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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杆定位手法结合脉冲电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镇痛效应及 OK>#!)2;@>"的影响

吕立江!毛凌宇!李景虎!杨超!王玮娃!王晟!刘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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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观察杠杆定位手法结合脉冲电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镇痛效应及血清中白细胞介素
>8!

"

)*/D.:D3Q)*>8!

#

OK>8!

$%肿瘤坏死因子&

/340. *DC.0J)J E+C/0.>"

%

2;@>"

$影响' 方法!

!P8$

年
8

月至
!P8?

年
%

月纳入

G$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进行研究%将
G$

例患者用数字表法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
!?

例%其中男
8=

例%

女
8%

例%年龄"

%$7P%R887!?

$岁%采用杠杆定位手法结合脉冲电场治疗' 对照组
!?

例%其中男
8<

例%女
8!

例%年龄

"

%$7!8R?78=

$岁%采用脉冲电场治疗'两组患者每周均治疗
%

次%隔
8 A

治疗
8

次%

%

次为
8

个疗程%治疗
!

个疗程后%采

用疼痛数字评分法"

*34D.)C .+/)*6 JC+:DJ

%

;SB

$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进行评分( 同时对治疗前后血清中
OK>8!

和
2;@>

"

浓度进行测量' 结果!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SB

评分分别是
&7!8R87<=

%

&7==R87=8

%治疗后分别为
87!$R"7$&

%

!78"R

87%G

%治疗后观察组
;SB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

!T"7"G

$' 治疗后两组患者的
OK>8!

和
2;@>"

浓度均有变低&

!T"7"G

$%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OK>8!

分别为&

88?7"8R=?7=G

$)"

88!7!%R<$7&%

$

16 U 4:

%治疗后分别为"

G?7<$R%=7=P

$)"

<<7G#R

&P7&=

$

16 U 4:

( 观察组和对照组治疗前
2;@>"

分别为 "

#7=$R#7#%

$)"

#7<&RP7<P

$

16 U 4:

% 治疗后分别为 "

#7#&RP7G=

$)

"

#7&GRP7G$

$

16 U 4:

%观察组
OK>#!

)

2;@>"

变化均优于对照组"

!TP7PG

$' 结论!杠杆定位手法结合脉冲电场对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有较好的镇痛效应%并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血清
OK>#!

和
2;@>"

浓度有明显影响%可作为指导临床

的依据%但杠杆定位手法结合脉冲电场的协同作用及对临床治疗的指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 腰椎( 椎间盘移位( 手法%骨科( 脉冲电场( 镇痛( 白细胞介素
>#!

( 肿瘤坏死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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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34562 !"7849('") ": ;<)<94% =4>4 ": 84>(<)>' ?(>@ %&7549

=('$ @<9)(4>(") 5<>?<<) >?" ;9"&8'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病程

#!

!

"#

"月!男 女
K

D

X

8

观察组
!Y 8E 8% %$7>%=887!Y 88 8$ %87$Y=D7>%

对照组
!Y 8< 8! %$7!8=Y78E 8! 8< !E7>8=&7E&

检验值
!

$

Z>7>< %Z>7>&Y !

$

Z>7><! &ZN87>D$

!

值
>7<Y8 >7Y&Y >7<$$ >7!Y>

年龄

#!

!

"#

"岁!

突出节段#例!

K

&

"

D

腰椎间盘突出症 #

:34OB. @)FG (B.*)+/)0*

"

K[R

!

是临床的常见病"是腰椎间盘发生退变"在外力作用

下纤维环部分或完全破裂"单独或连同髓核&软骨终

板向外突出" 刺激或压迫神经根引起的以腰腿痛为

其主要表现的病变'

8

(

) 突出的髓核不仅能导致局部

组织破坏" 而且髓核释放出的炎性化学刺激介质能

引起炎症反应" 神经根机械性的受压及营养障碍能

引起无菌性炎症* 研究显示"疼痛程度较重的患者"

血清中的白细胞介素
NE

#

)*/B.:B3W)*NE

"

JKNE

!"肿瘤

坏死因子
N"

#

/340. *BG.0F)F A+G/0.N"

"

2;MN"

!"前列

腺素
\

#

1.0F/+6:+*@)*N\

"

V]\

!等物质与轻度疼痛患

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X0*6

等'

%

(从动物实验研究

也发现" 仪器模拟脊柱手法对慢性背根神经节压迫

模型大鼠体内背根神经节产生的炎性细胞因子白细

胞介素
N8!

#

)*/B.:B3W)*N8!

"

JKN8!

!明显减少* 笔者

在临床研究发现杠杆定位手法结合电场对腰椎间盘

突出症患者的镇痛效果明显" 是否通过临床治疗减

少炎性物质的产生可有效改善患者的疼痛症状"自

!>8$

年
8

月至
!>8Y

年
%

月收集临床病例" 观察杠

杆定位手法结合电场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清中

的
JKN8!

和
2;MN"

是否存在影响"是否能成为杠杆

定位手法临床治疗的一种新指标进行了研究" 现将

结果报告如下*

2

资料与方法

26 2

病例选择

26 26 2

诊断标准 #

8

!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

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

(

*

#

!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发布+中药新药

临床研究指导原则, 中腰推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

D

(

$

8$

岁
"

年龄
"DD

岁无其他先天性疾病

成年人"疼痛发于下腰"且向下肢放射%有局限性压

痛点%直腿抬高试验和加强试验阳性%皮肤感觉-肌

力和腱反射的改变%脊柱姿态的改变%腰椎正侧位
^

线片提示脊柱侧凸或腰椎生理性前凸消失%

'2

或

U_J

诊断有椎间盘突出*

26 26 A

纳入标准 #

#

!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

者* #

!

!

#$

岁
"

年龄
"DD

岁" 性别不限"

'2

或
U_J

诊断为各类型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 突出节段为

单节段* #

%

!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

26 26 B

排除标准 #

#

!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和纳入

标准者* #

!

! 存在骨折未愈或患有骨质疏松症的患

者*#

%

!腰椎间盘突症妊娠期患者*#

&

!心&脑血管"肝

肾等多脏器存在疾患的患者*

26 A

一般资料

选取
!>#$

年
#

月至
!>#Y

年
%

月在我院就诊的

D$

例
K[R

患者"男
%%

例"女
!D

例"年龄
!#`DD

岁"

病程
>7E<`<!

个月* 将
D$

例患者用数字表法随机分

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
!Y

例"其中男
8E

例"女

8%

例"年龄#

%$7>%=887!Y

!岁"突出节段
K

&

"

D

88

例"

K

D

X

8

8$

例%对照组
!Y

例"其中男
8<

例"女
8!

例"年

龄#

%$7!8=Y78E

!岁"突出节段
K

&

"

D

8!

例"

K

D

X

8

8<

例*本

组患者均签订知情同意书"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

病程&突出节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见表
8

*

26 B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用杠杆定位手法结合经络电磁通治

疗*第
8

步"采用杠杆定位手法治疗"具体操作如下$

患者全身肌肉放松"俯卧在诊疗床上"医者将患者屈

膝屈髋"交叉双下肢"用右手肘部鹰嘴定位在患者的

腰部患椎处"医者双手握住患者两踝关节"借助力臂

杠杆"用力向后上扳提"使腰椎产生过伸屈曲运动"

当扳提腰椎过伸"医者遇到一定的阻力时"做一快速

的扳动"到位即止* 医者在扳动的过程中"令患者呼

气"手法结束时患者吸气"连续操作
%

遍为
8

次* 第

!

步"完成杠杆定位手法治疗
8

次后"嘱患者卧床"

行脉冲电场治疗* 医者以拇指按压法寻找患者腰臀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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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杠杆定位扳法示意图

"#$%! 2(< =)+6.+4 0> /(< :<?<. 10@)/)0*)*6 4+*)13:+/)0*

图
&

杠杆定位扳法操作图

"#$%& 2(< 01<.+/)0* A(+./ 0> /(< :<?<. 10@)/)0*)*6 4+*)13:+/)0*

部或腿部最痛的两处反应点!并标记!打开经络电磁

通"广州市侨鑫医疗器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

粤食药监械生产许可
!B"8"%CD

号#的开关!选择局

部直接治疗模式!将两处标记点予贴一组电极贴!治

疗强度选择为
D

!每次连续治疗时间
%" 4)*

为
8

次$

以上方法均隔日治疗
8

次!

%

次为
8

疗程!

!

个疗程

结束后观察患者指标的变化$ 杠杆定位扳法示意图

及操作图见图
8

!

!

$ 对照组采用经络电磁通治疗!隔

日治疗
8

次!

%

次为
8

个疗程!

!

个疗程结束后观察

患者指标的变化$

!% '

观察项目与方法

!% '% !

临床症状观察 采用疼痛数字评分法"

*3E

4<.)A+: .+/)*6 @A+:<

!

;FG

%

&

H

'对临床症状进行评定$ 用

数字式
IJ#B

代替文字来表示疼痛的程度$将一条直

线等分为
#B

段!按
BJ#B

分次序评估疼痛程度$书写

方式为(在描述过去
!& (

内最严重的疼痛的数字上

画圈$ 疼痛程度(

B

分为无痛)

#J%

分为轻度疼痛*疼

痛不影响睡眠#)

&JH

分为中度疼痛)

CJK

分为重度疼

痛*不能入睡或者睡眠中痛醒#)

#B

分为剧痛+

!% '% & LMN#!

和
2;ON"

浓度测量 对两组患者治

疗前第
#

天及治疗后第
#!

天的血清中
LMN#!

及

2;ON"

浓度进行测量$ 测量方法(取患者在治疗前

与末次治疗后晨起空腹的静脉血
% 4:

! 于真空采血

管
N'PQR

采血抗凝管中!以离心机分离!取上清液

置于冰箱中送检$ 分别记录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LMN

#!

和
2;ON"

浓度$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GSGG !BTI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检验

均使用双侧检验!定性资料运用
!

!检验$符合正态分

布的定量资料运用均数
U

标准差,!

!

!"

%描述!组内治

疗前后符合正态分布行
#

检验! 不符合正态分布行

非参数检验$ 两组治疗前后
;FG

评分-

LMV8!

-

2;OV

"

行独立样本非参数秩和检验! 组间比较采用独立

样本
#

检验+ 以
$W"7"D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两组患者治疗前后
;FG

评分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
;FG

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两组患者
;FG

评分均显著降

低"

$W"7"D

%)治疗后观察组
;FG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

组"

$W"7"D

%!结果提示杠杆定位手法结合经络电磁

通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疼痛评分的改善优于单一

的经络电磁通!见表
!

+

&% &

两组患者血清中
LMV8!

浓度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第
8

天血清中
LMV8!

浓度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7"D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患

者治疗后第
8!

天的血清中
LMV8!

浓度均有变化"

$W

"7"D

%+ 治疗后第
8!

天的两组间比较!观察组血清中

LMV8!

浓度变化优于对照组"

$W"7"D

%!结果提示杠杆

定位手法结合经络电磁通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血

清中
LMV8!

浓度的变化优于经络电磁通!见表
!

+

&% )

两组患者血清中
2;OV"

浓度变化比较

两组患者治疗前第
8

天血清中
2;OV"

浓度比

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X"7"D

%)与治疗前比较!两组

患者治疗后第
8!

天的血清中
2;OV"

浓度均有变化

"

$W"7"D

%+ 治疗后第
8!

天的两组间比较!治疗组血

清中
2;OV"

浓度变化优于对照组"

$W"7"D

%!结果提

示杠杆定位手法结合经络电磁通对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血清中
2;OV"

浓度的变化优于经络电磁通!见

表
!

+

)

讨论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制! 至今还没有统一

的共识!但大多学者比较倾向于两种学说+一是机械

性压迫学说 &

C

'

(简单说就是单纯的机械压迫神经根

造成神经根缺血引起的腰腿疼痛! 但没有考虑到化

学刺激!有一定局限性+ 二是炎症反应学说(腰椎突

C$!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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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组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治疗前后
"#$

评分及血清
%&'(!

和
)"*+"

浓度比较!!

!

!"

"

),-.! /012,34506 07 238 ,69 205: :38,:186: "#$

!

%&';!

!

)"*'" 46 2,:486:5 <4:= >?1-,3 945@ =8364,:406 -8:<886 :<0

A30?25

!!

!

!"

"

注#与治疗前比较$

<

#=$7!>?

$

$@"7"?

%

<<

#=>7%>A

$

$@"7"?

%

"

#=>7>&B

$

$@"7"?

%

""

/=&7"!?

$

$@"7"?

%

#

#=&7A?A

$

$@"7"?

%

##

#=887$"!

$

$@"7"?

& 与对照组比较$

$

$="7!>B

$

<

$="7"!?

%

%

$="7?8B

$

"

$="7"&>

%

&

$="7&8&

$

#

$="7"&$

;0/C

#

'041+.CD E)/( 1.C/.C+/4C*/ D+/+

$

<

#=$7!>?

$

$@"7"?

%

<<

#=>7%>A

$

$@"7"?

%

"

#=>7>&B

$

$@"7"?

%

""

/=&7"!?

$

$@"7"?

%

#

#=&7A?A

$

$@"7"?

%

##

#=887$"!

$

$@

"7"?7 '041+.CD E)/( F0*/.0: 6.031G

$

$

$=H7!>B

$

<

$="7"!?

%

%

$="7?8B

$

"

$="7"&>

%

&

$="7&8&

$

#

$="7"&$

组别 例数
;IJ

评分!分"

KLM#!

!

16 N 4:

"

2;OM"

!

16 N 4:

"

治疗前 治疗前 治疗前 治疗后

观察组
!B &7!#P87>A

$

87!$PH7$&

<

88B7H8PAB7A?

%

?B7>$P%A7AH

"

87A$P878%

&

878&PH7?A

#

对照组
!B &7AAP87A8 !78HP87%?

<<

88!7!%P>$7&% >>7?8P&H7&A

""

87>&PH7>H 87&?PH7?$

##

治疗后 治疗后

出节段周围的组织及神经根会发生炎症免疫反应引

发相关部位疼痛&当神经损伤时$受损的神经经过复

杂的信号通路激活产生华勒氏变性$ 此时活跃的雪

旺细胞便会分泌
KLQ8!

及
2;OQ"

等物质$吸引巨噬

细胞聚集$产生炎症反应& 炎症产生时$伤害性脊髓

感受神经元会激活小胶质细胞和星形细胞$ 后者会

释放分泌
KLQ8!

及
2;OQ"

等物质$改变中枢神经的

痛觉敏感性& 并且当
KLQ8!

及
2;OQ"

与
KLQ$

混合

时会产生协同作用$发生明显的痛觉感受'

$

(

&

KLQ8!

会介导淋巴细胞的增殖$参与炎症反应$

KLQ8!

被证实通过
;OQ#R 1A?

信号途径升高细胞外

基质蛋白的水平$ 而细胞外基质蛋白会抑制人髓核

细胞中的聚集蛋白聚糖和
$

型胶原蛋白的表达$伴

随胶原蛋白和蛋白多糖合成的减少$ 使髓核的胶体

渗透压迅速下降$水分丢失加快$椎间盘的灵活性和

承受力也随之下降'

B

(

&

KLQ8!

作为细胞因子会介导同

为细胞因子的白细胞介素
Q>

和白细胞介素
Q$

的分

泌$加重炎症反应$而
2;OQ"

除了被巨噬细胞和星

形细胞所激活外$ 也会被
!Q

连环蛋白信号通道激

活$ 作为正反馈$

2;OQ"

同样激活
!Q

连环蛋白信号

通道& 所以$

KLQ8!

及
2;OQ"

与疼痛有紧密的联系$

参与疼痛刺激的产生与痛觉敏感性的改变& 本研究

也发现患者的疼痛感与
KLQ8!

及
2;OQ"

有密切的

关系$治疗后两组患者
;IJ

评分均显著降低$疼痛

症状也得到缓解$ 治疗后所观察到的两组患者血清

中
KLQ8!

与
2;OQ"

浓度均下降!

$@"7"?

"&

经过多项课题的临床多中心研究证实$ 杠杆定

位手法临床疗效是肯定的 '

8"

(

$同时也通过生物力学

试验研究发现$ 杠杆定位手法不但能改变腰椎间盘

突出的髓核和神经根的位置$促使髓核回纳$改变髓

核的内压$使突出的髓核发生位移$髓核和神经根直

接的位置发生相对改变$改变神经根的压迫状态$而

且还可改变失稳的腰椎生物力学结构$ 对紊乱的腰

椎小关节进行纠正$ 使紊乱的腰椎结构应力应变得

到重塑$趋向一个较稳定的腰椎结构'

88Q8!

(

& 这是对杠

杆定位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临床有效性机制的

阐述$ 但对炎性因子是否有影响是项目组一直思考

的问题& 本次研究发现杠杆定位手法对腰椎间盘突

出症患者血清中
KLQ8!

与
2;OQ"

浓度出现显著的

下降$治疗后患者的
;IJ

评分明显降低$与患者的

临床疼痛症状缓解趋向一致&

目前各种仪器设备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

上广泛应用$尤其在镇痛功能的应用上得到关注&本

研究应用经络电磁通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并对患

者血清中
KLQ8!

与
2;OQ"

浓度变化进行了观察$发

现经络电磁通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的镇痛是有效

的$治疗后患者
;IJ

评分降低!

$@"7"?

"$血清中
KLQ

8!

与
2;OQ"

浓度降低$ 说明患者的疼痛症状有所

缓解& 主要机制是经络电磁通发生电荷定向移动时

产生电磁场$ 当恒定的电流强度在有节律性地前进

时$便会形成脉冲电场&电场对人体的作用机制主要

热效应和非热效应& 热效应即是充能后的水分子互

相震动摩擦产生热量对人体产生影响的过程& 由于

人体神经冲动的传导过程是有序发生电化学的过

程$这种电化学变化会产生了微弱的电磁场$不仅神

经传导$而且肌肉的活动也会产生电磁场$它容易被

外在的电磁场影响$ 人体小磁场被外界磁场影响的

过程就是非热效应& 考虑到本研究使用的是经络电

磁通$使用了脉冲电流$电磁场对人体的热效应几乎

可以忽略$所以影响较大的是对人体的非热效应&有

研究表明 '

8%

(脉冲电场会对细胞膜的流动性产生影

响$脉冲作用时间越长$细胞膜的流动性越大$在此

基础上进一步发现了脉冲电场对信号通道的影响$

得出信号通道可能是脉冲电场的主要靶体对象$被

运用于治疗颈肩腰疼痛等疾病$ 这时电磁场刺激人

体$产生吗啡类化合物质$产生镇痛作用$另外还会

降低痛觉敏感$达到减痛作用&但本研究发现与杠杆

定位手法结合经络电磁通相比$各项指标不够显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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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与杠杆定位手法生物力学作用机制的协同

作用有密切相关!根据上述的研究与认知"杠杆定位

手法和经络电磁通在宏观上能纠正腰椎间盘相关生

物力学参数的紊乱" 微观上会影响局部细胞膜信号

通道的开放"加快细胞的对外物质交换"加速局部微

循环"缩短炎症反应"血清中与炎症密切相关的
<=>

8!

及
2;?>"

浓度的降低"使患者病程缩短"痛苦减

轻"提高了临床的有效率"但两者协同作用的机制与

对临床治疗的指南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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