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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针刀和针灸结合电针治疗颈性眩晕的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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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小针刀和针灸结合电针治疗颈性眩晕的近远期疗效及实验室指标。方法：选取９２例颈性眩晕患者，按
随机数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４６例。观察组采取小针刀和针灸结合电针治疗，对照组应用小针刀联合针灸治疗。
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的眩晕评分、血清溶血磷脂酸（ＬＰＡ）、基底动脉和椎动脉的收缩期峰流速（Ｖｓ）、总有效率与随访１年的
复发率。结果：观察组治疗后的眩晕评分与血清ＬＰＡ水平均低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治疗后的２组
椎动脉及基底动脉的收缩期峰流速均高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Ｐ＜００５）。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４８％，高于对照组
７８２６％（Ｐ＜００５）。随访期间观察组复发率４３４％，低于对照组１７３９％（Ｐ＜００５）。结论：小针刀和针灸结合电针治疗
颈性眩晕可有效改善患者眩晕评分、降低血清 ＬＰＡ水平，改善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且可减少复发，近远期疗效均更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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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颈性眩晕指椎动脉血流障碍所引起的眩晕综合
征，常见于中老年人［１］，主要表现为头颈部位置性眩

晕，一般在头颈部转动时发作，持续时间不长，但反

复发作。部分患者还会伴随耳鸣、头痛、视觉异常，

严重者甚至猝倒。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发展及人们生

活方式的改变，颈性眩晕发病率逐年升高，且呈年轻

化趋势［２］。目前临床多采取小针刀、针灸进行治疗，

近年有研究提出［３］，电针治疗对颈性眩晕有积极作

用，可强化疗效。本研究以 ９２例颈性眩晕患者为
例，观察小针刀、针灸结合电针治疗颈性眩晕的近远

期疗效及实验室指标，现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３年３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我院收治的９２例颈性眩晕患者，按随机数表法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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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组与对照组，各４６例。观察组男１７例、女２９
例；年龄２９～６４岁，平均年龄（５３４１±６５５）岁；病
程３个月至５年，平均病程（１４２±０６０）年。对照
组男１３例、女 ３３例；年龄 ３１～６２岁，平均年龄
（５３１９±７８０）岁；病程 ２个月至 ６年，平均病程
（１５０±０７５）年。２组的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诊断标准　参考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
要相关内容确诊颈性眩晕［４］。眩晕呈发作性，旋颈

试验阳性，Ｘ线片示椎间关节失稳或钩椎关节骨质
增生等，颅多普勒（ＰＴＤ）示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
异常。

１３　纳入标准　１）符合颈性眩晕诊断标准；２）年龄
１８～６５岁；３）眩晕发作持续时间不少于７ｄ，无法自
行缓解；４）研究已通过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患者自
愿加入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４　排除标准　１）因外伤、感染性疾病等所致眩晕
及眼源性与耳源性眩晕者；２）合并心、肝、肾、肺功能
障碍及脑血管、凝血系统疾病者；３）有脊柱肿瘤病
史、颈部手术史者；４）妊娠与哺乳期妇女；５）过敏体
质者与合并恶性肿瘤、精神障碍者；６）有针灸禁忌
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严重的并发症及不良反
应导致无法继续治疗者；２）自主要求退出研究者。
１６　治疗方法　观察组采取小针刀、针灸结合电针
治疗，对照组小针刀联合针灸治疗。小针刀治疗：患

者倒坐，双手扶住椅背使身体保持稳定。结合患者

疼痛部位及触诊压痛点确定进针点。每次选择约３
个进针点并做好标记。常规消毒、铺巾，无菌操作。

术者一手按压进针点周围皮肤，一手持针刀垂直刺

入皮下达骨面，切割过程中尽量横向摆动以摆脱黏

滞感，出针后迅速对进针点进行止血并覆盖无菌敷

料。左右交替，１周后换另一侧。针灸治疗：取俯卧
位，常规消毒风府穴、悬钟穴、百会穴（双侧），采用

平补平泻法，使用１寸不锈钢毫针针刺２０ｍｉｎ左右，
留针３０ｍｉｎ。１次／ｄ，治疗２周。电针治疗：取太阳、
新设、百劳、风池、丰隆、颈部夹脊穴，消毒穴位皮肤，

用０２５ｍｍ×２５ｍｍ不锈钢毫针，进针后与 Ｇ６８０５
型电针治疗仪连接，设置为连续波，留针时间 ３０
ｍｉｎ。１次／ｄ，连续２周。
１７　观察指标　眩晕评分：参照《颈性眩晕症状与
功能评估量表》［５］：眩晕（１６分）、头痛（２分）、颈肩
痛（４分）、心理及社会适应（４分）、日常生活及工作
（４分），０～３０分，评分越低患者眩晕症状越严重。

实验室指标：采集空腹肘静脉血５ｍＬ，离心、抽提磷
脂成分、过滤、浓缩、分离、加显色剂，水浴５ｍｉｎ（９０
℃），之后常温放置半小时后比色测定血浆溶血磷脂
酸（ＬＰＡ）。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指标：俯伏坐位
行ＰＴＤ检查，以枕骨大孔为探查窗检查基底动脉和
椎动脉，记录２组患者基底动脉和椎动脉的收缩期
峰流速（Ｖｓ），并取平均值。眩晕评分、实验室指标、
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的评估或检测时间均为治
疗前１ｄ和治疗结束后第１天。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根据前述眩晕评分测评疗效：
治疗后总评分≥２５分为治愈；治疗后总评分提高５
～１０分为显效；治疗后总评分提高１～５分为有效；
治疗后总评分不变或降低为无效。总有效率 ＝（治
愈例数＋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总例数 ×１００％。
随访结果：于２组治疗结束后进行１年时间随访，比
较２组复发率。复发标准：眩晕症状出现加重情况，
颅多普勒示椎基底动脉再次出现供血不足。

１９　统计学方法　应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软件处理
数据，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表示，组间比
较采取独立样本ｔ检验，组内比较采取配对样本ｔ检
验；计数资料用率表示，比较采用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眩晕评分与实验室指标评价　观察组治
疗后的眩晕评分与血清 ＬＰＡ水平均低于本组治疗
前及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１。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眩晕评分与ＬＰＡ水平的比较（珋ｘ±ｓ）

组别 眩晕评分（分） 血清ＬＰＡ（μｍｏｌ／Ｌ）

观察组（ｎ＝４６）
　治疗前 ２４１±０６５ ２５０±０７１
　治疗后 １０５±０４０△ １６７±０５２△

对照组（ｎ＝４６）
　治疗前 １５２９±４２０ １５７０±５４１
　治疗后 ５７２±２３１ １０３５±３６０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评价　观察组治
疗后的两侧椎动脉及基底动脉的收缩期峰流速均高

于本组治疗前及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临床疗效　观察组总有效率为９３４８％（４３／
４６），高于对照组的７８２６％（３６／４６），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
２４　随访结果　随访期间观察组复发率为４３４％
（２／４６），对照组为１７３９％（８／４６），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χ２＝４０３９，Ｐ＝０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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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组治疗前后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
　　的比较（珋ｘ±ｓ，ｃｍ／ｓ）

组别 左侧椎动脉 右侧椎动脉 基底动脉

观察组（ｎ＝４６）
　治疗前 ３７４２±３８０ ３９２６±３７７ ３６７５±５０２
　治疗后 ４４５９±４０１ ４９９４±４１１ ４７３１±３７２

对照组（ｎ＝４６）
　治疗前 ３７８１±３９３ ３９０８±３５６ ３６５１±４８９
　治疗后 ４１５４±３５９ ４３６５±３５５ ４２３５±４１３

　　注：与同组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颈性眩晕发病机制并不清楚，国内研究［６］则致

力于对血流动力学及交感兴奋性的研究上。目前临

床普遍认为［７９］，减轻椎动脉受压、改善血流动力学

可减轻眩晕症状，缓解病情。

小针刀治疗可松解颈椎黏连、挛缩的软组织，实

现对椎小关节的纠正，从而恢复颈椎组织的力学平

衡，解除椎基底动脉所受到的压迫。小针刀还可形
成有利机械刺激，改善淋巴循环，加速机体炎性物质

的吸收，改善脑部血供，缓解患者眩晕症状。针灸为

中医特殊治疗方法，操作简便，具有疏通经络、扶正

祛邪的作用［１０１２］。针灸可作用于脑血流量的恒定控

制系统，促进脑血流量恢复正常，改善脑循环。有研

究指出［１３］，针刺可对交感神经造成刺激，促进血管

舒张，改善局部微循环，减小脑血管阻力，增加椎基
底动脉供血。风府穴具有散热吸湿作用，主治头痛、

眩晕、中风；百会穴具有开窍醒脑之功，主治头痛、目

眩、耳鸣；悬钟穴主治颈项强痛、胸胁胀痛。针灸风

府穴、百会穴及悬钟穴可对相关神经有良性调节作

用，纠正颈椎解剖位置，同时开窍醒脑，缓解眩晕症

状。

本研究对照组采用小针刀联合针灸治疗，观察

组在此基础上结合电针治疗，结果显示观察组眩晕

评分、血清ＬＰＡ水平及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均改
善更佳，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提示在小针刀、针灸

治疗基础上结合电针可进一步强化疗效。现代医学

认为［１４１５］，电针可对颈部肌肉形成刺激而松解黏连

瘢痕，缓解肌肉紧绷状态，使周围血管神经的压迫得

以减轻，改善血流循环。颈性眩晕属中医“眩晕”范

畴［１６］，多为虚实夹杂之证，气虚为本，瘀阻为标。针

刺太阳、新设、风池可活血开窍止眩，丰隆穴化痰浊，

风池平肝熄风定眩；颈椎夹脊穴行气血、营阴阳、濡

筋骨。也有研究证实［１７１９］，针刺颈夹脊穴可促进动

静脉微循环的改善，提高毛细血管通透性，促进椎
基底动脉血液循环，患者基底动脉及椎动脉的收缩

期峰流速大幅提高，从而进一步缓解患者眩晕症状。

ＬＰＡ主要来自血小板，正常状态下浓度极低。血流
速度减慢时凝血酶活化血小板产生 ＬＰＡ并释放，血
清ＬＰＡ水平因此大幅升高［２０］。观察组患者经治疗

后血流动力学得到明显改善，血清 ＬＰＡ水平大幅降
低。随访结果显示，观察组复发率低于对照组，提示

小针刀、针灸结合电针的远期疗效也更佳。

综上所述，小针刀、针灸结合电针治疗颈性眩晕

可有效改善患者眩晕评分、降低血清 ＬＰＡ水平，改
善椎基底动脉血流动力学，且可减少复发，近远期
疗效均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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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反应吸收，阻碍炎性反应因子渗出。针刺上述

穴位具有醒脾和胃、活血通络的功效。

综上所述，针刺结合资生汤加减具有健脾和胃、

温阳通络、活血理气的作用，为治疗脾胃虚弱型

ＣＡＧ的有效方法，且未见明显不良反应。中医药治
疗ＣＡＧ疗效显著，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将深入探
讨其作用机制。本研究虽然疗效确切，但仍存在样

本数量的不足，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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