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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肌肉刺激器治疗腰肌疼痛的临床效果观察 

邓素萍 

惠州市中医医院康复医学科  广东惠州 

【摘要】目的 探讨神经肌肉刺激器治疗腰肌疼痛的效果及对腰椎功能、肌电图的影响。方法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惠州市中医医院收治的 132 例腰肌疼痛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 66 例。对

照组采取常规药物治疗和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神经肌肉刺激器治疗。评估两组患者治疗前、治

疗后的 CR10 量表（RPS）分级、Oswestry 功能障碍指数。结果 治疗 1 个月、治疗 3 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疼痛

程度及腰椎功能评分逐渐降低，而且显著低于同时间段的对照组评分（P＜0.05）；观察组多裂肌、回旋肌表面

的肌电值逐渐提高，而且显著高于同时间段的对照组（P＜0.05）。结论 在腰肌疼痛常规治疗基础上实施神经肌

肉刺激器可更好地减轻疼痛程度，改善腰椎功能，减轻功能障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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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stimulator on psoas muscle 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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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neuromuscular stimulator on psoas pain and its effect on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electromyography. Methods From February 2020 to October 2021, 132 patients with psoas pain 
admitted to Huizhou Hospita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were divided into an observation group and a control 
group by random number table method, with 66 cases in each group. The control group was given routine drug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given neuromuscular stimulator treatment on the basis of the 
control group. The CR10 scale (RPS) classification and 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 were evaluated before and after 
treatment i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After 1 month and 3 months of treatment, the pain degree and lumbar function scor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gradually decreased, an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e scores of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eriod (P<0.05). The EMG value on the surface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t the same time period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neuromuscular stimulator on the 
basis of conventional treatment of psoas pain can better relieve pain, improve lumbar spine function, and reduce the 
degree of dys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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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肌疼痛是指因腰背部肌肉损伤、慢性劳损、感染

性疾病等因素导致的疼痛相关症状[1]。目前临床治疗腰

肌疼痛以抗炎止痛药物和功能训练为主，其中药物治疗

见效快，可以有效减轻疼痛，但副作用多，难以长期应

用，而且根治效果差[2]；功能训练有助于改善患者的功

能能力和生活质量，但需要患者主动、全力配合，且起

效较慢，需要长时间坚持，患者的长期依从性往往较差。

神经肌肉刺激器是一项常规的康复技术，属于被动式低

频电刺激训练，不需要患者的主动配合，达到有效刺激

强度时即可募集靶向神经和肌肉，因而具备更好的长期

依从性，目前被广泛应用于神经康复和骨科康复，也同

样适用于腰椎活动障碍、疼痛等相关症状的康复治疗[3]。

它通过体表电极将电脉冲传输至靶向神经和肌肉，使肌

肉产生节律性收缩，促进肌肉力量的恢复，而且具有镇

痛作用。本研究旨在评估神经肌肉刺激器对于腰肌疼痛

患者的疼痛、腰椎功能、肌电图的影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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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 2020 年 2 月至 2021 年 10 月入住我科的 132
例腰肌疼痛患者，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和对照

组，各 66 例。全部患者均符合《中国急/慢性非特异性

腰背痛诊疗专家共识》关于腰肌疼痛的诊断标准[4]。本

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符合 2013 年修订的《赫

尔辛基宣言》要求，全部患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后。

对照组男性 36 例，女性 30 例，年龄 42～80 岁，平均

年龄（56.65 ±3.69 ）岁，病程 0.5 ～5 年，平均病程

（2.75±0.62）年，病因：外伤史 30 例，慢性劳损 22
例，其他 14 例；观察组男性 40 例，女性 26 例，年龄

41～80 岁，平均年龄（56.77±3.72）岁，病程 0.4～5
年，平均病程（2.72 ±0.64 ）年，病因：外伤史 29 例，

慢性劳损 25 例，其他 12 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

病因等一般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

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患者口服双氯芬酸钠缓释片（北京诺华制药

有限公司，国药准字： H10980297，规格：75 mg），

每天 1 次，每次 75mg，连续用药 1 个月；进行腰椎功

能训练，每个动作重复 3 次，每天 2 组动作，间隔至少

4h，持续训练 3 个月，具体为仰卧位下降双脚平方，以

肩、脚支撑，保持双膝弯曲，将背部、臀部抬高，维持5-30s，
指导患者坐在瑜伽球上，抬腿抬高，稳定维持 5-30s，
指导患者双膝着地，双肘撑地，上臂垂直地面，重心转

移至肩部，大腿倾斜 30°于地面，躯体与地面平行，维

持 5-30s。观察组在上述药物治疗及腰椎功能训练的基

础上，增加神经肌肉刺激器（型号：TESERA-0 型，上

海塔瑞莎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治疗，依据患者受累部位

选择于腰部核心肌肉群—竖脊肌和多裂肌进行低频电

刺激，将电极片放置在相应位置，电刺激的最大电流强

度标准以刺激神经支配肌肉产生明显收缩，患者可耐受

为宜，每次 20min，每天 2 次，间隔至少 5h，持续治疗

3 个月。 
1.3 观察指标 
记录患者治疗前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病

程、病因，评估治疗前、治疗后 1 个月、治疗后 3 个月

的疼痛程度、腰椎功能、腰肌腰肌表面肌电值、炎症因

子水平，比较 3 个月后两组的治疗效果。 
（1）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疼痛程度采取 Borg 的

CR10 量表（RPS）[5]进行评价，共 12 个等级，0-10 分，

分数越高，疼痛越严重。腰椎功能采取 Oswestry 功能

障碍指数评价[6]，0-50 分，分数越高，功能障碍越严重。 
（2）腰肌表面肌电值：采用生物反馈系统进行多

裂肌、回旋肌的表面肌电信号最大肌电值，重复 3 次，

取平均值。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22.0 软件统计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使用

（ ±s）表示，采用 t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表示，

采用 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评分的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观察

组患者的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评分逐渐降低，而且显著

低于同时间段的对照组评分（P＜0.05），见表 1。 
2.2 腰肌表面肌电值的比较 
治疗前，两组的多裂肌、回旋肌表面肌电值的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 1 个月、3 个月，观

察组患者的多裂肌、回旋肌表面肌电值逐渐增加，而且

显著高于同时间段对照组的肌电值（P＜0.05），见表

2。 

表 1 两组疼痛程度及腰椎功能的比较（分， ） 

疼痛程度 腰椎功能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观察组 66 6.22±0.84 3.25±0.51 2.42±0.38 29.45±4.02 21.52±3.36 15.03±2.49 

对照组 66 6.34±0.92 4.47±0.67 3.18±0.54 30.07±4.08 25.54±3.71 20.06±2.93 

F 时间  7.562 7.782 

F 组间  13.542 12.984 

F 交互作用  10.295 11.864 

P 时间  0.004 0.002 

P 组间  0.000 0.000 

x

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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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交互作用  0.001 0.001 

表 2 两组腰肌表面肌电值的比较（μV/s， ） 

回旋肌 多裂肌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治疗前 治疗后 1 个月 治疗后 3 个月 

观察组 66 41.52±5.52 53.37±5.81 60.06±5.94 62.24±6.06 72.24±6.25 81.18±7.62 

对照组 66 41.69±5.48 46.65±5.77 50.06±5.82 62.36±6.18 65.85±6.26 73.34±6.84 

F 时间  11.974 12.052 

F 组间  8.255 8.102 

F 交互作用  9.024 10.724 

P 时间  0.021 0.019 

P 组间  0.000 0.000 

P 交互作用  0.004 0.007 

 
综上所述，神经肌肉刺激器应用于腰肌疼痛患者，

有助于缓解疼痛，促进功能恢复，利于肌电指标的改

善，并有效减轻机体炎症反应，提高治疗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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