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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急性腰痛的治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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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腰痛为临床常见病
,

也称单纯性或非特异性急性腰

痛
。

其病因主要为机械性外力损害
,

如搬提重物
、

扭转腰部
,

或长时间坐位
,

操作振动性工具等
。

损害部位以腰部软组织

为主
,

如肌肉
、

筋膜
、

韧带
、

关节囊
,

还包括椎间关节及能骼关

节的损伤 ?椎间盘纤维环可能发生不全撕裂
,

但不伴有髓核向

椎管内的突出
,

破裂椎间盘的渗出物可能造成神经根的炎性

反应
。

急性发病及外伤史对诊断有意义
。

腰部或能骼关节处

可见弥漫性或局限性压痛
,

腰椎活动可能引发腰痛 ?腰痛可放

射至臀部及下肢
,

但多在膝关节水平以上
。

损伤组织的痉挛

可使患者呈被动的僵直体位
,

不能做屈或伸的运动 Ε#)
。

腰椎

的放射学检查对诊断通常无帮助
,

仅作为排除性方法以区分

出腰椎的骨折
、

肿瘤
、

脊柱滑脱等Ε Φ
。

急性腰痛的治疗目的主要为尽可能快地控制疼痛症状和

恢复功能
。

治疗方法包括卧床休息
、

药物治疗
、

手法按摩
、

针

灸
、

围腰保护
、

功能锻炼
、

物理疗法 Γ热疗
、

冰敷
、

超声波
、

经皮

神经电刺激等Η
。

# 卧床休息ΓΙ晚7 ∀ 治 ,Η

卧床休息治疗急性腰痛可能是临床医生最为常用的方

法
。

过去病人常被要求卧床 #一  周
。

其依据为
ϑ

很多机械损

伤性腰痛患者于平卧位症状可得以缓解
。

这对于椎间盘突出

病人是正确的
,

因为平卧位时腰椎间盘内压力最小
,

可减轻神

经根张力
。

但是
,

腰椎间盘突出症在腰痛中仅占很小的比例
。

对于椎旁肌肉
、

韧带
、

关节及其他结构的损伤
,

卧床作用机理

尚未清楚
。

目前虽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卧床休息的有效性
,

但临床上仍被广泛采用
。

Κ ,−(Χ 等Ε!Λ 曾比较 Μ 7 与 7 卧床休

息治疗急性腰痛
,

结果为远期效果并无差异
。

但是
,

Μ 7 组在

恢复工作时间上 比 7 组 明显要快
。

Ν 呢
5∀ ;5组 与 Ο昭

5 ∀

等Ε’, Π〕的进一步研究也表明卧床与保持正常活动之于急性腰

痛的近
、

远期疗效比较是相同的
。

所以尽量缩短卧床时间
,

对

急性腰痛的康复更有益
。

而事实上过长时间的卧床存在很多

副作用
,

如肌肉萎缩
、

心肺功能降低
、

血栓栓塞
、

骨矿丢失
、

高

钙血症等
,

还包括病人因误工而致的经济上损失Ε∃Λ
。

有很多

专家认为
,

即使对于椎间盘突出和神经性损害的病人早期短

暂的走动也是很重要的 ΕΦ
。

目前普遍认为治疗急性腰痛卧床

休息时间应限制在  一! 7 以内
,

鼓励患者早期进行活动
。

北京积水潭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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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药物治疗 Γ】& Ρ ,&5份脚Η

药物治疗的主要目的在于缓解症状
。

对于大多数病人以

使用非衡体类抗炎药为主
。

非衡体类抗炎药已被很多临床报

道证实其在治疗急性腰痛上效果显著 ΕΣΦ
,

特别是在短期内缓

解症状上阂
。

但其存在明显副作用
,

如胃肠道刺激及出血
,

肾

功能减退等
,

特别是对于老年患者
。

所以也有人建议应先于

非幽体类抗炎药前使用对乙酞氛基酚
,

可减少药物副作

用Ε# Φ
。

肌肉松弛剂的使用主要局限于诊断明确的肌 肉疼痛

性腰痛
。

对于严重疼痛
,

特别是坐骨神经痛
,

麻醉类镇痛药可

能疗效更好
。

但肌肉松弛剂及麻醉类镇痛药的使用应有时间

限制
,

尽量控制在 #一  周以内Ε#− 〕
。

Τ +5 即
5

等Ε# 〕鉴于非幽体类抗炎药的消费制订了一个最

佳经济策略
ϑ

首先使用对乙酞氨基酚或普通水杨酸水杨酸
,

这样可将副作用降至最低
。

需抗炎作用时
,

可考虑使用高

剂量非乙酞水杨酸盐或普通异丁苯丙酸  布洛芬!
。

∀ 避免两

种以上的非幽体类抗炎药同时使用
。

#从小剂量开始
,

非必

要不要加量
。

∃ 可在 % 周内达到最大程度的抗炎作用
,

并将

初使剂量控制在这个范围
。

&如果试用过几种非山体类抗炎

药而疗效相似时
,

选用最廉价者
。

∋ 对于有可能发生溃疡危

险的患者要使用预防性药物治疗
。

(如果非幽体类抗炎药引

起肾损害
,

可考虑选择普通水杨酞水杨酸作为最廉价的有护

肾作用的替代药物
。

) 手法治疗 侧恤川∗ +, − ./ 0 1 !

在国外手法治疗腰痛虽然应用已久
,

但直到现在才被医

学界接受
。

国外目前大量临床报道已科学地证实了手法治疗

腰痛
,

特别是急性腰痛及亚急性腰痛  2 一 3% 周 !疗效显著
,

且

明显优于其他被动的治疗方法
,

如卧床
、

超短波理疗
、

热疗
、

功

能锻炼及松动术等4’)〕。 在美国
、

加拿大及英国
,

脊柱按摩术

 56 /1−, 7,8 1 /∗+, − ./01 !有望被国家医疗机构推荐为腰痛的首选

治疗方法
。

手法的主要治疗作用为缓解症状  即腰部疼痛 !
,

松解后关节囊及纤维组织的粘连
,

恢复痉挛肌肉的长度以改

善其缺血状态
,

阻挡有害刺激向中枢神经系统的传人
,

避免受

伤肌肉组织痉挛状态加重
。

9 『. /8等 43:! 研究认为临床医生即

使只经过有限的手法治疗培训
,

于治疗急性腰痛中仍能达到

较好的效果
。

虽然大量研究数据支持手法疗法
,

但其仍被认

为仅有短期疗效
,

特别是在即刻及 :一 2周以内
。

其远期效果

并未得到证实
。 ;<团

,

=班化> 等4’?, ‘2≅ 认为手法治疗急性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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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与其他保守疗法比较
,

疗效上并无明显差异
。

但通过对其

统计数据结果的再分析后发现
,

于 ! 周后
,

手法疗效明显优于

其他疗法
。

≅以当 等〔
‘ 〕通过系统回顾文献也质疑脊柱按摩术

对急性腰痛的治疗作用
,

认为其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确实
。

ς 围腰保护Γ% ∗ ∀记 , ( ∀ 7 ; +( 6 5Η

使用围腰和支架的目的在于限制腰骸活动
,

提供腹部支

持和纠正姿势
。

现在这种看法正受到挑战
,

有的作者认为它

可能加重重要肌肉的废用性萎缩
。

虽然围腰和支架被广泛应

用
,

但 目前的临床报道并未提供足够的科学依据证实它们的

有效性
。

当然对于腰肌力量不足以维持其脊椎稳定的患者使

用围腰保护是可行的
,

只是不要过度
,

至少每天要松开一次来

锻炼腰腹肌
。

设计用于在坐位保持腰椎前凸的器具 Γ如腰部

卷枕 Δ−」+∀ ;( ϑ Ν ∗ −−Η正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临床
。

有报道使用

腰部卷枕  ς 一 ςΣ &
,

患者腰腿痛的症状较单纯使用座垫者明

显减轻Ε‘Σ 〕
。

夕 功能锻炼ΓΙ Ω 5 + 6∋Χ5 Η

基于越来越多的证据质疑被动疗法 Γ如卧床和牵引Η的效

果
,

现在临床对于腰痛的治疗更趋向于主动的疗法
,

包括不同

形式的功能锻炼
。

常被推荐的有
ϑ
屈曲法

、

背伸法
、

伸展法和

有氧锻炼法
。

虽然采用何种锻炼方法最佳一直存在着争论
,

但目前普遍一致的观点认为功能锻炼对于机械性腰痛的治疗

起着重要的作用
。

对于大多数患者
,

应鼓励其早期活动
。

即使腰椎间盘突

出病人于卧床  一 ! 7 后也可短暂走动
,

这样可避免肌肉和心

血管功能下降
。

并且于站立位间盘内压仅略高于侧卧位
。

当

急性疼痛症状缓解
,

通常在  周以内
,

即可进行有氧活动
。

这

可以增强腹部
、

下肢及椎旁肌的耐受力
,

且不会导致继发损

伤
。

选择何种锻炼方法并不重要
,

可以游泳
、

行走
、

骑车或漫

步
。

但引起腰部扭转或屈曲的动作还应避免
,

如划船和某些

有氧体操等
。

每次  口Ξ− ∀ ,

连续至少 ! 周对于心血管功能的

维持是必要的
。

Ψ ∋−−∋ 1 于  世纪 ! 年代推行的等长屈曲法至今仍在

应用〔‘Ζ〕
。

其理论依据为屈曲锻炼可扩大椎间孔和椎间关节
,

缓解神经根压迫 ?伸展髓屈肌及背伸肌 ?增强腹肌及臀肌 ? 减

轻腰髓关节后僵硬
。

腹肌增强的结果类似肌性腰围
,

可减轻

腰椎负担
。

块,, ∗∀ 上 ”了研究急性腰痛
,

发现屈曲法及背伸法治

疗优于无任何锻炼方法
。

但据一项加拿大最新临床报道
ϑ  Π 

例中年急性腰痛患者随机接受等长屈曲法或无锻炼治疗
,

并

随访一年
。

结果发现等长屈曲法在功能恢复
、

活动范围及疼

痛程度上均无明显疗效
。

其它几项研究结果也不支持屈曲法

对于急性腰痛的治疗作用Ε − 〕
。

与此相反
,

有专家推荐背伸

法
,

特别是 [
6≅5∀∴ ∋5

,

认为应根据病人症状采用不同程度上

的锻炼
。

但由于研究设计及观察过程中有疏漏
,

其结果并不

能支持背伸法在治疗急性腰痛中的作用Ε  #
。

凡75Χ 等山〕通

过指导病人早期进行多裂肌和腹横肌同时收缩练习以增强腰

部稳定性
,

减少复发率
,

结果远期疗效明显优于保持正常活动

法
。

3( ∀ 0 9 −75+ 等田!系统回顾文献
,

结论认为功能锻炼法治

疗急性腰痛效果不明显
,

与其他主动或被动疗法相比较
,

疗效

无明显差异
。

可能功能锻炼更适合慢性腰痛患者
,

可促进康

复和提前恢复工作
。

∃ 针灸疗法ΓΚ6
9 . 9∀6 ,9 + 5Η

从目前国外发表的临床报道上看
,

针灸治疗急性腰痛疗

效不确定
。 3

(∀ 0 9− 75+ Ε Π 〕系统回顾了针灸治疗急慢性腰痛的

效果
,

分别对比针灸与安慰疗法
、

假针灸疗法
、

常规疗法及无

治疗
。

其结果为并无证据显示针灸疗效优于无治疗法
,

且尚

无临床研究明确评估针灸对急性腰痛的治疗作用
。

其作者认

为系统回顾结果并不支持针灸对腰痛的治疗作用
,

所以不应

将针灸列为腰痛的常规治疗方法
。

物理疗法Γ=&ΑΧ ∋回 ,&5 +( .ΑΗ

物理疗法治疗急性腰痛在于尽快控制疼痛症状和恢复功

能
。

常用方法如下
ϑ

4

# 热疗 Γ0 &

1
,&5 +( =Α Η 热疗分为深层和浅层

。

浅层热

疗一般为热敷和红外线灯 ? 深层包括短波透热法和超声波
。

热疗的治疗作用是肯定的
,

这包括增强胶元组织的伸展性 ?减

轻关节僵直 ? 缓解疼痛 ? 减轻肌肉痉挛 ?消除炎性组织的渗出

和水肿 ?增强局部血液循环晰〕
。

2( 7∋ 5+ 等Ε洲观察 比较连续

低水平热疗腰围与非幽体类抗炎药治疗急性腰痛
,

结果前者

疗效明显优于后者
。

4

 冷疗Γ] Α∗ ,& 5+日Β〕ΑΗ 冷疗也是用于缓解症状
,

特别是减

轻疼痛
。

与热疗的生理作用相反
,

冷疗降低局部血液循环和

组织代谢
。

冷疗可有效地减轻疼痛和肌肉痉挛
。

4

! 电疗ΓΙ− 56 ,
+∗, & 5 +( .ΑΗ 短波透热法和超声波为常用深

层电热疗法
。

其机理为增强深层组织血液循环
,

促进组织康

复并缓解症状
。

经皮神经电刺激法Γ0 Ι2 ⊥Η 是通过电刺激来

缓解疼痛感觉
,

主要用于治疗神经根性腰腿痛
。

据一项加拿

大理疗师调查
,

急性腰痛患者更愿意接受热疗及电疗 的治

疗Ε  Σ 〕
。

4

ς 松动术Γ[无∋& Μ ( ,∋∗ ∀
Η 本法是使腰椎及腰骸结构在正

常生理活动范围内产生轻度的摆动或旋转平移运动
。

其结果

可减轻疼痛和肌肉痉挛
,

并调整关节使其恢复正常活动 Ε−! 〕
。

松动术通常结合按摩
、

伸展术和手法牵引
。

与手法和搬法不

同的是
,

松动术可在病人感到不适时即可停止
。

4

Π 牵引Γ0
+扫6 ,∋ ∗∀ Η 腰椎牵引有很多形式

,

如持续牵引
、

间

断牵引
、

静位牵引
、

手法三维牵引
、

自体牵引
、

位置牵引和重力

牵引Ε Ζ 了
。

其基本原理为减轻腰椎负担以缓解症状
。

当使用

正确时
,

牵引可伸展肌肉和韧带
,

并牵开相邻椎体和关节
,

扩

大椎间孔
,

降低间盘内压
,

使腰椎曲度变直
。

有证据显示牵引

在急性腰痛的治疗中有一定作用「!Φ
。

也有作者认为腰推牵

引仅对伴有神经根损害的急性腰痛有益
,

且较低的牵引力量

即可达到效果〔!‘〕
。

以上简单地介绍了目前国外治疗急性腰痛的常用方法
。

具体方法的使用和选择还有赖于医生的临床知识和经验
,

以

及病人的具体情况
。

积极主动的治疗方法及多种疗法的结合

使用更可能成为发展的趋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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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进临床医生对糖皮质激素
—

同息通的认识与交流
,

好及施全国总代理商广东省医药进出

口公司珠海公司
,

现推出来函来电免费索取邮寄赠送《同息通临床应用征文精选第三辑》的活动
,

资料

数量有限
,

有意者请尽快联系 ? 同时
,

欢迎登陆该公司网站下载有关文章
。

广东省医药进出口公司珠海

公司地址
ϑ
广东省珠海市斗门井岸江湾二路   ! 号 ?邮编

ϑ Π# Ζ #Σ ?产品咨询电话
ϑ Π∃

一

Π Π! ΣΖ! Σ 陈少

林教授 ?产品咨询网址
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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