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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中药联合针刺对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效果。方法：将１２９例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又分为中药观察组、针刺观察组和联合观察组。对照组予消炎止痛

和营养神经药物治疗，中药组使用中药辨证施治，针刺组采用普通针刺治疗。比较各组的临床疗效。结果：各观察组治疗

有效率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联合治疗优于单一治疗，单纯气虚血瘀型针刺效果好，伴有阴虚或阳虚者使用

中药优于针刺。结论：中药和针刺治疗可以明显缓解退变性腰椎管狭窄患者的症状，联合治疗优于单一治疗，根据患者的

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可以提高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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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ｉ
ｎａｌ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ＤＬＳＳ）是因腰椎的骨质及椎间盘发生退
行性改变，腰椎中央管、神经根管和椎间孔狭窄，导

致硬膜囊及脊神经受压，而出现腰腿痛、间歇性跛行

和下肢麻木等临床症状［１］，多发于中老年人，发病率

高达１７％～１０％，占椎管内疾病的第２位，仅次于
腰椎间盘突出症［２］。随着人类社会老龄化的发展，

脊柱退变人群日益增多，腰椎退变导致的腰椎管狭

窄症的发病率也逐渐增加［３］。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方案有很多，但临

床上至今未形成明确统一的治疗标准［４］。中医治疗

是一种重要的非手术治疗手段，具有独特优势，在临

床上应用越来越普遍，有效果明显，不良反应小，容

易操作等优点［５］。本实验采用中药内治和针刺治疗

的中医方法对腰椎管狭窄症患者进行治疗，探索中

医治疗的效果，为今后制定治疗标准提供一定依据。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本项研究选取２０１５年９月至２０１６
年８月在我院就诊的１２９例确诊为腰椎管狭窄症的
患者，中医分型为气虚血瘀型，按首诊先后顺序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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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观察组又分为

中药观察组、针刺观察组和联合观察组。每组３０余
例。其中，男６９例，女６０例，病程跨度在９个月至
１７年之间，平均年龄为６５９岁。所有患者均被确诊
为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均完成全部治疗和随访。

此外，患者在性别、年龄、其他疾病等一般资料上无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性。
１２　纳入标准　１）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
症诊断疗效标准》［６］诊断为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者：

有慢性腰痛史；多发生于４０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
长期反复的腰腿痛和间歇性跛行，腰痛在前屈时减

轻，在后伸时加重，腿痛多为双侧，可交替出现，站立

和行走时出现腰腿痛或麻木无力，疼痛和跛行逐渐

加重，休息后好转；严重者可引起尿频或排尿困难；

下肢肌萎缩，腱反射减弱、腰过伸试验阳性；腰椎 Ｘ
线摄片检查有助于诊断，脊髓造影、ＣＴ和磁共振成
像检查有重要的诊断意义。２）影像学检查示腰椎退
行性变，椎管中央矢状径≤１２ｍｍ［７］；３）证候分类选
取气虚血瘀型：面色少华，神疲无力，腰痛不耐久坐，

疼痛缠绵，下肢麻木。舌质瘀紫，苔薄，脉弦紧。４）
未接受手术治疗；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排除标准　１）排除先天性、代谢性和医源性等
腰椎管狭窄症；２）排除风寒痹阻型、肾气亏虚型等中
医证型。３）排除下肢麻痹、卧床不起患者；存在腰椎
失稳或滑脱；腰椎结核、肿瘤患者；存在严重心脑血

管或肝肾疾病患者，存在精神疾病等患者。４）拒绝
签署知情同意书；拒绝或者无法口服中药，拒绝或者

无法接受针刺治疗者。

１４　治疗方法　对照组予消炎止痛和营养神经药
物治疗，观察组分中药观察组使用中药辨证施治，针

刺组采用普通针刺，联合观察组为中药加针刺治疗。

总疗程均为３个月，所有患者查腰椎ＣＴ辅助明确诊
断，每月血液检查血常规、肝肾功能、电解质，并观察

不良反应，记录相关研究指标。对照组：采用口服双

氯芬酸钠（国药准字 Ｊ２００５００６４）双释放肠溶胶囊消
炎止痛，１次／ｄ，７５ｍｇ／次；甲钴胺片（国药准字
Ｈ２００３０８１２）营养神经，３次／ｄ，０５ｍｇ／次。持续服
用３个月，每月观察相关指标。中药观察组：气虚血
瘀患者用补阳还五汤为主方，益气养血，活血化瘀：

黄芪、归尾、赤芍、地龙、川芎、桃仁、红花等。疼痛久

治不愈者，加地龙，乌梢蛇。挟痰者加天南星、陈皮。

根据中老年患者是否存在其他夹杂症，是否有阴虚、

阳虚等情况调整用药。１剂／ｄ，加水煎熬至４００ｍＬ
左右，分２次于早晚餐后０５ｈ服用，共服用３个月，

每月观察相关指标。针刺观察组：针灸穴位取阿是

穴、腰夹脊、秩边、环跳、委中、承山、昆仑，气虚血瘀

明显配伍血海、膈俞，有阴虚、阳虚等情况调整穴位。

常规消毒后，采用０３５ｍｍ×５５ｍｍ毫针平补平泻
法行针，留针２０ｍｉｎ。３次／周，１０次１疗程，休息１
周后开始下１个疗程治疗，连续 ３个疗程，共 ３个
月，每月观察相关指标。联合观察组：中药方剂联合

针刺治疗，服用中药同时进行针刺，共３个月。每月
观察相关指标。

１５　观察指标　改善率按照日本骨科协会（ＪＯＡ）下
腰痛评价方法予以评价［８］，ＪＯＡ评分量表中共含有主
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生活受限度及膀胱功能４项
评价内容，其中主观症状有９分，临床体征有６分，日
常生活受限度有１４分，膀胱功能为负６分，因此评分
最高为２９分，评分越高代表疾病严重程度越轻。通
过ＪＯＡ评分来计算改善率，改善率＝（治疗后评分－
治疗前评分）／（总分－治疗前评分）×１００％。
１６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疗效按照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６］制定的疗效评定

标准：治愈：腰腿痛症状消失，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好转：腰腿痛减轻，劳累后仍有疼痛。未愈：症状、体

征无改善。其中治愈和好转认为治疗有效，进行有

效率统计，有效率＝有效例数／总例数×１００％。
１７　不良反应　不良反应包括药物不良反应和针
刺不良反应。药物不良反应包括副反应、毒性反应、

反遗效应、变态反应、继发反应和特异质反应等［９］。

中药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通常为：皮肤过敏、皮疹或

紫癜。神经系统症状如口唇、肢体麻木，抽搐，昏迷

等；循环系统症状如心悸、胸闷、面色苍白、四肢厥

冷、血压下降或升高、心电图改变；呼吸系统症状如

呼吸困难、呼吸急促等；消化系统症状如恶心、呕吐、

食欲不振、腹胀、腹泻、肝功能损害等；泌尿系统症状

如排尿困难、尿多、少尿等；血液系统的主要症状如

白细胞减少、过敏性紫癜、再生障碍性贫血等［１０］。

针刺不良事件包括疼痛、晕针、出血、血肿、感染、头

晕、神经损伤、疾病加重、得气后遗效应强烈、滞针、

弯针、断针等［１１］。

１８　统计学方法　将研究所得数据采用ＳＰＳＳ２００
统计软件进行处理，临床疗效的数据属计数资料，采

用［ｎ（％）］表示，行 χ２检验。ＪＯＡ评分为计量资
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珋ｘ±ＳＤ）表示，采用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临床疗效通过本次实验显示，对照组的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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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６９７％，观察组分别为：中药组 ８７１％，针刺组
８７９％，联合观察组９３９％。各观察组患者的疗效
上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
合观察组疗效高于中药组和针刺组，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和针刺组在疗效上相当，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情况如表１所
示。下腰痛评价ＪＯＡ评分方面，对照组和各观察组
在治疗前的 ＪＯ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说明治疗前各组的 ＪＯＡ评分基线一致。治
疗后各观察组 ＪＯＡ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ＪＯＡ评分
改善率也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联合观察组 ＪＯＡ评分和改善率优于中药组
和针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和
针刺组ＪＯＡ评分及改善率比较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气虚血瘀兼有
阴虚或阳虚的患者３个月的治疗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
率中药组高于针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气虚血瘀无阴虚或阳
虚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率针刺组高于中药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体情况如表 ４
所示。不良反应事件中，对照组发生率高于各观察

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合治疗高于单
一治疗，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３　讨论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是由于腰椎管内骨组织及

软组织病变，造成腰椎中央管、神经根管及侧隐窝狭

窄，椎管容积减小，压迫内容物如：马尾、神经根或血

管而出现特有临床症状的一种疾病。１９５４年 Ｖｅｒｂｉ
ｅｓｔ真正把腰椎椎管狭窄症作为一种独立疾病阐述。
１９７６年Ａｌｎｏｄｉ［１２］将本病分为先天发育性和后天获
得性两大类，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是后天获得性中

最常见的类型。而且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发展退

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中

老年人的生命质量［１３］。

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手术治

疗和非手术治疗。Ｗｅｉｎｓｔｅｉｎ等［１４］认为，接受手术治

疗的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的主要转归明显优于

非手术治疗患者。随访４年，接受非手术治疗的患
者中，只有５０％的患者保持良好及以上的疗效，而
接受手术治疗，有高达８０％的患者能保持良好及以
上的疗效。游军［１５］等人认为，老年退行性腰椎管狭

窄症患者手术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的疼痛程度

及相关症状，提高生命质量。李永津［１６］等人认为老

年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的治疗，手术疗效要优于非

手术。因此，手术治疗的确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但是手术方式有多种，目前在学术界并没有形成统

一的标准和共识［１７］。

李永津［１６］等又认为非手术治疗住院时间较短，

费用更少，尤其是对于合并多种内科疾病，无法接受

手术治疗的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患者有明显的优越

性。因此，对于ＤＬＳＳ老年患者，可首先采取非手术
治疗。ＲａｙｍｏｎｄＪＧａｒｄｏｃｋｉ［１８］等认为手术有不能缓
解疼痛甚至加重疼痛的可能，推迟手术治疗并不会

表１　治疗３个月对照组和各观察组临床疗效的比较

组别 治愈（例）好转（例）未愈（例）有效率（％）

对照组（ｎ＝３３） ８ １５ １１ ６９７
观察组

　中药组（ｎ＝３１） １０ １７ ４ ８７１△

　针刺组（ｎ＝３３） １１ １８ ４ ８７９△

　联合观察组（ｎ＝３２） １５ １５ ２ ９３８

　　注：对照组与各观察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

合观察组分别与中药组、针刺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中药组和针刺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２　治疗３个月对照组和各观察组在治疗前后ＪＯＡ评分及改善率比较

组别 治疗前ＪＯＡ评分 治疗后ＪＯＡ评分 ＪＯＡ改善率％

对照组（ｎ＝３３） １６９±６６ １９３８±４１３ ５４５±７８
观察组

　中药组（ｎ＝３１） １５２±５５ ２３３８±４２８△ ８１８±６５△▲

　针刺组（ｎ＝３３） １６０±４３ ２２９５±２０３△ ８０３±７１△▲

　联合观察组（ｎ＝３２） １６１±４６ ２４７６±３７２△ ９００±６９△

　　注：对照组与各观察组比较，治疗前ＪＯＡ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ＪＯＡ评分及改善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联
合观察组优于中药组和针刺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和针刺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３　中药组和针刺组中有阴虚或阳虚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率比较

组别
１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２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３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中药组（ｎ＝１６） ６２５ ６０１±４５ ７５０ ７４７±３９ ８７５ ８４７±３９
针刺组（ｎ＝１２） ５００ ４８３±３８ ６６７ ６５１±４４ ８３３ ８０１±４２

　　注：伴有阴虚或阳虚的患者，中药组和针刺组比较，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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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药组和针刺组中无阴虚或阳虚的患者治疗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率比较（％）

组别
１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２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３个月

有效率 ＪＯＡ改善率

中药组（ｎ＝１５） ５３３ ５０３±４１ ７３３ ７０９±４５ ８６７ ８５７±３４
针刺组（ｎ＝２１） ６１９ ５９６±４２ ８１０ ７８６±４３ ９０５ ８９７±４７

　　注：不伴有阴虚或阳虚的患者，中药组和针刺组比较，有效率和ＪＯＡ改善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表５　对照组和各观察组不良反应事件比较

组别
过敏

（例）

消化系统

（例）

循环系统

（例）

呼吸系统

（例）

晕针

（例）

发生率

（％）
对照组（ｎ＝３３） １ ４ １ １８２
中药组（ｎ＝３１） １ ３２△

针刺组（ｎ＝３３） １ ３０△

联合观察组（ｎ＝３２） ２ １ ９３

　　注：对照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其他观察组比较发生率差异均有统计学

意义，Ｐ＜００５。联合观察组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中药组和针刺组，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中药组和针刺组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

影响非手术治疗的效果，因此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

的手术适应证是非手术治疗无效且疼痛加重的患

者。也有许多学者认为长期疗效而言，非手术治疗

和手术治疗的临床疗效并无统计学意义［１９２０］

因此，很大一部分临床医生仍旧选用非手术治

疗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传统中医在非手术治疗中

占有很大部分，并取得良好疗效［２１］。传统中医学认

为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归属“痹症、腰腿痛”范畴，

其发生发展与体质的衰退、生活环境、劳损和外伤等

有密切关系。肝肾亏虚是本，兼夹瘀血、外邪、气血

不足。发生机理多为肝肾亏虚，气血亏虚，国家中医

药管理局将腰椎管狭窄症症候分类为风寒痹阻、肾

气亏虚、气虚血瘀［６］，各型根据症候特点进行辨证

施治。风寒痹阻，治法：祛风除湿，蠲痹止痛。肾气

亏虚，治法：滋阴补肾。气虚血瘀，治法：活血化瘀，

通络止痛。本研究主要针对气虚血瘀型患者应采用

“活血化瘀”的治疗原则进行辨证施治，使用补阳还

五汤作为主方。此方最早出自清代王清任《医林改

错》，全方共由七味中药组成。方中重用黄芪，同时

与多种活血化瘀药相配伍，使得该方在气虚血瘀证

治疗中发挥非常显著的益气活血功效。该方以黄芪

为君药，取其促进血液运行、大补脾胃元气、祛瘀不

伤正的功效。现代医学通过实验证实，黄芪具有保

护红细胞变形的能力，改善血小板聚集性和血液黏

度的效果，同时还可以减少某些凝血因子的含量，预

防血栓形成［２２］。以当归为臣药，与黄芪相配伍，发

挥祛瘀不伤血的作用，促进血行，达到行中有补、补

中有动的功效。现代中医学研究发现，当归中的活

性物质，在血小板聚集抑制中效果显著，具有非常显

著的抗凝效果，同时还可有效预防血栓形成［２３］。辅

以赤芍、川芎、红花等行气活血之药，可更好地发挥

当归活血祛瘀的功效，另取地龙通经活络。全方七

味药材共用，可达到瘀络通、气旺血行的效果，同

时还可发挥活血祛瘀的效果。

本研究采用的针刺治疗，取穴腰夹脊、阿是穴亦

能通调督脉，畅通经筋，调和气血，气行则血行，气血

畅通，筋脉得养，腰痛及下肢麻木得解。针刺腰阳关

可疏通督脉经气，起到行气活血、祛瘀止痛的作

用［２４］，并有一定的刺激神经根的作用；针刺秩边、委

中、承山、昆仑，环跳、阳陵泉、悬钟、等穴，可激发足

太阳、少阳之经气，疏调太阳、少阳经脉，达到通经活

血止痛的之效，秩边、环跳强刺激，使针感传至腿部，

可循经疏通腿部经络；委中喻有“腰背委中求”之

意；阳陵泉、悬钟取其筋之所会及髓之所会之意；昆

仑为治疗腰痛的经验要穴，且为膀肌经之经穴，故治

疗腰痛伴下肢后侧痛有显著疗效［２５］，诸穴位合用可

活血通经，通络止痛，可激发足太阳、少阳之经气，疏

调太阳、少阳经脉，达到通经活血止痛的之效。

疗效评定体系首先采用《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６］制定的疗效评定标准计算治疗有效率，其次

采用ＪＯＡ下腰痛评价方法计算改善率。中医病症
诊断疗效标准是常用的中医药研究评价标准。ＪＯＡ
评分是骨科临床疗效评价标准，简洁明了，应用广

泛［２６］，而且包含 ４大项内容，评价全面详细。用
ＪＯＡ评分计算改善率还能减少治疗前基线不齐的影
响。

通过本次实验可知，对于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

中气虚血瘀型患者，使用中药、针刺和联合治疗，其

临床疗效优于西医治疗的对照组，不良反应也少于

对照组。中药联合针刺治疗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中药

或者针刺治疗，但是不良反应有所增加。对于有阴

虚或阳虚等症的患者，中药治疗优于针刺，没有阴

虚、阳虚等症的患者，针刺治疗优于中药。但是由于

研究病例数较少，还需进一步扩大样本证实，而且随

访时间只有３个月，需要继续随访研究中医治疗的
长期疗效。

中药和针刺治疗都可以明显缓解退变性腰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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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窄患者的症状和体征，提高患者的生命质量。中

药和针刺联合治疗优于单一治疗，但是会增加一定

的不良反应，也会增加经济负担。选择合适的患者

采用单一治疗也能得到良好的疗效。本实验的研究

结果为制定中医治疗方案提供一定依据。在临床中

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

可以提高疗效和减少不良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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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医学，２０１５，８（１１）：１１０４１１０７．

［５］刘连华．中医综合疗法治疗腰椎管狭窄症效果探讨［Ｊ］．世界最

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６，１６（６５）：１３９１４０．

［６］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４：２１７．

［７］腰椎管狭窄症手术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组．腰椎管狭窄症手

术治疗规范中国专家共识（２０１４年）［Ｊ］．中华医学杂志，２０１４，９４

（３５）：２７２４２７２５．

［８］张学民，唐萌芽，张一鸣，等．后路减压植骨内固定术配合中药薰

蒸治疗退变性腰椎管狭窄症疗效观察［Ｊ］．中医正骨，２０１３，２５

（１１）：３３３６．

［９］刘纯华．中药临床应用中常见不良反应以及合理用药策略探究

［Ｊ］．内蒙古中医，２０１７，３６（３）：１１２．

［１０］黄梅．中药临床应用与不良反应回顾性分析［Ｊ］．内蒙古中医

药，２０１７，３６（８）：１０７１０８．

［１１］赵凌，李瑛，张富文，等．１９６８例患者针灸后不良事件的发生规

律分析及评述［Ｃ］．中国针灸学会第九届全国中青年针灸推拿

学术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１０：２７０２７６．

［１２］ＡｒｎｏｌｄｉＣＣ，ｅｔａｌ．Ｌｕｍｂａｒｓｐｉｎａｌｓｔｅｎｏｓｉｓ［Ｊ］．ＲａｄｉｏｌＣｌｉｎＮＡｍｅｒ，

１９９７，７：３９４１．

［１３］田俊松，罗华送，尹帅子．联合冲击疗法治疗腰椎管狭窄症３５

例临床观察［Ｊ］．甘肃中医药大学学报，２０１７，３４（１）：５０５３．

［１４］Ｓ．ＴｅｒｒｙＣａｎａｌｅ，ＪａｍｅｓＨ．Ｂｅａｔｙ，王岩译．坎贝尔骨科手术学

［Ｍ］．１２版．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１５］游军，陈子华，陈文超．老年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非手术治疗与

手术治疗效对比［Ｊ］．临床医学工程，２０１７，２４（１）：６１６２．

［１６］李永津，许鸿智，陈博来，等．老年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非手术

治疗与手术治疗疗效比较［Ｊ］．南方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１１，３１

（１）：１９０１９３．

［１７］侯泽宇，张浩，罗廷虎．退行性腰椎管狭窄症的手术治疗研究进

展［Ｊ］．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２０１７，１７（４９）：３８３９．

［１８］Ｓ．ＴｅｒｒｙＣａｎａｌｅ，ＪａｍｅｓＨ．Ｂｅａｔｙ，坎贝尔骨科手术学［Ｍ］．１２版．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８５２１８５３．

［１９］苏建强．硬膜外封闭加推拿手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１０５例

［Ｊ］．河北中医，２００１，２３（７）：５０５５０６．

［２０］邓文毅．腰椎间盘突出症手术与保守治疗的近期疗效观察［Ｊ］．

当代医学，２０１３，１９（３０）：８９９０．

［２１］季伟．非手术疗法治疗腰椎管狭窄研究进展［Ｊ］．颈腰痛杂志，

２０１３，３４（１）：７２７５．

［２２］刘波，吕刚，杨宏．复元活血汤治疗股骨干骨折术后肿胀的临床

疗效［Ｊ］．临床合理用药杂志，２０１７，１０（１８）：２８２９．

［２３］周兆祥，曾江，宋红艳，等．营筋壮骨丸治疗股骨干骨折的临床

观察［Ｊ］．中医药导报，２０１５，２１（１８）６２６４．

［２４］徐运瑜．针灸并用治疗腰椎管狭窄症的临床观察［Ｊ］．浙江中医

杂志，２０１４，４９（５）：３６２３６３．

［２５］吕晓华．针刺配侣纷刺血疗法亏台疗腰椎管狭窄症８０例［Ｊ］．

中国临床医学杂志，２０１６，６（１４）：５０．

［２６］何丽英，魏洁，刘俊英．ＪＯＡ评分量化诊断系统在腰椎术后个性

化护理方案制定中的意义［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０，３２（１２）：１６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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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３０（５）：７９６７９９．

［１３］ＴｒｉｖｅｄｉＭＫ，ＳｈｉｎｋａｉＫ，ＭｕｒａｓｅＪＥ．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ｈｏｒｍｏｎｅ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ａｐｉｅｓｔｏｔｒｅａｔａｄｕｌｔａｃｎｅｖｕｌｇａｒｉｓｉｎｗｏｍｅｎ［Ｊ］．ＩｎｔＪＷｏｍｅｎｓ

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７，３（１）：４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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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ｅｉｎｔｈｅｈｏｒｍｏｎａｌｗｏｒｋｕｐｏｆｗｏｍｅｎｗｉｔｈ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ａｃｎｅ［Ｊ］．Ｊ

ＣｏｓｍｅｔＤｅｒｍａｔｏｌ，２０１６，１５（４）：３４３３４９．

［１５］杨宪鲁，王海燕，雷旭光，等．红蓝光联合治疗对寻常痤疮患者

血清ＩＬ１、ＩＬ６、ＩＬ８水平的影响［Ｊ］．中国美容医学，２０１３，２２

（２２）：２２００２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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