗前后左感

觉运动皮层和右颞顶叶交界处的静息状态区域均一性

变化与患者的 NPQ 量表变化相关咱32暂 遥 王琼等咱33暂 运
用 fMRI 观察针刺颈痛患者悬钟穴的区域性脑信号变

异情况袁结果发现小脑和枕叶可能是悬钟穴对颈痛起

治疗作用的特定脑功能区域遥 王昊等咱34暂通过 fMRI 数
据探讨了推拿手法对 CSR 疼痛相关脑区关联性的影

响袁结果发现推拿通过抑制伤害性信息在中脑导水管

周围灰质中上行传导或通过激活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

诱发上行镇痛通路袁抑制丘脑对疼痛信息的传递以达

到镇痛作用遥
7摇 红外热成像技术

红外热成像技术是通过红外采集镜头接收人体辐

射出的红外线袁将其转换成温度的信息袁根据温度的状

态和变化用来诊断疾病和评价疗效遥 疼痛可以引起皮

肤某区域的温度升高袁也可以引起温度的降低遥 一般

说来袁某处的炎症尧损伤尧代谢旺盛的疾病袁 皮肤的温

度多升高曰而神经受损尧血管闭塞或供血不足性疾病常

导致某些区域的皮肤温度降低遥 临床中利用红外热成

像图可以判断根性疼痛的部位尧程度尧组织的损伤及代

谢情况等咱35暂 遥 红外热成像检测技术符合中医野整体

观冶野阴阳平衡冶 野寒热温凉冶等基础理论袁符合中医学

的辨证思维方法及诊断基本原理遥
有临床研究将颈椎病患者红外热成像图像与健康

人比较发现袁颈肩痛患者的患侧以及整个项背部的红

外热图表现出明显高温或低温区异常或不对称性袁其
中 CSR 患者有特征性的野颈痕冶出现袁且与患者 X 光

片中生理曲度发生改变及椎间隙变窄的节段基本一

致咱36暂 遥 李远栋等咱37暂运用红外热成像观察定点侧屈旋

扳整颈手法联合颈痛颗粒治疗 CSR 根性疼痛效果遥
高瑶等咱38暂探讨 CSR 患者手三阳经红外热图温度特

征袁结果发现 CSR 患者手三阳经红外热图温度具有循

经特异性的特征袁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医经络辨证分

型提供参考遥 此外袁尹继勇等咱39暂 运用红外热成像引导

推拿治疗 CSR袁与常规推拿治疗比较袁红外热成像引

导下的临床效果优于常规治疗遥
8摇 神经 肌电图

神经 肌电图是通过测定肌肉和神经在不同生理

状态下的生物电活动袁来判定肌肉尧神经功能状态的一

种电生理检查技术咱40暂 遥 主要有以下几种测量方法院针
电极肌电图尧表面肌电图尧体感诱发电位尧H 反射尧F 波

等遥 CSR 神经根受压后会出现髓鞘和轴索变性受损袁
导致相应的周围神经以及肌肉电生理改变遥 神经 肌

电图检查能够敏感地反映 CSR 神经根受损的范围和

程度袁从而为诊断尧鉴别诊断尧评估神经功能状态以及

康复疗效的提供依据咱41暂 遥
冯雷等咱42暂运用疼痛 VAS 评分尧NPQ 量表及双上

肢正中神经尧尺神经 F 波传导速度作为评价中医野四
联冶综合疗法治疗 CSR 的指标遥 有临床研究运用三

维曲度牵引仪对比常规牵引治疗 CSR 患者袁对尺神

经尧正中神经 F 波传导情况进行比较袁结果发现三维曲

度牵引仪肌电图改善优于常规牵引袁有效缓解了 CSR
根性疼痛症状咱43暂 遥 杨宇等咱44暂 通过随机对照的方法探

讨侧旋提推整脊正骨法结合五禽戏锻炼治疗 CSR 临

床疗效袁通过测量治疗前后正中神经和尺神经的 F 波

传导速度发现正骨手法联合功能锻炼组疗效确切遥
陈晓英等咱45暂探讨颈椎牵引配合毫火针针刺野下颈夹脊

穴冶治疗 CSR 的临床效果袁将治疗前后患者的肌电图

动作电位峰值尧腋神经神经传导速度作为观测指标袁结
果发现颈椎牵引配合毫火针治疗 CSR 具有优势遥

根性疼痛是 CSR 患者的一种复杂的主观感受袁只
有通过客观的量化疼痛袁才能更好的评价临床治疗效

果并指导临床治疗遥 目前主要通过生化标记物尧疼痛

量表尧CROM 测量尧肌肉力量及成分测量尧颈椎 PPT
测量尧功能性脑成像技术尧红外热成像技术以及神经

肌电图来量化根性疼痛遥 这些方法不仅揭示了根性疼

痛的发生尧发展机制袁而且极大程度上避免了患者口述

的主观性袁同时优化了医疗资源的使用遥 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袁相信将会有更丰富的研究成果尧更前沿的设

备器械应用于评价 CSR 根性疼痛的领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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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渊叶中国结合医学杂志曳 冤
2019 年 SCI 影响因子为 1郾 545

2020 年 6 月 29 日袁科睿唯安公布 2019 年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袁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鄄
tive Medicine 渊CJIM袁叶中国结合医学杂志曳英文版冤影响因子为 1郾 545遥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创办于 1995 年袁2007 年被 SCI 收录遥 杂志由中国中医科

学院和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主办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袁主编为陈可冀院士遥 本刊 2012 2019 年连续

被中国知网评选为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之一遥 2019 年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遥
期刊以创办国际化期刊为目标袁不断促进结合医学发展为己任袁欢迎大家积极向我刊投稿尧赐稿遥 在

今后的工作中袁我们将力争为广大读者尧作者提供更好服务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