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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分析陆氏针灸治疗缺血性中风运动功能障碍的临床疗效与安全性，探讨该方案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上海
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神经内科（脑病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收治的发病后２周到６个月内的８４例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患
者，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陆氏针灸组、康复对照组，每组４２例，均实施基础康复治疗，陆氏针灸组加用陆氏针灸，疗程持
续４周。评价２组患者治疗后临床疗效，并观察其治疗期间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２组患者治疗后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量表上
下肢运动功能总评分、平衡评分、感觉评分，Ｂａｒｔｈｅｌ量表评分、肌张力均显著升高，中风中医症候积分、ＮＩＨＳＳ量表评分均
显著降低，陆氏针灸组变化更为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２组患者治疗期间未发生各脏器功能不全以及危及
性命的严重不良事件，陆氏针灸组治疗期间亦未发生晕针、断针等与针刺有关的不良事件。结论：在常规综合治疗的基础

上联合陆氏针灸能够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更为有效地促进中风运动功能障碍患者临床症状及生活质量的改善，值得

广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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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风病作为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主要疾病，在
我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致残率均居于首位。肢体运动

功能障碍是中风患者的常见并发症，发病率可达

７６％，如不给予及时治疗，将导致患者自理能力丧
失、生活质量降低，同时给家庭和社会造成沉重负

担［１］，因此，中风后运动功能障碍的防治研究意义重

大。２０１２年上半年，“陆氏针灸”被列入上海市卫生
局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建设项目［２］，中风病

作为陆氏针灸治疗的５个优势病种之一，已被纳入
到临床疗效验证的范围。为了取得客观数据支持，

本课题对陆氏针灸治疗中风运动功能障碍进行临床

疗效观察研究，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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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神经内科（脑病科）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收治的发病后２
周到６个月内的８４例缺血性中风病恢复期患者，按
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陆氏针灸组与康复对照组，每

组４２例。２组患者年龄、性别、发病天数等基线资
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见表１。本临床研究经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
华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批件号：２０１３ＬＣＳＹ０５６），患
者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表１　２组患者基线资料比较（珋ｘ±ｓ）

基线资料 陆氏针灸组（ｎ＝４２） 康复对照组（ｎ＝４２） ｔ Ｐ

年龄（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６０４３±７８８ ６０２９±８７５ ００８ ０９３７５
（Ｍｉｎ，Ｍａｘ） （４２００，７７００） （４５００，８０００）

性别 男（％） １９（４５２４％） ２４（５７１４％） １１９ ０２５７１
女（％） ２３（５４７６％） １８（４２８６％）

发病天数（ｄａｙ）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６０４３±９５９ ６００２±８４２ ０２１ ０８３７７
（Ｍｉｎ，Ｍａｘ） （３８００，８０００） （４５００，７９００）

ＭＭＳＥ基线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２１４３±３２４ ２１２９±３９７ ０１８ ０８５７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１４００，２８００） （１４００，３０００）

ＧＣＳ基线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１１２６±１４７ １１３３±１７９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１１００（１００，１２０） １１００（１００，１３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８００，１４００） （８００，１５００）

　　注：ＭＭＳＥ：简易精神状态评估量表；ＧＣＳ：格拉斯哥昏迷评分。

１２　纳入标准　１）参照１９９６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起草制订的《中风病诊断疗效

评定标准》确诊中风［３］。２）年龄３０～８０岁。３）存
在肢体功能障碍，美国国立卫生院神经功能缺损评

分量表（ＮＩＨＳＳ）评分结果５～２０分（包含５分和２０
分）。４）生命体征平稳，意识清楚：格拉斯哥昏迷评
分量表（ＧＣＳ）评分结果大于８分（不包含８分）。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有意识障碍或严重的认知功能
障碍者：简易精神状态评价量表（ＭＭＳＥ）评分结果
小于１０分（不包含１０分）。２）对电针刺激过度敏
感者及妊娠或哺乳期妇女。３）合并心、肝、肾、造血
和内分泌系统等严重原发性疾病者。４）装有心脏
起搏器者、治疗部位有金属异物及有严重出血倾向

者。

１４　治疗方法　按照卫生部中风康复临床医疗的
常规诊疗规范，按照患者瘫痪情况实施基础康

复［４］，同时参照２０１０年《中国脑血管病防治指南》
方案，实施控制血压、血糖，调节血脂，给予抗血小板

聚集，营养神经，以及对症治疗、防治并发症等基础

治疗［５］。陆氏针灸组在上述基础上加用陆氏针灸：

１）主要穴位：头部：百会、太阳、风池。上肢：肩
!

、

曲池、合谷、八邪。下肢：秩边、环跳、内外膝眼、阳陵

泉、足三里、丘墟。补泻穴位：太冲、丰隆、太溪 ＋。
２）针刺操作：根据上述不同穴位选用长度４０ｍｍ或
７５ｍｍ，直径０３０ｍｍ的不锈钢毫针（华佗牌，苏州
医疗用品厂有限公司），先以７５％乙醇对穴位皮肤
常规消毒后，采用陆氏针灸坚持的双手爪切进针法

捻转破皮，除秩边、环跳直刺２～２５寸，百会向后平
刺０５～０８寸外，余穴均直刺０５～０８寸，进针后
捻转各穴施以平补平泻，以患者局部酸胀，医者手下

沉紧为度。３个补泻穴位的手法操作以捻转补泻为
主，补太溪，泻太冲、丰隆，每穴操作１ｍｉｎ。３）电针
刺激。上肢：肩

!

、合谷；下肢：环跳、足三里。针刺

手法完成后，以上２组患者穴位分别连接上海医疗
器械高技术公司生产的数字显示型低频脉冲治疗仪

（Ｇ９８０５型），留针结合部分穴位电针刺激 ２０ｍｉｎ：
连续波，频率为２Ｈｚ，电流刺激强度以患者有感觉
而不难受为度［６］。２组患者康复治疗、针刺治疗均
实施１次／ｄ，５次／周，持续４周，而后随访观察５个
月。此次研究周期共计６个月。
１５　观察指标　分别于各观察时点，运用简化
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运动功能评分表、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平衡功能量
表、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感觉功能量表、改良 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ＢＩ）评定量表、Ａｓｈｗｏｒｔｈ肌张力量表、中风中医症
征积分表、ＮＩＨＳＳ量表，评价 ２组患者肢体运动功
能、肢体平衡功能、肢体感觉功能、日常生活能力、中

医症候、神经缺损程度变化［７８］，分析临床疗效，观察

时点见表２。此外，于治疗期间观察２组患者不良
事件发生情况，分析安全性。

１６　统计学方法　由独立第三方龙华医院临床疗
效评价中心专门负责临床研究资料的专业人员统计

分析：采用ＳＡＳ９３统计软件，所有计量资料先进行
正态分布检验，满足正态性的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
准差（Ｍｅａｎ±ｓｔｄ）进行统计描述，如不满足则采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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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数（２５％、７５％）进行统计描述；计数资料采用例
数（百分比）进行统计描述；计量资料不同时间点组

内前后变化差异采用配对 ｔ检验，组间差异采用两
独立样本 ｔ检验或非参数 ｗｉｌｃｏｘｏｎ秩和检验；采用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模型进行时间处理效应检验；计

数资料 ２组患者间采用 χ２检验，检验水准 α＝
００５，以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患者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评分变化　２组患者治疗
后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量表上下肢运动功能总评分、平衡评
分、感觉评分均显著升高，陆氏针灸组升高更为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 ３、图 １、

图２。

表２　各项指标观察时点

观察指标

观察时点

基线
治疗后

（１个月）
随访１
（３个月）

随访２
（６个月）

一般资料 √
ＭＭＳＥ量表 √
ＧＣＳ量表 √
ＮＩＨＳＳ量表 √ √

简化ＦｕｇＭｅｙｅｒ量表 √ √ √ √
改良Ｂａｒｔｈｅｌ指数 √ √ √ √
Ａｓｈｗｏｒｔｈ √ √ √ √

中风中医症征积分表 √ √ √ √

表３　２组患者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量表上下肢运动功能评分变化比较（珋ｘ±ｓ）

观察指标 陆氏针灸组（ｎ＝４２） 康复对照组（ｎ＝４２） ｔ Ｐ

ＦＭ上下肢总分基线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５３１４±９１１ ５２２１±８０５ ０５０ ０６２１９
（Ｍｉｎ，Ｍａｘ） （３２００，７２００） （３８００，７１００）

ＦＭ上下肢总分治疗后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６６６９±７２８ ５７７４±８２１ ５２９ ＜００００１
（Ｍｉｎ，Ｍａｘ） （４９００，８２００） （４３００，７６００）

组内前后差异：ｔ（Ｐ） ４５５４（＜００００１） ４５１５０（＜００００１）
治疗后ＦＭ上下肢总分变化差异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１３５５±１９３ ５５２±０５９ ８０１ ＜００００１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１４００（１２０，１５０） ６００（５０，６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１０００，１７００） （４００，７００）

ＦＭ上下肢总分３月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７２７１±１０７６ ６６２４±１０９６ ２７３ ０００７７
（Ｍｉｎ，Ｍａｘ） （４８００，９５００） （４７００，９２００）

组内前后差异：ｔ（Ｐ） ７３４４（＜００００１） ３０７１（＜００００１）
入组３月ＦＭ上下肢总分变化差异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１９５７±１７３ １４０２±２９６ １０４９ ＜００００１

（Ｍｉｎ，Ｍａｘ） （１６００，２３００） （９００，２１００）
ＦＭ上下肢总分６月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７７７６±９９６ ７４３６±９９１ １５７ ０１２０２

（Ｍｉｎ，Ｍａｘ） （５４００，９８００） （５７００，９７００）
组内前后差异：ｔ（Ｐ） ４５１５０（＜００００） ７３３０（＜００００）

入组６月ＦＭ上下肢总分变化差异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２４６２±１０３ ２２１４±１９６ ５５８ ＜００００１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２５００（２４０，２５０） ２２００（２１０，２３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２２００，２６００） （１９００，２６００）

　　注：ＦＭ：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图１　２组患者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量表平衡评分变化比较
图２　２组患者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量表感觉评分变化比较

２２　其他观察指标　２组患者治疗后 Ｂａｒｔｈｅｌ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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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肌张力均显著升高，中风中医症候积分、ＮＩＨ
ＳＳ量表评分均显著降低，陆氏针灸组变化更为明

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图３、图
４、图５。

表４　２组患者ＮＩＨＳＳ量表评分变化比较（珋ｘ±ｓ）

观察指标 陆氏针灸组（ｎ＝４２） 康复对照组（ｎ＝４２） ｔ Ｐ

ＮＩＨＳＳ基线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８７６±１２７ ８４８±１２７ １１０ ０２６９９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９００（８０，１００） ８００（７０，９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６００，１１００） （６００，１１００）

ＮＩＨＳＳ治疗后得分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４７１±１４９ ５４０±１４０ －１９２ ００５４９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５００（４０，６０） ５００（４０，６０）
（Ｍｉｎ，Ｍａｘ） （１００，８００） （３００，９００）

组内前后差异：ｔ（Ｐ） －４５１５０（＜００００１） －４５１５０（＜００００１）
治疗后ＮＩＨＳＳ变化差异 Ｍｅａｎ±Ｓｔｄ －４０５±０３８ －３０７±０３４ －７６９ ＜００００１

Ｍｅｄｉａｎ（Ｑ１，Ｑ３） －４００（－４０，－４０） －３００（－３０，－３０）

　　注：ＦＭ：ＦｕｇｌＭｅｙｅｒ。

图３　２组患者Ｂａｒｔｈｅｌ量表评分变化比较

图４　２组患者肌张力变化比较（Ａｓｈｗｏｒｔｈ量表）

２３　不良事件　２组患者治疗期间未发生各脏器
功能不全以及危及性命的严重不良事件，陆氏针灸

组治疗期间亦未发生晕针、断针等与针刺有关的不

良事件。

３　讨论
缺血性中风病是在气血阴阳亏虚的基础上，风、

火、痰、瘀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于人体，导致脏腑功

能失调，气血逆乱于脑，脑脉痹阻而产生的［９］。近

１０年针灸治疗中风病的相关大样本和随机对照临
床试验逐渐开展，众多的临床研究认为针灸能改善

脑组织损伤，促进运动、认知功能的恢复和获得较好

的临床终点收益［１０］。随着循证医学的兴起，针灸疗

法开始接受循证医学科学方法的严格评价，但系统

评价结论与临床疗效并不一致［１１］。

图５　２组患者中风中医症候积分变化比较

　　目前针刺治疗中风病的临床研究存在以下问
题：治疗方法没有发挥传统针刺手法的优势；选穴及

针刺手法上差异很大，多数研究采用体针，选取四肢

穴位，头皮针应用较少［１２］。“陆氏针灸”流派形成于

清末民初，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我国近现代在海

内外影响最大的针灸流派之一，历史文献及大量专

家均将中风病列为陆氏针灸治疗的优势病种之一。

陆氏认为，中风病是由气血阴阳亏虚，风、火、痰多种

因素相互影响人体，内脏功能失调，气血逆乱于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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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１３］，故注重肾气和胃气对人体的影响，重视全面

切诊，整体治疗，一直是陆氏针灸的主要学术思想及

特色技术。陆氏针灸中风病的优势主要在于：１）陆
氏将中风分为４型：中寒（脑缺血）、中热（脑充血）、
中湿（脑出血）、中燥（脏燥症），中风患者临证时常

权衡缓急，处方配穴有常有变，运用“上实下虚”“引

而下之”之法治疗中风病，辨证论治，疗效显著［１４］。

２）针灸并用、针药并用，综合治疗，同时，陆氏针灸
尤以强调手法见长，包括爪切进针手法、行气手法以

及补泻手法［１５］，对于中风病的治疗有着重要的借鉴

意义。此次研究结果显示，在药物治疗、康复治疗的

基础上加用陆氏针灸综合治疗，对中风运动功能障

碍患者运动、平衡、感觉功能的改善均具有积极意

义，故可有效降低患者中风中医症候积分及神经缺

损程度，提高其肌张力及生活质量，体现出陆氏针灸

的明显优势，本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样本量有限，其统

计学意义有待进一步探讨。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采

取延长随访时间、增加治疗疗程、引入普通针刺对照

组、扩大样本量等方式，深入验证陆氏针灸治疗缺血

性中风病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单纯基础康复与陆氏针灸联合基础

康复方案均可以有效地改善恢复期缺血性中风患者

的肢体运动功能情况，其中陆氏针灸联合基础康复

的方案可以更快、更明显地改善中风患者的肢体运

动功能、平衡能力、四肢感觉功能、日常生活自理能

力，且安全性良好，值得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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