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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刺运动疗法对膝骨关节炎患者疗效

及关节功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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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针刺运动疗法治疗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疗效及对患侧关节功能的影响。方法：在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５
年７月１日期间，本院收治的的膝骨关节炎患者９５例，随机分成针运组（针刺运动疗法组）３５例、对照１组（微波配合动态
干扰电治疗组）３０例，对照２组（普通针刺治疗组）３０例，观察症状改善情况。结果：针运组３５例患者中，临床痊愈占
５１４３％，有效８５７％，显效３４２９％，无效仅２例，占５７１％，有效率高达９４２９％，对照１组中３０例患者，达临床痊愈标准
的仅５例，占 １６６７％，有效 ２３３３％，显效 ２６６７％，无效却有 １０例，总有效率仅仅为 ６６６７％，对照 ２组中有痊愈
３３３３％，有效２３３３％，显效２６６７％，无效１６６７％，总有效率也达８３３３％。发现针运组与对照１组间，具有明显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而针运组与对照２组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在愈显率方面上，差异却具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的临床效果更令患者满意。比较各组ＭＯＷＡＣ量表得分，发现治疗前疼痛、僵硬、功能得分经ｔ检验Ｐ＞００５。
治疗后疼痛、僵硬、功能得分前后比较都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组间比较，针运组优于其他２组。结论：针刺运动疗法可
以明显快速缓解膝骨关节炎患者的症状，改善患侧膝关节运动功能，提高该类患者的生命质量及自理能力，具有较好的使

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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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电子机械时代快速来临，现代人群慢慢的
被动减少户外活动，体重越来越大，关节受力也较

大，关节疼痛导致健侧关节受累，上下楼梯、下蹲起

立活动困难，关节肿胀压痛明显，活动度减低，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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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关节有摩擦音、Ｘ线下关节间隙变窄，骨赘形
成，甚至骨破坏。这便是骨关节炎，常常中老年群

体，由于疾病进展慢、病程长、治疗效果不佳，往往使

患者生命质量明显下降。今为探索骨关节炎患者的

新型疗法，查阅大量参考文献结合多年丰富临床经

验，我院采用针刺运动疗法治疗该类患者，观察其症

状改善效果。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将我院于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５年７
月间收治的９５例膝骨关节炎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针刺运动疗法组）３５例、对照１组（微波配合动态
干扰电治疗组）３０例，对照２组（普通针刺治疗组）
３０例。３组患者年龄组成、男女比例、患病病程、其
他基础疾病上并无统计学意义，具有良好的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所有患者均符合中华医学会风湿
病学分会２０１０骨关节炎诊断及治疗指南中关于膝
骨关节炎的诊断标准。

１３　纳入标准　１）临床上有关节疼痛、肿胀、活动
不利等主要表现；２）有骨摩擦音；３）晨僵时间 ＜３０
ｍｉｎ，有骨性膨大；４）关节液检查符合骨关节炎；５）Ｘ
片检查示骨质疏松，关节面不规则，关节间隙狭窄，

软骨下骨质硬化，以及边缘唇样改变，有骨赘形成。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合并有重大感染性疾病；２）严重
的肝、肾、心功能异常；３）过敏等原因无法完成本次
研究的相关治疗患者；４）精神疾病患者。
１５　治疗方法　针刺运动疗法组：患者取坐位或仰
卧位，医者对患侧膝滑囊、肌腱周围进行点按揉操作

３～５ｍｉｎ，然后选取合谷透后溪、膝关节周围鹤顶、
膝阳关、内外膝眼、阳陵泉、悬钟、三阴交、太溪、太冲

等穴针灸治疗，起针后给予点按弹拨绳肌、股二头

肌腱、重点松动髌骨，夹揉膝关节和拔伸
!

膝法操

作，可在留针期间自行轻摆膝关节，但要防止弯针或

折针，必要时可行恢复关节活动度的手法牵引。１
次／ｄ，１０ｄ１个疗程，休息５ｄ，治疗２个疗程。对照
组１：微波照射配合干扰电疼痛治疗：１微波治疗：采
用ＬＹ３型脉冲微波治疗仪，照射患膝，间距 １～３
ｃｍ，强度３０Ｗ，时间为２５ｍｉｎ，仅１次／ｄ。２动态干
扰电治疗：采用日本产ＶＥＣＴＲＯＮＶＴ７１型干扰电疼
痛治疗仪（生产厂家日本 Ｖ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将两电路中四个衬垫与电极交叉对应的放
置在治疗部区域，使２组电流交叉通过患膝，患膝处
于２组电极交叉电流的中心，电流开启后患者治疗
电极下出现麻颤感或肌肉收缩反应，强度以患者能

耐受为度，治疗中患者耐受电极强度后可适当加大

电流强度。每次治疗２５ｍｉｎ，１疗程为１０ｄ，１次／ｄ。
间隔１周，治疗共达２个疗程。对照２组采用普通
针刺治疗：骨关节炎患者取仰卧位，选定针刺穴位：

血海，犊鼻，梁丘，阳陵泉，阴陵泉，足三里，太冲，三

阴交，悬钟等穴，用１５寸毫针，按针灸治疗常规消
毒后，进针，得气后留针２０～３０ｍｉｎ，留针中行针１～
２次，手法按“虚补实泄”原则，１次／ｄ，１０ｄ１个疗
程，休息５ｄ，治疗２个疗程。所有患者嘱同时配合
功能锻炼，主要训练股四头肌及大腿后群肌肉。功

能锻炼方法：患者采用 ＥＧＳＴ型股四头肌训练椅进
行等长及等张练习，取坐位进行锻炼练习，将患侧脚

尖朝上、向后，膝关节绷紧伸直，持续６秒为１次，１
组共２０次，根据患者体能每次练习５～１０组。
１６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按实际情况填写 ＷＯＭ
ＡＣ指数量表，该表包括了所有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症
状及体征。共有２４个项目，其中关节功能指数有１７
个项目、疼痛指数有５个项目、僵硬指数有 ２个项
目。评分标准具体如下：几无困难算作０分；轻微困
难１分；中等２分；非常困难３分；和治疗前一样计４
分。疼痛积分０～２０分，僵硬积分０～８分，功能得
分０～６８分；同时测量主被动关节活动度（ＲＯＭ），
对关节压痛点进行ＶＡＳ评分，手法测量股四头肌肌
力及关节肿胀缓解情况。

１７　疗效判定标准　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
原则》制定临床治疗效果标准：１）痊愈：症状几乎完
全消除，关节活动完全正常，积分减少≥９０％；２）显
效：主要临床症状消失，患侧关节活动不受限，积分

下降程度≥７０％，＜９０％；３）有效：疼痛等主要症状
基本消失，关节活动轻度受限，积分减少≥３０％，＜
７０％；４）无效：症状、关节活动与治疗前比较，几乎无
改善，积分下降程度＜３０％。临床治疗有效为痊愈、
显效、有效人群之和，临床愈显仅为痊愈和显效人群

之和。

１８　统计学方法　选择Ｓｐｓｓ１７０进行数据统计，等
级资料的比较采用秩和检验，采用 ｔ检验比较所有
计量资料，采用 χ２检验比较所有计数资料，当 Ｐ＜
００５时，差异才具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各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针运组 ３５例患者
中，临床痊愈占 ５１４３％，显效 ３４２９％，有效
８５７％，无效仅占 ５７１％，总有效率为 ９４２９％，与
对照１组比较，具有明显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
运组与对照组２比较，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
治疗组与对照组２愈显率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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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Ｐ＜００５），获得临床效果使患者更加满意。见
表１，表２。

表１　各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针运组 １８（５１４３）１２（３４２９） ３（８５７） ２（５７１） ３３（９４２９）
对照组１５（１６６７） ８（２６６７） ７（２３３３）１０（３３３３）２０（６６６７）
ｕ／χ２值 １４７８４０ ８１８５８
Ｐ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２

表２　各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例（％）］

组别 痊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有效率 愈显率

针运组 １８（５１４３）１２（３４２９）３（８５７） ２（５７１）３３（９４２９）３０（８５７１）
对照组２１０（３３３３）８（２６６７）７（２３３３）５（１６６７）２５（８３３３）１８（６０００）
ｕ／χ２值 ５６２０１ ２０１６５ ５５３０５
Ｐ ０１３１６ ０１５５６ ００１８７

２２　治疗前后各组 ＭＯＷＡＣ量表得分比较　治疗
前疼痛、僵硬、功能得分经 ｔ检验 Ｐ＞００５。治疗后
疼痛、僵硬、功能得分前后比较都有统计学意义 Ｐ＜
００５，组间比较时，针运组优于其他２组。具体治疗
前后得分见下表３。
３　讨论

骨关节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ＯＡ）是中老年人的常
见病，女性多于男性患者，又称增生性关节病，退行

性关节病，是一种以进行性关节软骨消失、骨质增生

和出现不同程度的关节僵硬及不稳定的慢性病变，

导致关节剧烈疼痛和功能严重减退。临床上以疼痛

为病患存在功能障碍的最主要症状，进而变生肿胀、

肿胀日久软组织改变出现畸形等症，同时因疼痛致

使活动减少进而出现患肢局部肌力减低、健侧膝关

节负重加大易导致劳损和身体功能的减低，而并发

其他疾病，临床上以膝关节发病最为多见。

中医认为本病属“痹症”范畴，“肾精不足”与

“瘀阻脉络”，为其基本病机，久病体虚，因虚致瘀，

经筋失养，本虚标实，而发痹痛。风寒湿热之邪趁虚

侵入机体，痹阻滞关节及肌肉的筋络，引发气血闭

阻、难以畅通，筋脉关节难以接受濡养，故产生本病。

目前治疗上多以物理治疗配合对症止痛治疗，必要

时手术治疗。按照循证医学研究要求采取前瞻、随

机、对照及临床观察表的形式进行研究。针灸运动

疗法，在传统的针刺治疗基础上配以主被动运动疗

法，关节松动，是中医实用技术的延伸。该疗法可益

肾填精，活血止痛，疏通经络，促进气血运行流注，具

体是在针刺前按摩患侧膝滑囊、肌腱周围，然后选取

合谷透后溪、膝关节周围鹤顶、膝阳关、内外膝眼、阳

陵泉、悬钟、三阴交、太溪、太冲等穴针灸治疗，在针

刺的同时适当运动患部或在起针后运动患部，依据

中医阴阳、整体平衡原理为理论基础，根据经络辨证

法取准穴位，运用针刺治疗，务使关节处“得气”，同

时令患者被动或主动地运动患肢，产生运动针感、疼

痛逃移及针运热感，既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又能恢

复运动功能。

本院研究结果显示，运用针刺运动疗法患者，临

床痊愈占５１４３％，显效３４２９％，有效８５７％，无效
仅占５７１％，总有效率高达９４２９％，采用微波照射
配合干扰电疼痛治疗的患者总有效率仅为

６６６７％，而普通针刺治疗患者总有效率可达
８３３３％。针刺运动疗法与微波照射配合干扰电疼
痛治疗法比较，差异十分明显，有效率大大提升；

针刺运动疗法与普通针刺法比较，无统计学意义，

但愈显率却有很显著的变化，取得临床效果更为满

意。比较各中治疗方法的ＭＯＷＡＣ量表得分，发现
所有患者治疗前疼痛、僵硬、功能得分大致相同，

而治疗后疼痛、僵硬、功能得分前后比较都明显好

转，且针刺运动疗法改善效果显著好于其他２种方
法。

针刺运动疗法可以明显快速缓解膝骨关节炎患

者症状，改善患膝功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及生命质

量，减缓或减少复发及并发症的发生；综合康复治疗

及患者自疗康复相结合，医者客观评价与患者主动

参与的主观评价相结合、身心同治与防治结合的医

患互动治疗，增强了患者治病及防止复发的信心，从

而取得满意疗效，中医传统康复技术与现代康复治

疗技术辨证有机结合，摸索出临床实用的综合治疗

手段减少病痛及复发；多种评定方法选用为临床医

师准确判断患者预后及及时给予患者干预治疗提供

了科学依据，具有较大医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有良好

的应用前景。

表３　治疗前后各组ＭＯＷＡＣ量表得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疼痛 僵硬 功能

治疗后

疼痛 僵硬 功能

针运组 ３５ １２６±３３ ３２±１５ ３１３±１２９ ２１±１１△▲ ０５±０３△▲ ８５±３１△▲

对照组１ ３０ １１８±３１ ３４±１４ ３０６±１２２ ７５±２９ １９±０９ ２１３±６５

对照组２ ３０ １２９±３５ ３１±１６ ３０９±１２６ ４２±１８ ０８±０６ １６±４９

　　注：治疗后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针运组与对照组１比较△Ｐ＜００５；针运组与对照组２比较▲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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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张少芸，王玲，杨卓欣，等．调任通督针刺法治疗单纯性肥胖８０

例临床观察［Ｊ］．新中医，２０１５，４７（２），１９１１９２．

［７］肖再军．针刺治疗１３２例单纯性肥胖疗效评价［Ｊ］．中医临床研

究，２０１４，６（１３）：３９４０．

［８］梁翠梅，胡慧，王朝歆，等．针刺治疗腹型肥胖随机对照临床试验

［Ｊ］．针刺研究，２０１６，４１（２）：１５９１６２，１７４．

［９］李婧．针刺肝脾经治疗气滞血瘀型单纯性肥胖的临床疗效观察

［Ｄ］．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

［１０］潘焕焕，赵绛波．穴位埋线对单纯性肥胖大鼠血清瘦素和脂肪

蓄积的影响［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５，７（１４）：１３．

［１１］肖婷婷，付寒蕾，赵丽娜．穴位埋线治疗慢性盆腔积液 １３例

［Ｊ］．上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５，３４（２）：１６６１６６．

［１２］王余民，马伊磊，孙文善，等．穴位埋线治疗稳定期慢性阻塞性

肺病疗效的临床多中心研究［Ｊ］．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１６，３２（３）：５

９．

［１３］李媛媛，胡慧，梁翠梅．穴位埋线治疗腹型肥胖疗效观察［Ｊ］．上

海针灸杂志，２０１４，３３（１）：４４４６．

［１４］覃蔚岚，王朝歆，杨文津，等．穴位埋线法治疗腹型单纯性肥胖

的临床研究［Ｊ］．北京中医药杂志，２０１６，３５（３）：２０７２０９．

［１５］王甜，杨孝芳，杨硕．针刀配合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病临床

疗效观察［Ｊ］．中医临床研究，２０１３，５（２）：５７５８．

［１６］廖建琼．“减肥八穴”穴位埋线治疗单纯性肥胖症的疗效规律观

察［Ｄ］．广州：南方医科大学，２０１４．

［１７］李振花．穴位埋线对不同程度单纯性肥胖症（脾虚湿阻型）的临

床疗效观察［Ｄ］．济南：山东中医药大学，２０１５．

［１８］侯慧先，孙婷，胡艳双，等．穴位埋线法治疗单纯性肥胖的疗效

观察［Ｊ］．针灸临床杂志，２０１４，３０（７）：５０５２．

［１９］蔡伟，李媛．穴位埋线联合健康教育对单纯性肥胖症患者肥胖

指标及生命质量的影响［Ｊ］．河北中医，２０１６，３８（５）：７４１７４５．

［２０］王一茗，张新昕，刘炼，等．穴位埋线针对不同性别单纯性肥胖

疗效差异的临床研究［Ｊ］．内蒙古中医药，２０１４，３３（３４）：７５７６．

［２１］王琴，李菲，曲彦洁，等．穴位埋线治疗脾虚痰湿型腿部肥胖３０

例［Ｊ］．中医外治杂志，２０１５，２４（１）：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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