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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分析

郭东霞

华北医疗集团石家庄华药医院 河北石家庄

【摘要】目的 探究针灸康复护理在颈椎病护理中的应用效果和使用价值。方法 选取我院收治的颈椎

病患者 84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42例，使用常规护理）和观察组（42例，使用针灸康复

护理）。对两组的护理效果进行分析。结果 两组患者在接受护理后均取得一定效果，但观察组在采用针灸

康复护理后，其颈椎功能评分、症状恢复时间、生活质量评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在颈椎病患者护理中，采用针灸康复护理能取得较佳的效果，可改善其颈椎功能，缓解其症状，提升

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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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acupunctu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cervical spondylosis nursing

Dongxia Guo

North China Medical Group Shijiazhuang Huayao Hospital Hebei Shijiazhuang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effect and value of acupunctu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in
cervical spondylosis nursing. Methods 84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42 cases, using routine nursing) and observation group (42 cases, using acupunctu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The nursing effects of the two groups were analyzed. Results The two groups of patients
have achieved certain results after receiving nursing care, but the observation group's cervical function score,
symptom recovery time, and quality of life score after using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re are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In the
nursing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cupuncture rehabilitation nursing can achieve better results, improve
their cervical function, alleviate their symptoms, and improve their quality of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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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是人体脊柱颈段的骨头，共 7块。它们像

砖块一样叠加在一起，颈椎之间有椎间盘，有缓冲

震荡的作用。颈椎附近有重要的脊髓、神经、血管

等结构走行，也有韧带肌肉等维持颈椎的稳定性[1]。

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退变，进而导致椎间关节、韧

带等退变，这些退变的组织压迫或刺激相邻的脊髓、

神经、血管等，而出现一系列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征。

本病的症状表现多样，不同类型的颈椎病表现也不

同[2]。整体来看，最常见的症状是颈肩部疼痛和僵

硬。因此，需对颈椎病患者采取有效护理措施。本

文研究了对其使用针灸康复护理的应用效果，具体

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1对象

选取我院于 2021.07-2022.07月 1年内收治的颈

椎病患者 84例。将其按照随机分组法，分为对照组

（42例，男 23例，女 19例，年龄 45.37±1.56岁）

和观察组（42例，男 22例，女 20例，年龄 45.41±1.39
岁）。两组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包括用药指导、日

常生活指导、康复护理等。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

础上采用针灸康复护理，主要包括：

1.2.1电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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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病情，每次取 4-6 穴。以颈项部、神经干

上段为主穴。根据病痛扩散部位，循经选取远部穴

位为配穴。以负极接主穴，正极接配穴。选疏密波，

电流频率为每分钟 120-300 次，强度以患者忍受为

度。每次 15-20min ,隔日一次，10 次为 1疗程，疗

程间隔 4-5d。电针是在针刺基础上结合通电的一种

新疗法。当针刺穴位得气后，在留针过程中针体上

通入特定的电流，用电刺激结合留针刺激，以达到

适合的剌激量，使刺激的效应有所提高。

1.2.2温针灸法

选取患者大椎、关元、气海、足三里穴位，在

针刺得气后留针过程中，将艾绒捏在针柄上，点燃

或装上 1-2cm 长艾条点燃，使艾绒点燃后的热力与

针刺同时起作用达到康复目的。其能起到良好的温

经通络、行气活血、祛湿散寒、解痉止痛与温阳补

中、益气固表的作用。

1.2.3耳针法

选取患者颈、颈椎、神门、枕、皮质下、肝、

肾等相关穴位，每次选 3-4 穴，严格消毒后，以 30
号 3.3cm 长的毫针刺入 0.7-lcm，每穴得气后留针

20min，留针过程中行针 2-3 次，并配合颈部活动，

幅度由小变大，每周 2-3 次，10次为一疗程。或以

揿针行皮内针或王不留行籽贴压耳穴，每穴按压 3-5
次/日，使产生酸、麻、胀、痛。每周 1-2 次，10
次为一疗程。

1.2.4头针法

神经根型患者取对侧感觉区上 1/5 的下段 ,对
侧上肢感觉区；脊髓型取对侧运动区、双足运感区。

快速进针，刺入一定深度后快速捻转，不提插。持

续捻 2-3min，留针 10min，然后再重复捻转行针，

反复行针 2-3min，此后即可出针。急性期，每日 1
次 ,缓解期隔日一次，10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隔

4-5d。
1.2.5刺血法

选取患者颈部夹脊穴、大椎、阿是穴，在颈项

部穴位上用皮肤针中等刺激叩刺，或在颈项病变部

位循经叩刺，待轻微出血后加拔火罐 5min左右，使

局部出血少许。每周 1-2 次，10 次为一疗程。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颈椎功能评分进行对比，包括 NDI评分

（颈椎功能障碍指数问卷），满分 50分，分数越低，

障碍程度越低。VAS评分（疼痛评估量表），满分

10分，分数越低，疼痛程度越低。CASCS评分（颈

椎病临床评估量表），满分 100 分，分数越高，恢

复越好；对两组症状恢复时间进行对比，包括疼痛

恢复时间、麻木恢复时间、颈椎功能恢复时间；对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进行对比，包括心理功能、躯体

功能、物质生活、社会活动，每项总分均为 100分，

分数越高，生活质量越好。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22.0 软件分析，使用 t 和“χ±s”表示

计量资料，使用χ2和%表示计数资料，P＜0.05为有

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两组颈椎功能评分对比

观察组颈椎功能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1：
2.2两组症状恢复时间对比

观察组症状恢复时间明显低于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P＜0.05）。如表 2：

表 1 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χ±s，分）

组别 例数 NDI VAS CASCS

观察组 42 8.62±4.18 2.33±1.27 93.24±5.06

对照组 42 12.53±4.57 3.46±1.48 80.13±5.67

t - 4.092 3.755 11.180

P - 0.001 0.001 0.001

表 2 两组症状恢复时间对比（χ±s，d）

组别 例数 疼痛恢复时间 麻木恢复时间 颈椎功能恢复时间

观察组 42 4.33±1.67 6.91±1.09 7.94±2.08

对照组 42 7.85±1.45 8.87±1.63 11.35±2.54

t - 10.315 6.478 6.732

P - 0.001 0.001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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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两组生活质量评分对比

观察组心理功能 86.72±3.38 分、躯体功能

85.73±2.56 分、物质生活 84.35±3.27 分、社会活动

85.61±3.19 分；对照组心理功能 72.73±3.55 分、躯

体功能 74.16±3.58分、物质生活 73.62±3.33分、社

会活动 73.51±3.54分。观察组生活质量评分明显高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18.497，P=0.001；
t=17.037，P=0.001；t=14.899，P=0.001；t=16.456，
P=0.001）。

3 讨论

颈椎病很常见，25％40岁以下的人，50％40岁
以上的人和 85％60 岁以上的人存在颈椎退行性变

化。多见于 50 岁以上的人群，65 岁的患病率可高

达 95%[3]。其主要病因有：颈椎间盘退行性病变：

这是颈椎病发生和发展最基本的病因。由于颈椎间

盘退行性病变，导致椎间隙狭窄、颈椎稳定性下降，

进而椎间关节、韧带等退变，最终压迫和刺激相邻

的脊髓、神经、血管等结构，引起本病；损伤：急

性损伤，如头颈部外伤，可以使原本退变的颈椎间

盘和颈椎损害加重而引发本病。慢性损伤，如枕头

过高、长时间低头等，会加速颈椎间盘退变颈椎发

育性颈椎管狭窄：颈椎轻微退变，也容易发生本病[4]。

因此，需对颈椎病患者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由人体经脉气血引起的，经

脉不通就导致了疼痛症状的出现[5]。而针灸康复护

理就是用精制的金属针刺入人体的一定部位中 ,用
适当的手法进行刺激 ,灸法则是用艾条或艾炷点燃

后熏烤穴位进行剌激 ,通过剌激来达到调整人体经

络脏腑气血的功能和防治疾病的目的[6]。针灸康复

护理主要是通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解除粘连和痉

挛而起作用。相关研究表明 ,针刺可使血管痉挛得

以缓解 ,使颈椎动脉血流增加；可使患者的主观疼

痛感觉缓解 ,颈部肌电明显改善。颈椎病是退行性

病变 ,针灸可缓解疼痛、改善症状 ,减少复发[7-9]。

在本研究中，通过对颈椎病患者实施针灸康复护理，

观察组颈椎功能评分、症状恢复时间、生活质量评

分均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
说明其可有效提升患者颈椎功能，缓解其症状，提

高其生活质量。在王培培[10]等研究中也表明，应用

针灸康复护理于颈椎病患者中，能有效提升加快其

康复速度，提升其颈椎功能。与本研究结果类似，

说明针灸康复护理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值得推广。

综上所述，对颈椎病患者实施针灸康复护理，

能有效改善其颈椎功能，促进其症状缓解，提升其

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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