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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颈肩腰腿痛临床观察

郑林峰 ，
汪珏 ， 徐进 ， 赖树华 ， 詹荣飞

淳安新富中 医骨伤医院 ， 浙江 杭州

摘要 目 的 ： 观察 中 西 医结合治 疗 颈 肩 腰腿痛 临床疗 效。 方法 ： 将颈 肩 腰腿痛 患者 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 组各

例 。 对照组给予 牵 引 治 疗
，
观察组给予 中 西 医结合治 疗 ，

观察 组 临床疗 效 。 结果 ： 痊愈率和总 有效率观察组分别 为 、

； 对照组分别 为
、

。 组痊愈率 、 总有效率比较 ，
差异 均有显著性意义 （ 。 治疗 前

，

组 、

评分 比较 ，
差异均 无显著性意 义 （ 。 治 疗 后

，

观察组 评分低于对照 组 （ 评分比 对照组 高 （

。 结论 ： 中 西 医结合治疗 颈肩 腰腿痛 患 者疗效 良好 ， 值得临床推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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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对 年 月一 年 月 本院收治 的 例 技 、 甘草各 ， 制 川乌 、 制草乌 各 。 每天 剂 ， 用 水煎

颈肩腰腿痛患者进行随机对照研究 ， 探讨了 中西 医结合治疗颈 取汁 分 次服用 ， 每天 次
，

肩腰腿痛患者的效果 ， 现报道如下。 月 为 疗程 ， 治疗 疗程。

临床资料 观察指标与统计学方法

纳入本 院骨 科 年 月
一

年 月 收治 的 颈 观察指标 对 组患者进行 疼痛评分 ， 依据疼痛程

肩腰腿痛患者 例 ， 所有患 者均 符合颈肩腰腿痛 的 诊断 度分值 分 。 同时运用颈椎病临床评价量表 对患

标准 将有其他神经系统疾病 的 患者排除在外 。 按随机数字 者 的颈椎病改善情况进行评价 。

表法将患者分为 组各 例 。 观察组男 例
，
女 例

；

统计 学方法 采用 进行统计学 处理 ， 计数 资

年龄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月 年 ， 平 料用率表示 ，
采用 检验 ； 计量资料以 ； ± 表示

，
组间比较

均 ± 月 。 对照组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采用 检验 。

岁 ， 平均 ± 岁 ， 病程 月 年 ， 平均 ± 疗效标准与治疗结果

月 。 组基 线资料经统计学处理 ，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 疗效标准 参考文献 】

相关标准 ， 患者 的主要临床症状

尸 具有可比性。 和体征均消失 ，
生活和工作恢复正 常 ，

为痊愈 ； 如果患者的主

治疗方法 要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好转 ，
生活和工作基本正常 ，

为显效
；

对照组 给予牵引治疗 让患者平卧在牵引床上 ， 垫高 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和体征有所改善 ， 生活和工作需要在外 力

其双下肢 ， 部分放松颈肩腰腿 ， 固定疼痛部位时运用 个牵 协助下进行 ， 为好转
；

如果患者的主要临床症状和体征没有变

弓 套 ，
对抗牵 引 之前挂上牵引砣 ， 将牵 引重量设定在 化 ， 生活和工作无法进行 ， 为 无效 。

。 牵 引应适度 ， 标准 为患者感到疼痛减轻 ， 有舒适感 。 每 组临床疗效比较 见表 。 痊愈率和总有效率观察组 分

天 次
， 上午 、 下午各 次

， 每次 。 别为 、 ；

对照组分别为 、

°
。 。 组痊

观察组 给予中西医结合治疗 ， 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 ，
愈率 、 总有效率比较 ，

差异均 有显著性意义 。

辅以中 药熏蒸 、 低频脉冲 、 针灸 、 推拿治疗 ， 进行消炎止痛 、 组治 疗前后
、 评分比较 见表 。 治疗前 ，

退神经根水肿 ， 活血通络 ，
必要时选择神经营养药 、 硬膜外滴 组 、 评 分 比 较 ，

差 异均 无 显著 性 意 义

注治疗 。 同时 给予 自 拟 中 药汤 ， 处 方 ： 杜仲 ， 桑寄生 、 。 治疗后 ， 观察组 评 分 低 于对 照 组 尸

独活 、 怀牛膝 各 白术 、 防 风 、 川芎 、 当 归各 桂 评分 比对照组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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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组临床疗效比较 疗 。 如果患者具有较长的病程 ，
有粘连等现象出现 ， 则可 以给

组 别 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 有效 予其针刀 的 分离剥离法等传统 中医学方法治疗 。 研究表明 ， 针

观察组 刀 的 分离剥离法加中 西医药物治疗颈肩腰腿痛患者能够收到显

对照 组 著的临床疗效 ，
且简单方便 ， 极 易 为患者及其 家属接受

■

。 本

研究结果表 明 ， 观察组痊愈率和 总有效率均 比对 照组高

表 组治疗前后 、 评分比较 分
治疗后观察组 评分以及 评分均较对照组

评 分 评分 改善 。

、

治疗 前

“

治疗后 总之 ， 颈肩腰腿痛患者行 中西 医结合治疗能够提升治愈率

观察组 ± 土 士 土
及总有效率 ， 有效改善患者的颈椎病临床症状 ， 减轻患者的疼

对 照组 ± ± ± ± 痛 ’ 效果 良好 ’ 值得推广 。

与对照组比较
， ①

■
参考文献

丄

颈肩腿痛是人们舰帖体不 ，
对全赌 亿柱

嫩 細傾 电疗仪治疗老賴 肩腿痛效果观

的人造成 了 困扰 ，
对患者的身心健康造成 了严重 的不 良影 响 。

賴问药 ’ ‘
‘

现阶段 ， 在职业性疾病 中 ， 领 肩腰腿痛具有高 发病率
进要 医

，

合治 疗颈肩腿痛 例 临床疗效观

非手术治疗颈肩腰腿痛就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 临床疗
现代诂断与治疗 ， ，

‘

效。 中 医学认 为 ， 颈肩腰腿痛属于腰痛 、 腰腿痛等范畴 ， 其病
■琼 ’ 職 ’ 中 动手法 、 针灸

因病机为肾精虚损 、 诸般腰痛 ，
病本为臂气虚 ， 具体发病机制

衣
学专业 ， ，

为人体气血
■

虚 、 腠理空虚 、 风寒湿邪等乘虚侵袭入人体 。 牵

引 方法是临床常用的传统方法 ， 能够对疼痛和酸胀进行有效的
肖

缓解 。 针刀 的 分离剥离疗法相 当于 种神经外松解术 ， 具有较
征 侧 浙江中 西 医结合 杂志 ，

小 的创伤 ，
运用其末端的缝刃 从各个角 度刺割疼痛部位或运用

’

复合法达到减张减压的 目 的 ， 方面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
’

症状 ， 另
—

方面还能够解释和明确其治疗机制 。 在经验腰腿痛

的治疗中 ， 辨证方法是中药 内服的基础 ，
所运麵方剂 或中药

的主要功效为补益肝肾 、 除湿通络 ， 能够促进椎管 内炎性反应

及结缔组织形成程度的极大减轻 ， 从而对患者的疼痛进行有效

的缓解 。 现代药理实验表 明 ， 活血化疲中 药的主要功效为缩短
】

‘ ‘

⑴
丨

炎性反应期并显著减轻结缔组织形成 ，
白术 、 桂技可在 定程

°

度上抑制关节炎 ， 方风、 桑寄生等的主要功效为镇痛镇静 ， 杜
普她 丄“ 丄讲 儿 丄 、

、 、 ⋯ 丄 ，

仲 、 甘草等的主要功效为对垂体促 肾上腺激素的分泌进行切实

有效的 改善、 消肿祛瘀 中药能够在
一定程度上缓解患者的肌

⑴
。

、

肉姜缩 ，
西药能够消炎 ，

可有效提升患者的免疫能力等 ，
因此

（责任编辑 ： 路欢欢 ， 李海霞 ）

在颈肩腰腿痛病 的治疗 中运用 中 西医综合治疗 ，

一方面能够将

中 医治疗和西医治疗的优势共同 充分发挥出来 ， 同 时对二者的

劣势进行有效的规避 ，
从而加快患者的恢复速度 、 缩短患者的

治疗时间 、 降低患者旳治疗费用 、 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等 ； 另

一 方面依据患者对 中西医的适应情况对二者进行 良好的配合利 补充 本刊 年第 期 页 （；滋水清肝饮对金黄地鼠皮

用 ， 能够收到极为稳定的患者心理平衡疗效。 特别是如果患者 脂腺组织结构 影响 的 实验研究》 是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
一

同时有颈椎病和腰间盘突 出
， 则更应该给予患者中 西医结合治 般项 目

， 项 目 编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