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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源性头痛在临床上较为多见" 其概念是由

KL++D/+E

等 #

M

$于
M?>%

年提出"是指由颈椎和%或&颈

部软组织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病损所引起的以慢性'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对颈源性头痛镇痛时效的观察

刘彬!赵文

%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贵州 贵阳
=="""!

&

!摘要" 目的!观察针刺疗法结合手法与单纯手法治疗颈源性头痛的疗效差异!验证手法与针刺疗法针刺的协同

效应"方法#将颈源性头痛患者
$"

例分为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

I

组%和手法组$

N

组%&

I

组
%O

例!男
M!

例!女
M>

例!

年龄 $

&M5%<P#!96?

%岁 !病程 $

!%9<%P#=9=&

%个月 '

N

组
%6

例 !男
#&

例 !女
#$

例 !年龄 $

&!9&6P#!96=

%岁 !病程 $

!=9=%P

#&9%%

%个月&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取双侧风池$

QN!6

%!完骨$

QN#!

%!

'

!

(

'

&

棘突下左右旁开
!

寸的阿是穴!先针刺疗

法!留针
%6 4)*

!然后在上述穴位上行手法治疗
!6 4)*

!手法组单用手法治疗& 两组均每日治疗
#

次!每治疗
= E

间隔

! E

!

#6

次为
#

个疗程!共治疗
!

个疗程& 观察两组的镇痛起效时间(首次治疗后镇痛维持时间'并采用
RBQ)88

疼痛询

问量表比较两组首次治疗后以及
!

个疗程后的疼痛评分& 结果#两组间镇痛起效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9?<P

%9!#

%

4)* SD9

$

<9%6P%9?<

%

4)*

!

!T696=

*&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镇痛维持时间长于手法组 )$

#!9#%P$9%&

%

( SD9

$

>9#<P

&9%$

%

(

!

!U696=

*& 首次治疗后两组疼痛分级指数$

1+)* .+/)*F )*ECV

!

WXY

%!视觉模拟量表$

S)D3+8 +*+80F3C DB+8C

!

7IK

%!现

有疼痛强度$

1.CDC*/ 1+)* )*/C*D)*F

!

WW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T"9"=

%'

!

个疗程后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
%

项

评分均低于手法组$均
!U"9"=

%& 结论#针刺疗法可以延长手法治疗的止痛时间!并且可以提高手法治疗的镇痛疗效&

!关键词" 颈源性头痛' 针刺疗法' 肌肉骨骼手法' 穴位!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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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颈源性头痛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 &'()#*+,'- '. /0+-+/#0 1#2# $32433- 24' 5*'6), '.

)#2+3-2, 4+27 /3*8+/'53-+/ 73#1#/73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年龄!!

!

!"

#岁" 病程!!

!

!"

#月"

男 女

;

组
%" <! <= &<5%>?<!5"@ !%5>%?<A5A&

B

组
%" <& <$ &!5&"?<!5"A !A5A%?<&5%%

检验值
!

#

C&5""" $C"5%%< $C"5&$$

%

值
"5!$< "5>&! "5$&%

单侧头部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组综合征$ 其发

病年龄跨度较大#好发于中年人群#女性居多$ 有资

料显示其患病率占头痛人群的
>"DE@<D

%

!

&

$ 目前#

颈源性头痛的治疗仍以非手术疗法为主$针灸'推拿

作为传统中医疗法# 广泛应用于颈源性头痛的治疗

和临床研究#其镇痛效果立竿见影#但单一治疗手段

的有效镇痛时间维持不够长$ 为了提高临床镇痛时

效# 充分发挥针刺' 推拿疗法的镇痛优势并避其不

足# 笔者采用针刺疗法与手法相结合治疗颈源性头

痛
%F

例#并与单纯手法治疗相比较#观察其镇痛时

效#报告如下$

!

资料与方法

!% !

临床资料与分组方法

本研究
$6

例均为
!6<&

年
<6

月至
!6<>

年

<6

月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推拿科门诊符

合纳入标准的颈源性头痛患者# 分为针刺疗法结合

手法组!

;

组"#手法组!

B

组"#各
%6

例#未出现脱落

病例$

;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6E$%

!

&<9%>G

<!9"@

"岁 #病程
< E$"

!

!%9>% H#A9A&

"个月 (

B

组男

#&

例#女
#$

例(年龄
!#E$!

!

&!9&6?#!96A

"岁#病程

#E$&

!

!A9A%?#&9%%

"个月$ 本研究经本院伦理委员会

批准#批准编号)

IJK!L!6#&6$>

$ 两组患者性别'年

龄及病程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具有

可比性#见表
#

$

!% 9

病例选择

!% 9% !

诊断标准 依据
#@@=

年颈源性头痛国际研

究组制定的颈源性头痛诊断标准%

%

&

$ !

#

"颈部症状和

体征$

!

头痛症状加重)出现于颈部活动和!或"头部

维持于异常体位时#按压头痛侧的上颈部或枕部时$

"

颈部活动范围受限$

#

同侧的颈'肩或上肢非根性

痛!定位不明确"#或偶有上肢根性痛$ !

!

"诊断性麻

醉阻滞可明确诊断$!

%

"单侧头痛#不向对侧转移$在

!

#

"项中根据对诊断的重要程度#将诊断标准按顺序

从
!

项到
#

项#诊断颈源性头痛时一定要有其中

#

项或多项$ 符合
!

项即可确诊#或同时符合
"

项和

#

项也可明确诊断$

!% 9% 9

纳入标准 !

#

"符合诊断标准的患者$ !

!

"年

龄'性别不限$ !

%

"治疗前
!

周内未服用止痛药物和

进行针灸治疗$ !

&

"自愿参加试验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者$

!% 9% :

排除标准 !

#

"不符合颈源性头痛诊断标准$

!

!

"颈椎骨折'颅脑疾病'骨肿瘤'心血管疾病患者$

!

%

"造血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精神类疾病患者$ !

&

"孕

妇及哺乳期妇女$ !

A

"其他原因引起头痛的患者$

!% :

治疗方法

!% :% !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 !

;

组" 先予针刺疗

法针刺操作#再进行手法治疗$ !

#

"针刺疗法$ 取穴)

双侧风池# 完骨#

'

!

'

'

&

棘突下左右旁开
!

寸的阿是

穴$ 操作)患者取俯卧位#常规消毒穴位皮肤#采用

69%6 44M

!

AFE$F

"

44

华佗牌一次性无菌针灸针$风

池穴针尖向口鼻方向斜刺#进针
!FE&F 44

(完骨穴

针尖向对侧嘴角方向斜刺#进针
!FE&F 44

(针刺
'

!

'

'

&

棘突下左右旁开
!

寸的阿是穴时# 针尖应略向中

线方向斜刺
%FN

进针#深度达
!FO&" 44

$得气后行提

插捻转平补平泻手法#留针
!"E%" 4)*

后出针$

!

!

"手法治疗$取俯卧位#头部游离于床外#肩胸

部垫小枕#使患者颈椎保持前屈体位#助手坐于患者

头部床头#一手固定患者下颌部#一手固定患者头后

部#双手合力沿纵轴方向徐徐用力#行牵引之势#力

量以患者身体微动为度并保持该力度直到医者施术

完毕$医者立于床旁#用双手拇指指腹为力点对上述

针刺穴位进行依次按压#以
'

&

左右旁开
!

寸阿是穴

为起点#完骨穴为施术结束点$ 每穴!均为双侧同时

施术"#每次施术时间
%EA 4)*

$手法施压要求慢进快

退#力量由轻到重'由浅入深#直达筋骨(医者指腹加

力需缓慢#意达入木三分#待力达所需部位后#留置

!E& 4)*

后快速抬起术指$ 施术过程中#患者可由局

部的压痛迅速过度到头颈部出现轻快感觉或疏通感

觉$ 术毕#患者仰卧位休息
%EA 4)*

$

!% :% 9

手法组 !

B

组" 治疗同针刺疗法结合手法

组中的手法操作$ 两组均每日治疗
<

次#

A

次治疗后

间隔
! P

#治疗
<"

次为
<

个疗程#共观察
!

个疗程$

!% ;

观察项目与方法

!

<

"观察并记录两组患者的镇痛起效时间#首次

治疗后镇痛维持时间$

!

!

"采用简式
QRI)88

疼痛量表!

STLQUV

"

%

&

&评

分$量表由
%

项检测指标评分组成)

!

疼痛分级指数

!

1+)* .+/)*W )*PXY

#

UZ[

"评分$ 包括
<<

个感觉性词和

注)

;

组为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

B

组为手法组#下同

:0/X

)

I.031 ; )\ *+1X +R313*R/3.X R04])*XP ^0/( 4+*)138+/)0* W.0315

I.031 B )\ 4+*)138+/)0* W.0315 T0880^\ /(X \+4X

A<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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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组颈源性头痛患者镇痛起效时间及首次治疗镇痛

维持时间比较!!

!

!"

"

"#$%! &'()#*+,'- '. /01 '-,1/ /+(1 '. #-#231,+# #-4 /01

45*#/+'- '. #-#231,+# .'* /01 .+*,/ /*1#/(1-/ +- )#/+1-/, 6+/0

71*8+7'31-+7 01#4#701 $1/611- /6' 3*'5),

!!

!

!"

"

表
9

两组颈源性头痛患者治疗前后简式
:7;+22

疼痛量表评分比较!!

!

!"

#分"

"#$%9 &'()#*+,'- '. /01 ,7'*1, '. ,+()21 :7;+22 )#+- ,7#21 $1.'*1 #-4 #./1* /*1#/(1-/ $1/611- /6' 3*'5), '. )#/+1-/, 6+/0

71*8+7'31-+7 01#4#701

!!

!

!"

#

;<0.=

"

注$

!与同组治疗前比较#

#>696?

%

"与同组首次治疗后比较#

$>696?

:0/=

$

!

'041+.=@ A)/( ;<0.=; B=C0.= /.=+/4=*/

#

$>696?

%

"

<041+.=@ A)/( ;<0.=; +C/=. C).;/ /.=+/4=*/

#

$>696?

组别 例数 起效时间!

4)*

" 首次治疗镇痛维持时间!

(

"

D

组
%6 ?9EFG%9!# #!9#%G$9%&

H

组
%6 F9%6G%9EF I9#FG&9%$

%

值
#9&!F !9I#E

$

值
69#?E 6966$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首次治疗后

!

个疗程后 治疗前 首次治疗后
!

个疗程后 治疗前 首次治疗后
!

个疗程后

D

组
%6 !$9IFG#69?? !#9F6G#69!I

!

#?9&%GF9&#

!"

?9I6G#9&F &9E6G#9#?

!

%9F#G69E6

!"

&9#FG69IF %9$6G69F!

!

%9#FG69E#

!"

H

组
%6 !F9$%GE9%6 !#9!%GI9?F

!

!!9%6GI9I$

!"

$9#%G#9#% ?9%6G69EI

!

?966G69FI

!"

%9EIG69E% %9%FG69I?

!

%9$6G69$F

!"

%

值
69!E$ 69#E! %9!?I 69EF? #9&? ?9E% 69I#F #9#%# !96I&

$

值
69F$I 69I&I 6966# 69%%& 69#?! >6966# 69&#F 69!$! 696&#

JKL 7DM JJL

&

个情感性词#程度分无&轻&中&重
&

级#分别计
6

&

#

&

!

&

%

分# 可计算出
JKL

感觉评分& 情感评分和总

分'

"

视觉模拟量表!

N);3+8 +*+80O3= ;<+8=

#

7DM

"评

分 $使用
P

条
P" <4

长的直线 #两端分别以 (

"

)和

(

P"

)计数#代表无痛和剧痛#患者用笔根据自己的疼

痛程度在线段上画出相应的点*

#

现有疼痛强度

!

1.=;=*/ 1+)* )*/=*;)/Q

#

JJL

"评分* 无痛计
"

分#轻度

不适计
P

分#不适计
!

分#难受计
%

分#可怕的疼痛

计
&

分#极为疼痛计
?

分* 分别于治疗前+首次治疗

后及治疗
!

个疗程后对两组患者进行
JKL

&

7DM

及

JJL

评分并进行比较*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MJMM !"9"

统计软件# 定性资料采用
!

&检

验#定量资料采用均数
G

标准差!!

!

'"

"表示*所有数据

先进行正态性&方差齐性检验#符合正态性和方差齐

性者采用
%

检验# 组内比较采用配对设计定量资料

的
%

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成组设计定量资料的
%

检

验#以
$>"9"?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治疗结果

!% <

两组患者镇痛起效时间及首次治疗镇痛维持

时间比较

D

组起效时间
PR#? 4)*

# 首次治疗镇痛维持时

间
%R%! (

%

H

组患者起效时间
#R#I 4)*

#首次治疗镇

痛维持时间
!R!# (

#结果见表
!

* 由表
!

可见#两组

起效时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S696?

"%两组首

次治疗镇痛维持时间比较#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首

次治疗镇痛维持时间长于手法组*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简式
T<U)88

疼痛量表评分

比较

结果见表
%

* 由表
%

可见#两组治疗前后自身比

较# 首次治疗后及治疗
!

个疗程后# 两组的
JKL

&

7DM

&

JJL

均较治疗前降低# 并且针刺疗法结合手法

组经
!

个疗程的治疗#评分呈继续下降趋势*两组之

间比较$治疗前&首次治疗后组间
JKL

&

7DM

&

JJL

评

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治疗
!

个疗程后#针

刺疗法结合手法组各项评分均低于手法组# 表明针

刺疗法结合手法的镇痛效果随着时间的延长更加明

显#有协同增效的作用#优于单纯手法治疗*

9

讨论

9% <

颈源性头痛治疗现状

现代医学对颈源性头痛的发病机制尚不明确#

其可能的原因是由于颈枕部单一或多种组织结构的

异常*无论是机械刺激&炎性刺激或颈部肌肉的痉挛

等因素#对颈神经或交感神经造成影响时#都有可能

引发头痛症状* 国内申毅锋等,

?

-研究显示#颈源性头

痛在所有头痛患者中所占比例高达
IE9#V

* 目前对

颈源性头痛的治疗方法仍以非手术治疗为主#药物&

神经阻滞和注射& 针刀及经皮射频疗法以及传统中

医针刺&手法等治疗均在临床上广泛应用*有资料显

示,

$

-

#针灸疗法的有效率达
I&9%V

* 多种治疗手段的

联合应用#可使临床疗效产生叠加效应#能尽快缓解

或解除患者病痛*

解剖研究证实#

'

#

W'

!

后支以及
'

%

神经#经过枕

骨大孔进入颅腔前的成角处# 易受到肌肉在附着处

及椎骨突起的刺激及损伤,

F

-

*

'

P

W'

%

神经后根传入纤

维与来自迷走神经&面神经&三叉神经和舌咽神经传

入纤维的终末支在
'

P

W'

!

后角内相联系# 因此颈神

?P$

" "



!"#$ !"!#% $&' %&(' $) '()*+ , -./(01 2.+34+

!

,3*5!6!#

!

7089%&

!

:05$

经根卡压的患者可产生眼胀!头痛!耳鸣等现象" 颈

椎小关节的增生!退变以及椎间盘的突出#均可使相

邻椎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受到影响" 一方面可

使相应部位的血管! 神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牵拉!挤

压#形成炎症刺激$同时还可对局部血运造成损害#

血管的痉挛! 管腔的狭窄导致椎
;

基底动脉供血不

足#从而引发头痛等一系列临床症状"

!" #

针刺疗法对颈源性头痛的治疗作用

中医认为#机体感受外邪!动作失度!跌扑损伤

等可使头项部经络气血运行不畅而致头痛" 针刺疗

法针刺具有调节相互拮抗上颈段软骨组织如肌腱!

韧带!环枕筋膜的张力的作用#使得紧张!痉挛!粘连

的软组织得以松解#具有恢复力平衡的作用#促进局

部炎症因子的吸收# 从而减少或消除对相关神经纤

维的刺激#达到治疗目的%

<

&

" 牵引治疗作用'(

#

)牵开

被嵌顿的小关节滑膜" (

!

)减缓椎间盘组织内压并有

利于突出部位的回纳" (

%

)扩大椎间隙和椎间孔#有

利于恢复正常生理曲度" (

&

)缓解颈部肌肉痉挛" 手

法治疗能使局部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血流速度加

快#纠正局部血供状态#促进受损组织周围的血液循

环及软组织无菌性炎症吸收#粘连的组织得以松解#

消除颈部的肌肉痉挛#达到以松止痛!通则不痛的

目的"

!" !

本次研究观察结果分析

笔者临床观察得知# 这两种方法在止痛作用的

起效时间和维持时间方面不尽相同" 手法治疗具有

镇痛起效快的特点# 但维持时间不够长是其不足之

处$而传统针刺亦具有良好的镇痛效应#且对机体有

整体调节作用" 因此#本研究将针刺与手法相结合#

既期望能发挥手法治疗的镇痛优势# 又通过针刺疗

法的整体调节作用# 克服手法治疗镇痛时效较短的

不足#从而达到优势互补!协同增效的作用"

结果显示#两组的镇痛起效时间接近#镇痛的维

持时间有差异# 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的维持时间较

手法组长# 说明针刺疗法针刺可以延长手法治疗的

镇痛时间" 简式
=>?)88

疼痛量表评分结果显示#两

组之间比较#首次治疗后
@AB

!

7CD

!

@@B

评分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 说明两种治疗方法的即刻效应无明显

差异#未出现协同效应"但治疗
!

个疗程后
%

项评分

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的

各项分值低于手法组# 说明针刺疗法结合手法组的

镇痛效果随着治疗时间的延长愈加明显# 呈现协同

增效的作用#优于单纯的手法治疗"说明针刺疗法与

手法相结合确实提高了镇痛效果#延长了镇痛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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