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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疼痛是临床最常见的体征和症状，腕踝针对痛症具有独特的治疗优势。本文就近年来文献中有关腕踝针治疗疼痛
类疾病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与总结。重点对临床研究的治疗结果、实验研究的思路与机理、以及研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总结与梳理，以期为今后腕踝针的临床推广及研究提供相关参考。

关键词　腕踝针；疼痛；镇痛；综述
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Ｗｒｉｓｔａｎｋｌ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ｇａｉｎｓｔＰａｉｎ

ＭａＬｉｓｈａ１，ＺｈｏｕＱｉｎｇｈｕｉ２

（１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１２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ａｉｎｉｓｏｎｅｏｆｔｈｅｍｏｓｔｃｏｍｍｏｎｓｉｇｎｓｉｎ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ｗｒｉｓｔａｎｋｌ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ｓｈｏｗｅｄａｕｎｉｑｕｅ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ｉｔｙｉｎｐａｉ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ｍｅｄｉｃａｌ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ｂｏｕｔｗｒｉｓｔａｎｋｌ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ｐａｉｎ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ｆｏ
ｃｕｓ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ａｉｍｓｔｏｐｒｏｖｉｄｅ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
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ｗｒｉｓｔａｎｋｌ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Ｗｒｉｓｔａｎｋｌｅ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Ｐａｉｎ；Ａｎａｌｇｅｓｉａ；Ｒｅｖｉｅｗ
中图分类号：Ｒ２４５ 文献标识码：Ａ 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６７３－７２０２．２０１７．１１．０７０

　　疼痛常是患者就医的最主要原因，世界疼痛大
会将其确认为“人类第五大生命特征”，是伴有实质

性或潜在性组织损伤而引起的一种不愉快感觉和精

神体验［１２］。疼痛作为针灸治疗最广泛的适应证，早

在《黄帝内经》时期就有详细记载，现代针刺镇痛疗

效也在国内外获得广泛认可，现今针刺已成为疼痛

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治疗手段。以电刺激疗法为基

础，结合现代神经学理论与传统针灸理论发展起来

的腕踝针，在临床实践中有显著的止痛疗效。本文

就通过收集整理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重庆维普、Ｓｉ
ｎｏＭｅｄ等中文数据库以及 Ｐｕｂｍｅｄ英文数据库中应
用腕踝针治疗疼痛类疾病的医学文献，对腕踝针治

疗疼痛类疾病的临床应用及机理研究进展进行综

述，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腕踝针治疗疼痛类疾病的临床应用研究
腕踝针针刺部位仅限于腕部和踝部，治疗范围

却遍及全身病症。潘癑等［３］归纳腕踝针的优势病种

后发现它对疼痛类疾病具有绝对优势。本文将疼痛

病种分为骨伤科病证、内科病证、妇儿科病证、五官

科病证等，对近年来文献报道的腕踝针治痛的临床

疗效综述如下。

１１　骨伤科疼痛　腕踝针的临床应用以骨伤科病
种最广泛，对腰痛、颈椎病、肩周炎、软组织损伤等引

起的疼痛都具有治疗优势。

１１１　腰痛　腰痛是腕踝针最主要的适应证之一，
不同病因引起的急慢性腰痛用其治疗俱可获得满意

疗效。其中急性腰扭伤是腕踝针治疗腰痛的首位优

势病种，苏江涛等［４］用随机对照试验证实其对急性

腰痛具有即时镇痛作用，沈乐等［５］用腕踝针结合体

针治疗１８０例急性腰扭伤，治愈率达９８３％，治疗后
患者腰痛 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腕踝针治疗腰椎间
盘突出症也有广泛应用，徐贤等［６］的临床观察发现

腕踝针能缓解腰突症的疼痛症状，贾俊兵［７］、程勋昌

等［８］用以腕踝针为主的综合疗法治疗腰突症有效率

均在９０％以上。
１１２　肩周炎　腕踝针治疗肩周炎不仅能减轻患
者疼痛，还能增加肩关节活动范围，可以有效提高肩

周炎的治愈率。临床多采用腕踝针配合温针灸［９］、

·７４８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１２卷第１１期



中药离子导入法［１０］等其他疗法治疗肩周炎，治愈率

均可达９０％以上。
１１３　颈椎病　临床应用腕踝针治疗颈椎病的报
道多集中在以疼痛为主的神经根型颈椎病，研究表

明单独使用腕踝针或结合其他治疗均可显著提高颈

椎病的显效率，并在减轻患者的自觉疼痛、改善患者

的主观症状方面优于常规针刺治疗［１１］。封蕾［１２］用

腕踝针控制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上肢疼痛症状，

大部分患者在埋针３０ｍｉｎ内见效，且镇痛持续时间
长达１２ｈ之久。
１１４　其他　临床也有报道显示腕踝针对膝骨关
节炎［１３］、落枕［１４］、网球肘［１５］等引起的疼痛有效，蔡

氏等［１６］发现腕踝针对关节扭伤、骨折、肌肉撕裂等３
种运动损伤均有较好的镇痛效果，尤其对关节扭伤

的镇痛效果最为显著。

１２　内科病症
１２１　头痛　临床上腕踝针治疗头痛的研究多集
中在偏头痛治疗。腕踝针治疗偏头痛后头痛发作频

度、持续时间以及疼痛程度均低于治疗前［１７］。此

外，它对急性高原病性头痛、颈性头痛也有满意疗

效，张振亚等［１８］通过经颅多普勒图谱（ＴＣＤ）观察腕
踝针治疗血管痉挛性头痛，患者头痛症状明显改善，

止痛疗效也优于单纯药物观察组，ＴＣＤ还显示该治
疗可缓解脑血管痉挛，有效改善脑血管血流状况。

１２２　带状疱症后神经痛　带状疱症后神经痛是
带状疱症最常见的并发症，也是最常见的神经病理

性疼痛，临床观察腕踝针治疗带状疱疹后神经痛有

独特疗效，配合体针、皮内针、刺络放血疗法均可提

高治愈率［１９２１］，对感染疱疹病毒的孕妇和肿瘤患者

等特殊人群［２２］，腕踝针也不失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

疗，可明显缩短疼痛时间，避免不良反应。

１２３　癌痛　针灸治疗癌痛具有确切疗效，是癌痛
管理中不可或缺的手段。腕踝针缓解癌痛也有确切

疗效，且能充分发挥解毒增效的镇痛优势，改善患者

生命质量。用腕踝针治疗存在癌症疼痛的恶性肿瘤

６０例患者后发现腕踝针治疗可提高３阶梯镇痛给
药的镇痛效果，单独腕踝针或联合镇痛药治疗可提

高癌症疼痛患者的生命质量［２３］。叶富英［２４］还发现

腕踝针可用于癌痛中爆发痛管理，可减少阿片类药

物剂量，延长疼痛持续缓解时间以及再次出现爆发

痛的时间。

１２４　卒中后肩痛　脑卒中后患者多出现肩痛症
状，常影响患者康复，腕踝针配合康复训练治疗卒中

后肩痛也多见临床报道。研究者用腕踝针配合运动

疗法、康复训练等治疗该疼痛有效率可达 ９０％以
上［２５２６］

１３　妇产科疼痛　腕踝针治疗妇科疼痛多见痛经
与急性乳腺炎的临床报道。单独应用腕踝针［２７］或

配合其他疗法［２８］治疗原发性痛经可达到治愈或减

轻症状的效果。用随机对照研究［２９］比较腕踝针、体

针和止痛药对原发性痛经的治疗发现其疗效显著，

不仅即刻止痛效果明显，而且在改善患者痛经症状

的客观积分和主观评分方面均具有较大优势，患者

易于接受和坚持治疗。李兰荣等发现腕踝针对急性

乳腺炎疼痛有缓解疼痛的作用，进而用腕踝针配合

悬灸治疗急性乳腺炎，结果提示患者疼痛评分明显

下降［３０］。在产科，缪缙［３１］等用腕踝针干预分娩镇

痛，３０ｍｉｎ内获效，６０ｍｉｎ效果显著，镇痛效果可维
持整个产程，推测腕踝针通过促进子宫镇痛活性物

质（β内啡肽、５羟色胺）的产生而发挥镇痛效应，可
帮助分娩。此外，临床也有报道称腕踝针可治疗无

痛人流术后宫缩痛，且疗效显著［３２］。

１４　五官科病证　吴蔚等［３３］比较腕踝针联合西药

与单纯用药组治疗 Ｈｕｎｔ综合征耳道疼痛的疗效后
发现其止痛效果更快更持久，优良率也明显高于对

照组。朱志敏［３４］用腕踝针埋针法治疗牙痛有效率

可达１００％，痊愈率达７９６％，与对照组比较治愈时
间明显缩短。

１５　外科痛证　针刺用于围手术期镇痛在国际上
已有广泛认可，不仅能发挥镇痛效应，而且具有降低

应激反应、保护胃肠功能并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作

用［３５］。腕踝针用于术后镇痛，范围可涉及骨科手

术，肝癌介入术后、腹腔镜治疗、肛肠疾病术后、烧伤

换药等多个方面［３６］。李文龙等［３７］发现在全髋关节

置换术围手术期应用腕踝针针刺联合塞来昔布可减

轻术后疼痛、减少术后镇痛药物及围手术期塞来昔

布用量；曾科等［３８］将腕踝针用于肝癌介入术后镇

痛，结果显示其镇痛效果优于吗啡组；刘春亮等［３９］

在麻醉前用腕踝针治疗腹腔镜胆囊术后疼痛，镇痛

有效率可达９６％，对术后切口疼痛和内脏疼痛的缓
解均有效，并能降低术后不良反应，术前用腕踝针干

预也证明其具超前镇痛作用。

２　腕踝针镇痛机制研究
腕踝针是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张心曙教

授于１９６６—１９７５年间在用电刺激疗法以神经症为
主的疾病的经验基础上，受传统经络学说、耳针、穴

位和针刺法的启发，从实践中逐步探索出来的一种

独具特色的针刺疗法［４０］。临床实践过程中我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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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腕踝针对各系统痛证效果显著，上述临床文献均

证实腕踝针在各类疼痛性疾病中具有较好的止痛作

用，但是对腕踝针的镇痛机制研究却颇有争议，通过

对腕踝针相关的基础理论和实验研究的文献进行归

纳分析，将分别从中医理论与现代医学方面探讨腕

踝针镇痛机制。

２１　现代医学理论　腕踝针创始人张心曙教授［４０］

认为该作用机制是神经反射的复杂调整作用，针刺

通过刺激传递过程中各级神经中枢的调整作用而发

挥效应；实验研究也多从腕踝针引起镇痛物质的释

放方面验证该镇痛效应是神经体液等多种因素参与

下共同完成的复杂反应过程。根据现有实验研究可

从以下几个方面回顾腕踝针镇痛机制的研究进展

２１１　神经化学机制　腕踝针镇痛研究多从痛阈
及其相关镇痛递质方面入手。符仲华［４１］，李芳琴

等［４２］通过动物实验发现腕踝针止痛机理与其提高

受损局部痛阈，减低血清五羟色胺（５ＨＴ）含量有
关，表明腕踝针的镇痛机理与神经调节有关，但不排

除神经递质的参与；腕踝针治疗原发性痛经的动物

实验结果［４３］也推测腕踝针可能是通过抑制 ＰＧＦ２α
（前列腺素Ｆ２α）释放，促进βＥＰ（β内啡肽）、ＮＯ及
ＳＰ（Ｐ物质）等物质缓解子宫痉挛，达到止痛的效果；
有临床试验［４４］通过比较腕踝针治疗前后患者血浆

中βＥＰ和ＳＰ含量的变化后也证实腕踝针镇痛机理
确有神经递质的参与。

２１２　神经体液调节　根据腕踝针理论及镇痛发
挥特点，有学者［４５］认为这是一种非伤害性刺激，通

过激活相应感受器而产生针刺信号传到中枢神经系

统的各级水平：一方面进入疼痛通路的各个驿站，与

来自痛源的信号发生相互作用，另一方面也激活了

内源性镇痛系统，从而阻断通信号的继续传递，发挥

镇痛效应。也有人［４６］认为腕踝针的刺激是皮肤感

受器产生的电位差冲动，通过传入中枢神经系统引

起一系列神经内分泌变化，包括痛阈升高、内啡肽
及单胺类递质合成与释放等，共同抑制伤害性信息

传递从而起到镇痛作用。

２１３　生物力学观点　根据腕踝针的分区特点、针
刺部位、镇痛特点结合现代经络实验研究，胡侠

等［４７］另辟蹊径，从生物力学的角度推测腕踝针是通

过针刺对皮下组织液压的调节作用而达到镇痛效

果，该观点认为腕踝针刺入皮下不仅使得刺激信号

沿着十二皮部经络循行路线上的交感神经敏感线循

行外，而且会引起皮下血管应力变化、组织液压波的

形成与传播引起疼痛部位的离子通道的变化，使得

体内机械波与化学波（孤立波）相互协调、相互震荡

而达到新的平衡状态，从而引起镇痛作用。

２２　中医理论　腕踝针是在传统针灸理论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特色疗法，延续了传统针刺疏经通络，通

调气血的效应机制，对疼痛类疾病发挥镇痛优势。

腕踝针疗法将人体分为６个区，１２个进针点，根据
中医三阴三阳理论，其分区均与相应的经脉、皮部关

系密切。其中皮部是十二经脉之气反映于体表的部

位，也是络脉之气在散布之所在，与五脏六腑、经络、

营卫、气血都有密切的联系，刺激皮部即可起到治疗

全身疾病的作用。腕踝针的十二个刺激点均位于腕

踝关节附件，相当于本部、根部，故可主治全身各部

病症。另外，腕踝针的十二个刺激点，均分布于经线

上，可看作是传统腧穴的泛化与发展，并与十二络穴

位置大致相当，浅刺这些部位的皮部，可以调整相应

经脉之气及其联属的脏腑功能，以达到祛邪扶正的

目的［３１４８］。

３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从腕踝针的临床实践及相关研究报道来看，其

治疗疼痛类疾病有确切疗效，与其他治疗比较，它具

有取穴简单、刺激量小、不要求针感、患者易耐受的

优势，非常适合用于临床各类疼痛管理。目前研究

多以临床观察报道为主，涉及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和

探讨相对较少，相关的实验研究更是存在较大空缺。

现有文献资料中关于腕踝针治疗痛症的临床研究也

多限于单纯的疗效观察，大部分为回顾性病例分析，

缺乏前瞻性的实验研究及作用机制的研究，且其中

的临床试验多存在治疗方案设计不合理、样本量过

小、对照不全、随机或盲法实施不当等不足，并不能

提供高质量的循证依据，相关系统评价［４９］的结论也

多为“疗效不确定”或证据等级偏低，这可能与研究

的方法学方面存在的不足有关。为使腕踝针在临床

实践中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我们以后的研究应侧

重从前瞻性、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试验中探索

高质量的循证依据，并从理论探讨性的实验基础研

究中明确腕踝针发挥效应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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