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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炎患者疼痛及生存质量的影响，并从生物力学平衡和炎性反应因子两个方面
探析小针刀的机制。方法：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１０月，于我院针灸科、骨科门诊部和住院部就诊的膝关节炎患
者６０例，以就诊先后顺序编号，单盲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针刀组和对照组，每组各３０例。对照组采用西药玻璃酸钠注射液
注入膝关节腔内治疗，针刀组基于对照组基础上，采用小针刀治疗。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Ｖｉｓｕ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ｒｅ，ＶＡＳ）
评价小针刀对膝关节炎患者疼痛的影响，以生存质量量表３６（ＩｔｅｍｓＳｈｏｒｔＦｏｒｍＨｅａｌｔｈＳｕｒｖｅｙＳｃａｌｅ３６，ＳＦ３６）评估患者治
疗后的生存质量。通过测量股骨角、胫骨角、股胫角、ＬＴ／ＬＰ值（髌韧带的长度（ＬＴ）与髌骨最大对角线长度（ＬＰ）的比值）
和ＬＴ／ＨＩ值（髌韧带的长度（ＬＴ）与胫骨切迹高度（ＨＩ）的比值），分析小针刀治疗后对膝关节生物力学平衡的影响，同时
结合检测膝关节腔积液中肿瘤坏死因子α（ＴｕｍｏｒＮｅｃｒｏｓ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ａｌｐｈａ，ＴＮＦα）的表达情况，协同探讨小针刀治疗膝关节
炎的机制。结果：针刀组治疗后ＶＡＳ评分低于治疗前（ｔ＝－９０６３，Ｐ＝０００１＜００５）；与对照组相比，针刀组评分较低（ｔ
＝－７８１１，Ｐ＝０００３＜００５）。治疗后，针刀组ＳＦ３６量表中８个维度评分均明显提高，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
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２组治疗前后股骨角、胫骨角和股胫角测量结果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
刀组治疗后ＬＴ／ＬＰ值和ＬＴ／ＨＩ值均较治疗前有所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后均未见明显改变
（Ｐ＞００５）。与对照组（５２４２±４３７）ｐｇ／ｍＬ相比，治疗后针刀组ＴＮＦα表达（３４２５±３８３）ｐｇ／ｍＬ较低（ｔ＝－２５４，Ｐ＝
００１＜００５）。治疗后针刀组ＴＮＦα表达（３４２５±３８３）ｐｇ／ｍＬ较治疗前（１０１３５±６４４）ｐｇ／ｍＬ低（ｔ＝３１４，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结论：小针刀综合治疗膝关节炎，松解粘连和消除挛缩，恢复膝关节生物力学平衡和降低炎性反应，减轻膝关节炎
患者的疼痛程度，提高生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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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膝关节炎即膝骨性关节炎，是一种慢性关节炎
性病，特征表现为关节软骨变性和丢失、关节边缘和

软骨下骨骨质增生［１］。据调查［２］，全球膝关节炎的

总患病率约１５％，其中４０岁人群患病率达１０％ ～
１７％；６０岁人群患病率达５０％，７５岁人群患病率达
８０％。随着中国老龄化趋势的到来，世界卫生组织
预测，中国将成为膝关节炎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膝

关节炎所致的功能障碍或丧失社会生产力均将给我

国带来巨大的医疗负担，因此寻求可提升膝关节疾

病的医疗水平，减少其造成的各种负担的医疗方法

是目前的重点。膝关节炎临床表现以膝关节疼痛、

活动受限为主，西医认为膝关节炎发病机制与代谢

异常、生物力学平衡的失调、关节负荷增加等有关；

中医学认为，膝关节炎属于“骨痹”的范畴，由于肝

肾不足、气血亏虚，导致外邪入里，筋脉闭阻，气血运

行不畅，不通则痛。

目前临床主要采用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膝关节

炎［３］。保守治疗含药物和非药物治疗，药物治疗中

西医均有良好疗效，其中西医以透明质酸钠为代表，

关节腔内注射以润滑关节、消炎、缓解疼痛；非药物

疗法有针灸、推拿和小针刀疗法等。小针刀疗法，既

具有中医的“针”，又含有西医的“刀”，对膝关节周

围的肌腱韧带等软组织的粘连、挛缩和瘢痕等可行

横向剥离和纵向疏通，没有严格适应证，费用较手术

费用低。本研究旨在观察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

炎患者疼痛及生存质量的影响，并从生物力学平衡

和炎性反应因子两个方面探析小针刀的机制。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于我院针灸科、骨科门诊部和住院部就诊的
膝骨性关节炎患者６０例，以就诊先后顺序编号，单
盲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针刀组和对照组，每组各 ３０
例。针刀组女２０例，男１０例；年龄４４～７６岁，平均
年龄（６２０±９３）；１年≤病程≤２１年，平均病程
（６９±４６）年。对照组女１８例，男１２例；年龄４５
～７６岁，平均年龄（６０９±９７）；１年≤病程≤２１
年，平均年龄（７６±４３）年。２组性别、年龄和病程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病例均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
局于１９９５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
准［４］和参照２００７版《骨关节炎诊治指南》［５］制定的
标准确诊为膝骨性关节炎。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上述诊断标准；２）排除合并
其他系统疾病的患者；３）受试者自愿并签署知情同
意书；４）对临床实验研究意义有正确认识，对研究人
员的观察和评价有良好的依从性；５）患者年龄１８～
７７岁，且病程在１年以上。
１４　排除标准　１）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和纳入标
准的患者；２）具有关节炎性反应状表现的疾病，如类
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等；３）有膝关节创伤
史；４）合并有心脑血管、肝、肾和造血系统等严重危
及生命的原发性疾病以及精神病患者；５）年龄大于
７７岁或小于１８岁的患者。
１５　方法
１５１　治疗方法　１）对照组：采用西药玻璃酸钠注
射液注入膝关节腔内治疗。在严格无菌环境中嘱患

者取坐／仰卧位，用２ｍＬ１％利多卡因局麻后，行关
节穿刺，当穿刺有落空感时，确定注射针回抽关节腔

积液（关节腔积液留取待查），保留针头位置，将玻

璃酸钠注射液（商品名：施沛特；由山东博士伦福瑞

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批号：国药准字 Ｈ１０９６０１３６；
规格：２ｍＬ∶２０ｍｇ）２ｍＬ一次性注入关节腔内。缓
慢拔针后以创可贴覆贴针孔。注意若回抽无关节腔

积液需确保回抽无血且推注无阻力的情况下方可注

入。医生缓慢为患者行数次被动活动膝关节，使玻

璃酸钠注射液均匀分布在膝关节腔内，注射 １次／
周，５次／疗程，共治疗１个疗程。２）针刀组：基于对
照组基础上，采用小针刀治疗，在紫外线消毒后的治

疗室中嘱患者仰卧位，患侧膝关节下垫枕头使患膝

屈曲４０度；选择膝关节周围有痛点和压痛点处用龙
胆紫作标记，标记处用安尔碘擦拭消毒，铺无菌洞

巾。每个治疗点注射１ｍＬ０５％盐酸利多卡因溶液
局部麻醉，选用消毒后汉章针刀 ４号 １０ｍｍ×５０
ｍｍ（北京卓越华友医疗器械公司；型号：ＨＺ系列；规
格２０支／盒）治疗。ａ．髌上正中点：刀口线平行于股
四头肌腱纤维，刀体垂直于皮肤快速刺入直达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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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刀口有抵触感时纵向、横向疏通剥离１～３刀，觉
有松动感后出刀；ｂ．髌尖下正中点：刀口线平行于髌
韧带，刀体垂直快速刺入皮肤，直入脂肪垫，纵向、横

向疏通剥离１～３刀，然后将刀体呈４５度向下倾斜，
刀口深入直达髌骨下极，纵向、横向剥离１～３刀，将
脂肪垫与髌骨下缘的粘连彻底松解，刀下有松动感

后出刀；ｃ．髌骨两侧缘点：刀口线与髌周缘平行，刀
体与皮肤呈１２０度快速刺入直达髌骨边缘骨面，沿
髌骨边缘纵向、横向剥离１～３刀，有松动感后即可
出针；ｄ．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点：刀口线与肢体纵轴
平行，刀体垂直于皮肤快速刺入直达骨面，后纵向、

横向剥离１～３刀，刀下有松动感后出刀；ｅ．内外侧
膝眼点：此二点的操作方法相同，方向相反，刀口与

矢状轴呈３０度，刀体垂直于皮肤快速刺入，依次穿
过关节囊与滑膜皱襞，进入关节腔内，直达胫骨平台

交叉韧带附着骨面，剥离韧带１～２刀，出刀如有关
节腔积液，可于髌上囊选择几个操作点，每点剥离１
～３刀，使积液浸润囊外组织间隙与皮下；出针后严
格消毒，针孔贴上创可贴，术后３～５ｄ内保持创面
清洁。以上小针刀操作１次／周，５次／疗程，共治疗
１个疗程。
１５２　观察指标
１５２１　ＶＡＳ评分　用 ＶＡＳ疼痛评分标尺进行评
价，标尺平均分为１０等分，用０～１０进行表示，０分
表示无明显疼痛，１～３分为轻度疼痛，４～６为中度
疼痛，７～９为重度疼痛，１０分为极度疼痛。每个患
者根据自己的疼痛程度，在无刻度的一面进行标记，

通过测量０到标记点的距离即可得出疼痛强度评
分。

１５２２　生存质量评定　采用 ＷＨＯＳＦ３６评估患
者生存质量，此调查问卷共涉及躯体健康和精神健

康方面３６个条目，是目前公认的最为常用的生命质
量标准化测量工具［６］，该量表细分为８个维度，均以
百分制评分，分别为：躯体功能、躯体角色、躯体疼

痛、总体健康、精力、社会功能、情绪角色、心理健康，

各项计分采用累加法，并记录其原始积分，根据公

式：标准分 ＝（原始积分 －该项最低分值）１００／（该
项最高分值－该项最低分值），转化为标准积分（百
分制），经标准化转换后，上述各项的最终得分均在

０～１００分以内，平均得分为综合评分，评分与生活
质量呈正相关关系。

１５２３　机制探析　采集患者 Ｘ线片数据后分组
进行测量及归纳，进行统计学分析。为保证测量材

料的可比性，要求受试者拍片时采用统一摄片投照

方位、角度及方法。拍摄区域括膝关节股胫间隙上、

下各３０ｃｍ。各具体如下：１）正位片：站立位拍摄膝
关节正位片。２）侧位片：仰卧、患者屈膝３０度，底片
置于膝关节外侧，向膝内侧投照。

１５２４　膝关节正位片测量指标　根据文献［７８］和

图１可知：１）股骨角：正常值为７５～８５度；膝外翻＜
７５度；膝内翻 ＞８５度。２）胫骨角：正常值为８５～９５
度；膝外翻＜８５度，膝内翻＞９５度。３）股胫角：正常
值为 １６５～１７５度；膝内翻 ＞１７５度；膝外翻 ＜１６５
度。

１５２５　膝关节侧位片测量指标　根据文献［７８］和

图１可知：１）ＬＴ／ＬＰ值（髌韧带的长度（ＬＴ）与髌骨
最大对角线长度（ＬＰ）的比值），ＬＴ／ＬＰ值为（１０±
０２）。ＬＴ／ＬＰ值＞１２为高位髌骨，ＬＴ／ＬＰ值 ＜０８
为低位髌骨。２）ＬＴ／ＨＩ值：（ＨＩ指胫骨切迹高度，即
髌韧带附着点至髁部所作的垂线距离）。ＬＴ／ＨＩ值
为（１８５±０２）。ＬＴ／ＨＩ值 ＞２２２为高位髌骨，ＬＴ／
ＨＩ值＜１４８为低位髌骨。

图１　膝关节正侧位Ｘ线片及相关指标测量

１５２６　酶联免疫吸附试验（ＥＬＩＳＡ）　应用全自
动生化分析仪（日立７１８０型）取抽出的关节腔积液，
以备检测ＴＮＦα。根据购自上海谷研实业有限公司
ＥＬＩＳＡ试剂盒说明进行操作。
１６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７０分析软件进行
统计学处理，计量资料以（珋ｘ±ｓ）表示，组间比较当方
差齐时采用方差分析或 ｔ检验，不齐采用秩和检验；
组内用配对ｔ检验进行组间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非
参数卡方等检验。以Ｐ＜００５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患者疼痛的影响　
针刀组治疗后 ＶＡＳ评分低于治疗前（ｔ＝－９０６３，Ｐ
＝０００１＜００５）；于对照组相比，针刀组评分较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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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１１，Ｐ＝０００３＜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ＶＡＳ评分比较

组别 例数
ＶＡＳ

治疗前 治疗后
ｔ值 Ｐ值

针刀组 ３０ ７５１±０６９ ２２０±０３３△ －９０６３ ０００１
对照组 ３０ ７４４±０５２ ３１６±０４７ －７８１１ ０００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患者生存质量的影
响　治疗后，针刀组 ＳＦ３６量表中８个维度评分均

明显提高，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比较，差异均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详见表２。
２３　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生物力学平衡分析
　２组治疗前后股骨角、胫骨角和股胫角测量结果
比较，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３。针
刀组治疗后 ＬＴ／ＬＰ值和 ＬＴ／ＨＩ值均较治疗前有所
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对照组治疗前
后均未见明显改变（Ｐ＞００５），详见表４。

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对生活质量量表ＳＦ３６的影响

组别 躯体功能 躯体角色 躯体疼痛 总体健康 精力 社会功能 情绪角色 心理健康

针刀组 治疗前 １７７５±６６９ １０５６±４２７ １５４７±５３２ １４２８±４７２ １３７３±６７７ ９４１±４２１ １０７１±６３９ ２１２５±８３４
治疗后 ２９５３±５１２△ １７３１±５７６△ ２３３３±４２１△ ２２１４±４５２△ ２９２１±５３１△１７３５±５３３△ １９３３±６４６△ ２９４４±９０１△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６５６±５７９ １１０２±４３１ １６４３±４０３ １４６８±６１２ １２９８±７９７ ８９４±６５２ １１４３±６２２ ２０１１±７９４
治疗后 ２２３３±５８９ １４４４±５８１ １９４７±５０１ １９５１±４９２ ２３２６±６１１ １３７５±５４５ １５３４±４８６ ２４６４±８９０

Ｆ １１２９ ２２０７ １２３５ ３４６９ ５６３７ ３５１２ ４７８ ３６４１
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２组治疗前后股骨角、胫骨角和股胫角测量结果比较

针刀组

膝外翻

（例数＝３）
正常

（例数＝１０）
膝内翻

（例数＝１７）

对照组

膝外翻

（例数＝２）
正常

（例数＝１３）
膝内翻

（例数＝１５）
Ｐ

股骨角 治疗前 ６０±７２１ ７９±３５４ １０５±５３２ ６１±６３３ ８０±２２１ １０３±６７４ ０６６
治疗后 ６４±５５４ ８０±３６１ １０２±６２４ ６２±６１２ ８０±２６１ １０２±６２４

胫骨角 治疗前 ７５±６１１ ８９±２１０ １０８±６３２ ７４±６５７ ９０±１３１ １０９±５８９ ０７３
治疗后 ８０±３１１ ９０±２４２ １０７±４２６ ７７±５８７ ９０±２１２ １０７±４２１

股胫角 治疗前 １４５±８４２ １６９±４３１ １８９±７３３ １４６±７３３ １６９±５３６ １８７±８５３ ０７９
治疗后 １５０±６８９ １７０±３２９ １８２±５７８ １４８±７１９ １７０±４２２ １８５±７９８

表４　２组治疗前后ＬＴ／ＬＰ和ＬＴ／ＨＩ测量结果比较
针刀组（％）

低位髌骨例数 正常例数 高位髌骨例数

对照组（％）
低位髌骨例数 正常例数 高位髌骨例数

Ｐ（χ２）

ＬＴ／ＬＰ 治疗前 ４（１３３） １９（６３３） ７（２３３） ５（１６７） １８（６００） ７（２３３） χ２＝５６０
治疗后 ２（６７） ２４（８００） ４（１３３） ５（１６７） １８（６００） ７（２３３） Ｐ＝００１

ＬＴ／ＨＩ 治疗前 ３（１００） １９（６３３） ８（２６７） ３（１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９（３００） χ２＝５１３
治疗后 ２（６７） ２５（８３３） ３（１００） ３（１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９（３００） Ｐ＝００２

图２　２组治疗前后ＴＮＦα的表达情况

２４　小针刀综合治疗对膝关节炎患者 ＴＮＦα表达

的影响　有关节腔积液患者针刀组１１例，对照组
１２例。如图２所示，与对照组（５２４２±４３７）ｐｇ／ｍＬ
相比，治疗后针刀组 ＴＮＦα表达（３４２５±３８３）ｐｇ／
ｍＬ较低（ｔ＝－２５４，Ｐ＝００１＜００５）。治疗后针刀
组 ＴＮＦα表达（３４２５±３８３）ｐｇ／ｍＬ较治疗前
（１０１３５±６４４）ｐｇ／ｍＬ低（ｔ＝３１４，Ｐ＝００００＜
００５）。
２５　安全性分析　严格无菌操作、规范的针刀施术
及关节穿刺确保２组患者均未出现不良事件，安全
性良好，因此所有患者均未见穿刺部位及关节腔感

染、过敏等严重不良反应。

３　讨论
小针刀疗法是现代中医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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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结合西医外科手术

原理，其中以传承中医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

阴阳平衡理论和西医外科学的闭合性手术理论为首

要方法学内容指导小针刀疗法。人体在正常情况

下，躯干四肢在其各自运动功能范围内可以自由完

成该躯干四肢该完成的动作，此为动态平衡；而当患

者罹患慢性软组织损伤等病因不能完成该躯干四肢

该完成的动作时，称为动态平衡失调［９］。膝关节炎

由于机械性和生物性因素相互作用，损害关节软骨，

软骨的退行性改变，是对施加于关节的应力变化发

生反应而形成的新骨。他们不仅使关节外形变化，

而且由于骨小梁增生或吸收，骨质内部构造也发生

了改变［１０］。小针刀的治疗点，主要通过触诊，根据

中医治法“病在筋，调之筋”，主要是“以痛为腧”，结

合临床常见治疗点，确定髌上正中点、髌尖下正中

点、髌骨两侧缘点、膝关节内外侧副韧带点、内外侧

膝眼点为治疗点。

膝关节炎患者临床表现为膝关节疼痛、肿胀、关

节僵硬不稳，活动受限，这一慢性关节炎性病容易反

复发作，病程较长，患者由于长年累月的疼痛和活动

受限，可能出现社会活动和心理功能等方面异常，最

终导致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丧失社会能力，无法独立

生活。美国医学结局研究组和波士顿健康研究研制

开发的ＳＦ３６量表，已经证实该量表的信效度和可
行性［１１］。研究表明［１２］膝关节炎患者的生存质量与

关节炎严重程度、关节疼痛程度和关节活动受限程

度呈正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针刀组治疗后 ＶＡＳ
评分低于治疗前（ｔ＝－９０６３，Ｐ＝０００１＜００５）；于
对照组相比，针刀组评分较低（ｔ＝－７８１１，Ｐ＝
０００３＜００５）。治疗后，针刀组 ＳＦ３６量表中８个
维度评分均明显提高，与治疗前和对照组治疗后比

较，差异均有显著性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说明
小针刀综合治疗能够减轻膝关节炎的疼痛程度，提

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生物力学改变时膝关节炎的重要表现，即当膝

关节内／外翻畸形，则负重力线出现内／外移，致使关
节面有效负重面积减少，骨小梁压力增高，引起软骨

营养缺失，发生退行性病变，其病因主要有髌骨周围

软组织劳损后出现粘连、瘢痕、挛缩等［１３］。针刀通

过松解粘连、刮除瘢痕、消除挛缩和高压应力点，再

通过针刀手法逐渐纠正膝内外翻畸形及关节半脱

位，从而恢复生物力学平衡。研究结果说明针刀治

疗膝关节炎的机制可能是通过松解髌骨周围粘连、

瘢痕和挛缩等，使低／高髌骨恢复正常位置，恢复生
物力学平衡。虽然本研究结果膝内／外翻畸形有所
改善，但无统计学意义，可能与疗程较短，病例数较

少有关。膝关节粘连的启动因素主要是膝关节周围

组织由于炎性反应发生渗出导致。本研究结果显

示，与对照组相比，治疗后针刀组 ＴＮＦα表达较低
（Ｐ＜００５）。治疗后针刀组ＴＮＦα表达较治疗前低
（Ｐ＜００５）。说明针刀治疗膝关节炎的机制可能是
通过松解膝关节周围组织，纵向、横向分离粘连等解

除异常应力，降低炎性反应，进而改善膝关节炎疼痛

等相关症状。

由此，小针刀综合治疗膝关节炎，松解粘连和消

除挛缩，通过恢复膝关节生物力学平衡和降低炎性

反应等机制，减轻膝关节炎患者的疼痛程度，提高生

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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