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中医药研究                                                                            2024 年第 4 卷第 1 期
International Research in Chinese Medicine                                                       https://ircm.oajrc.org/ 

- 70 - 

针灸治疗颈椎病和针灸治疗重度肥胖的效果分析 

涂慧英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中医院  湖北宜昌 

【摘要】目的 分析在颈椎病和重度肥胖中应用针灸治疗的效果。方法 以 2021 年 2 月-2023 年 2 月为

研究开展时段，抽选在该时段内在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30 例患者颈椎病患者、30 例重度肥胖患者为研究对

象，对 60 例患者实施针灸治疗，对比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结果 治疗后，30 例颈椎病患者颈椎生理曲度、

VAS 疼痛相较治疗前，颈椎生理曲度更好，VAS 疼痛更轻。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30 例肥

胖患者治疗后体质量指数以及腹围相较治疗组更低，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 针灸用于颈椎

部治疗，可恢复颈椎生理曲度、降低脖颈疼痛，利于患者颈部活动自由。而在重度肥胖疾病上，针灸可以降

低体质量指数，缩小腹围，改善躯体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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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severe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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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n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severe 
obesity.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1 to February 2023, 3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and 30 patients with 
severe obesity who were treated in our hospital during this period were select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60 patients 
were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were compared. 
Results After treatment, 3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showed better cervical physiological curvature and 
less VAS pain compared to before treatment. The difference comparison has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body 
mass index and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of 30 obese patients after treatment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the treatment 
group,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5. Conclus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moxibustion can restore the physiological curvature of cervical vertebra, reduce neck pain, and help patients move 
freely. In severe obesit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can reduce body mass index, shrink abdominal circumference 
and improve body obe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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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位于人体头部以下，胸椎以上，对头部起

支撑作用，连接躯体和头部。而颈椎病则是指颈椎

发生了退变、劳损而造成颈椎间盘的突出以及韧带

肥厚[1]。轻微型的颈椎病以背部的僵硬以及疼痛为

主要展现，一般需要多休息，调整自身的坐姿，对疼

痛处进行热敷以及按摩有所缓解，而中度或重度的

颈椎病往往伴随有上肢疼痛以及麻木和无力，需要

给予脱水消肿以及营养神经的药物加以控制，同时

辅助以物理疗法进行治疗[2]。针灸作为物理疗法的

一员，其理论基础来自于中医的传统理论。中医认

为颈椎病属于项痹、痹症等范畴，主要是风湿寒三

气杂夹在外邪侵袭的基础上，气机不畅，经脉闭塞

不通，引发肩颈疼痛[3]。如果对其针灸，可以疏通经

络以及行气止痛，能够改善颈椎引起的脖子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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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硬、肿胀症状。而随着针灸在各种疾病中取得的

有效结果，重度肥胖疾病的治疗也倾向于采取针灸

以进行综合性治疗，可取特定的穴位进行针灸刺穴，

可加速胃肠蠕动，保持排便顺畅[4]。 
为探究针灸在颈椎病以及重度肥胖中的治疗价

值，我院特提出该项研究，旨在深挖针灸的治疗价

值，为相关疾病的治疗，提供有效的治疗方向，现进

行如下报告。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 2021 年 2 月-2023 年 2 月为研究开展时段，

抽选在该时段内在于我院接受治疗的 30 例患者颈

椎病患者、30 例重度肥胖患者为研究对象，30 例颈

椎病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6：14 例，年龄最大者为 62
岁，年龄最小者为 35 岁，平均年龄为 45.6±3.9 岁，

颈部疼痛历史最长者 5 年，最短者 1 年，平均疼痛

病史 3.5±0.6 年；30 例肥胖患者中男女比例为 19：
11 例，年龄最大者 48 岁，年龄最小者 24 岁，平均

年龄为 38.6±4.9 岁；两组研究对象基线资料对比差

异不显著，P﹥0.05，同时院伦理会对该项以针灸治

疗颈椎病和重度肥胖的研究完全知情且批准开展进

行。 
1.2 确诊标准 
颈椎病：患者主诉存在有颈部疼痛，肩背异常

等情况，按压局部存在有明显的压痛点，通过 X 射

线片确诊患者存在有颈椎的生理曲度异常；重度肥

胖：体重超过标准体重的 50%时候为重度肥胖。 
1.3 纳入标准和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①符合颈椎病以及重度肥胖的确诊

标准；②知情且自愿加入该项研究；③既往史不存

在有其他颈部外伤、肩周炎以及神经衰弱等原因形

成的肩部疼痛和眩晕；④护理依存性尚可，可配合

开展治疗和研究； 
排除标准：①有严重的心肝肾障碍；②认知障

碍以及精神障碍；③合并有妊娠或者备孕的情况；

④颈部存在有外科手术历史者；⑤可能存在无法持

续研究的情况；⑥无法实现有效交流；⑧不接受针

灸治疗者；⑨皮肤有细菌感染和破溃的情况。 
1.4 方法 
两组患者治疗前，均对其告知针灸的治疗机制、

指导患者配合要点，讲述治疗期间的生活配合要点，

如饮食清淡、禁忌烟酒，同时针灸后的 1-2d 不要洗

澡，注意自身的保暖和睡眠等。 
颈椎病：指导患者俯卧位或者坐位，采用碘伏

对患者颈部皮肤进行消毒，皮肤干燥后，取风池、大

椎、肩井、天柱以及外关等穴位，同时以具体症状进

行针对性治疗。如伴随有头晕者，加选百会以及风

府，头痛严重者，加选脊穴、而耳鸣者加选听宫、翳

风，针法则选用毫针针法，将 1 寸的毫针刺入以上

穴位，针刺手法为平泻平补，进针后，通过提、插、

捻、转等手法达到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止痛，每次

留针 30min，每日 1 次，连续治疗 5d 为 1 个疗程。 
重度肥胖：肥胖按照致病因的不同分为脾虚湿

阻型、胃肠湿热型、肝郁气滞型等类型，指导患者卧

位姿势，充分暴露腹部皮肤，采用碘伏消毒后，脾虚

湿阻型患者选择天枢、丰隆、冲阳、气海、足三里等

穴位，胃肠湿热型关元穴、三阴交、中脘穴、大横穴

等穴位，肝郁气滞型则采用太白、曲池、血海、合谷、

神门等穴位，采用毫针对以上穴位进行针刺，留针

30min，每隔 10min 进行一次平补平泻。 
两组患者连续治疗 1 个月。 
1.5 观察指标 
对比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针对颈椎病患者，

指标含有颈椎生理曲度以及 VAS 疼痛评分，颈椎生

理曲度测量方法为，治疗前后均在 X 射线下保持头

部稍后仰，两手自然下垂的体位，以 borden 测量法

进行测量。VAS 疼痛评分为 0-10 分，分数越大，疼

痛越严重。针对重度肥胖者，指标含有体质量指数

以及腹围。体质量指数=体重（kg）/身高（m）平方，

腹围以软尺围绕一圈进行测量。 
1.6 统计学分析 
研究获得的数据收集后立即纳入 SPSS26.0 软

件中分析，数量数据采用 t 检验，（ ）形式表

示，率以及例数据以 χ2 检验，率（%）形式表示，

（P<0.05）为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对比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 
治疗后，30 例颈椎病患者颈椎生理曲度、VAS

疼痛相较治疗前，颈椎生理曲度更好，VAS 疼痛更

轻。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 30 例肥胖

患者治疗后体质量指数以及腹围相较治疗组更低，

差异对比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 1： 

sx ±



涂慧英                                                            针灸治疗颈椎病和针灸治疗重度肥胖的效果分析 

- 72 - 

表 1  对比治疗前后的治疗效果[ ] 

 指标 时间 数值 t P 

颈椎病 

颈椎生理曲度（mm） 
治疗前 1.34±1.21 

16.958 0.001 
治疗后 5.24±0.35 

VAS 疼痛（分） 
治疗前 5.4±1.3 

15.302 0.001 
治疗后 1.6±0.4 

重度肥胖 

体质量指数（kg/m2） 
治疗前 32.2±2.67 

6.234 0.001 
治疗后 27.5±3.15 

腹围（cm） 
治疗前 89.57±2.61 

8.048 0.001 
治疗后 84.3±2.46 

 
3 讨论 
针灸作为我国传统医学的治疗方式，是指采用

毫针等极细的针来刺激特定穴位，起活血通络的作

用。单纯使用针灸治疗，轻微型的颈椎病进可有较

大的缓解。以针灸刺激肩井、肩峰、大椎等部位，或

可刺激阳陵、委中等穴位，配合艾灸、电针等进行刺

激，可以对颈椎病起到一定的治疗作用[5]。而经过科

学家以及医学家对针灸进行深入的研究后发现，针

灸可以调控人的疼痛阈值，调控机体内部的分泌，

如杨旭峰[6]研究证实，针刺后可提高机体对内啡肽

的分泌，内啡肽可以起到调控神经止痛的作用，同

时针灸还可加速局部部位的血液循环，用红外线进

行观察针刺后的颈椎局部位置，可以看到针刺的部

位，局部血管的供血明显有增加，血流量增加后，局

部的供氧也随之增加，局部代谢的毒废物质将被迅

速带走。颈椎病的疼痛机制一部分为压迫神经血管

疼痛，一部分则为炎性致痛因子影响，而加速的血

液循环可以带走致痛因子，颈椎部位的炎性密度降

低，浓度降低，疼痛也随之改善[7]。因此，在本文的

研究中可以看出，治疗后的颈椎病患者，疼痛程度

更低，颈椎的生理曲度更好。 
针对重度肥胖症患者而言，其发病机制主要是

因为机体摄入了大量的蛋白质和热量，促使脂肪堆

积，机体消化不了进而促使肥胖发生。肥胖对人的

危害很大，有高血压、高血脂以及高血糖的存在风

险，同时研究表示，重度肥胖的患者往往还有活动

耐力很差、心肺功能负荷大以及呼吸睡眠暂停的情

况[8]。中医认为肥胖和人体的诸多实质性器官关系

密切，其中关系最为紧密的当属脾脏、肝脏以及肾

脏。如果人体这几项器官功能失调，那么就会出现

脂肪代谢紊乱，新陈代谢不及时的情况，可出现脂

肪大量堆积以及机体摄入和消化不成正比的情况[9]。

在李宏伟[10]的研究则进一步补充到，在以肚脐为中

心的大腹部存在有全身高级调控系统，该系统可对

全身存在有高级调控缓和宏观调控，尤其和脾、肾、

肝等部位有成效，对腹部取穴进行治疗，可宏观性

的调控促进胃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达到燃烧脂

肪以及加速减肥的效果。而本文的研究也证实了这

一点，即采用针灸治疗后，相较治疗前，患者的腹围

以及体质量指数有明显降低，充分说明了针灸对重

度肥胖有较强的治疗价值，可帮助患者加大脂肪消

耗，改善肥胖体征。 
综上所述，针灸用于颈椎病治疗，可恢复颈椎

生理曲度、降低脖颈疼痛，利于患者颈部活动自由。

而在重度肥胖的治疗上，针灸可以降低体质量指数，

缩小腹围，改善躯体肥胖，有较好的治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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