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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观察温针灸联合尿路综合管理的超早期康复模式对急性脑卒中后尿失禁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急性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６９例，随机分为观察组（ｎ＝３５）与对照组（ｎ＝３４），２组均
在神经内科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给予温针灸联合尿路综合管理康复模式，观察组在发病２４ｈ内开启此康复模式，而对
照组在发病满２周时开启，疗程１个月，比较２组尿失禁严重程度积分与相关尿动力学指标。结果：治疗后，２组尿失禁严
重程度积分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１个月后，２组最大尿流率和最大膀胱容
量较治疗前均显著提高（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的膀胱残余尿量较对照组减少（Ｐ＜
００５）；最大逼尿肌压，观察组治疗后较治疗前显著下降（Ｐ＜００５），而对照组在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结论：温针灸结合尿路综合管理的超早期康复模式，较之早期康复模式，可以更有
效地改善急性脑卒中后尿失禁症状与程度，改善膀胱功能，提高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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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相关调查研究报道，急性脑卒中后有
３２％～７９％的患者合并尿失禁，２５％的患者出院后
遗留尿失禁，１５％的患者在１年后仍有症状［１］，其发

病率呈现上升趋势，日益增长的发病率，漫长的病

程，给患者家庭造成不小心理负担和经济压力，且尿

失禁有并发肾积水、尿路感染、甚至肾衰竭的可能，

若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患者往往产生焦虑、抑郁

情绪，焦虑与抑郁症发生率分别高达 ８０６％和
８９８％［２］，严重影响身心康复，目前西医无特效药物

治疗，而近年已有报道膀胱康复训练、针灸疗法有确

切疗效［３５］，对于脑卒中后尿失禁患者，开展早期康

复至关重要，是降低致残率、减少并发症，提高其生

命质量的关键因素［６］，本研究重在观察温针灸联合

尿路综合管理超早期康复模式对急性脑卒中后尿失

禁的影响，并与早期康复模式比较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５年１月至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武汉市第三医院）急性重

症脑卒中后合并尿失禁住院患者６９例，均为 ２４ｈ
内发病，依据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超早期康复

组）３５例和对照组（早期康复组）３４例，其中男 ２９
例，女４０例。年龄４８～７９岁。应用国际尿失禁咨
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７］（ＩＣＩＱＳＦ）对观察组
和对照组尿失禁症状严重程度进行评分。２组一般
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具有可比
性。见表１。
１２　诊断标准　入选病例均符合２０１０年中华医学
会制定的脑血管病诊断标准［８］。

１３　纳入标准　１）所选病例均经颅脑 ＣＴ或 ＭＲＩ
扫描证实；２）年龄４５～７８岁；３）发病２４ｈ内入院；
４）重症脑卒中，存在较重程度的意识、运动、排尿等
功能障碍：格拉斯哥昏迷量表（ＧＣＳ）评分：６～１２
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ＭｏＣＡ）中文版评分：１０
～２０分，Ｂｒｕｎｎｓｔｒｏｍ运动能力分期：Ⅰ ～Ⅱ期，国际
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问卷表简表（ＩＣＩＱＳＦ）评
分：１４～２１分，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ＮＩＨＳＳ）评
分：２１～４２分；５）患者或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能配

合康复治疗。

１４　排除标准　１）脑卒中发病前即存在尿失禁者；
２）其他原因引起的尿失禁患者，如前列腺增生，帕金
森病，多发性脊髓硬化症，脊髓损伤、糖尿病周围神

经病变，老年性痴呆等；３）伴严重充血性心力衰竭、
肝肾功能不全、呼吸功能衰竭患者；４）伴恶性肿瘤患
者；５）伴恶性进行性高血压患者；６）不能配合康复治
疗患者，如精神疾病史者或聋哑患者，严重认知障碍

（ＭＯＣＡ≤９分）严重心理障碍或癫痫；７）脑出血或
脑梗死病程＞２４ｈ者。
１５　脱落与剔除标准　１）在研究过程中再次突发
急性脑卒中或出现严重的不良安全事件，不宜继续

受试者；２）在研究过程中未按研究方案进行，不能完
成规定疗程，中途要求退出者；３）在研究过程中发现
存在其他病因引起尿失禁。

１６　治疗方法
２组均按照神经内科诊疗常规进行基础药物治

疗和针对脑卒中发病的危险因素（高血压、高血脂、

糖尿病和心房纤颤等）进行干预，不给于治疗排尿障

碍相关药物，观察组是在发病２４ｈ内即给予超早期
温针灸联合尿路综合管理的康复模式，而对照组是

发病２周时开启该康复模式。
１６１　温针灸疗法　１）准备工作：穴位选择：关元
穴和双侧水道穴，针灸针选择规格：０３５ｍｍ×６０
ｍｍ（直径 ×长度），艾条：蕲艾条 １８ｍｍ×２００ｍｍ
（直径×长度）；２）操作：穴区常规消毒，进针角度深
度：直刺１寸；刺法灸法：提插捻转至局部酸胀感，于
每针柄上插上１８ｍｍ×２０ｍｍ的蕲艾条，待艾条燃
尽后取针；温针灸１次／ｄ，３０ｍｉｎ／次，１５ｄ为１个疗
程，连续２个疗程。
１６２　尿路综合管理　１）知识宣教：说明尿失禁症
状，告知本病为脑卒中常见并发症，说明发病机制和

干预方法，对患者强调配合医师早期康复治疗尿失

禁效果显著，帮助患者树立信心。２）心理康复：对患
者充分表示尊重与理解，消除自卑感，缓解焦虑等其

不良情绪［９］。积极关爱患者，与家属共同提供基础

生活护理，每日晨起或晚间为患者擦洗、清洁身体，

表１　２组一般资料比较（珋ｘ±ｓ）

组别 男（例） 女（例） 年龄（珋ｘ±ｓ，岁） 病程（珋ｘ±ｓ，ｈ） ＩＣＩＱＳＦ（珋ｘ±ｓ，分）

观察组（ｎ＝３５） １４ ２１ ６７３１±５２２ １５１２±１２２ １７１５±１１８
对照组（ｎ＝３４） １５ １９ ６９５２±６５２ １６３５±１９０ １６４７±１９５

·３７５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第１３卷第１０期



非治疗期间及时为患者遮盖裸露部位，使患者感到

被尊重。３）饮水计划和排尿计划：指导患者按计划
饮水，摄入量 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Ｌ／ｄ，频率 １次／２～
３ｈ，饮水时间６：００～２０：００，结合患者每日液体摄入
量、排尿习惯，在超声下探测膀胱的功能性容量，制

定个性化排尿时间表。教会患者有排尿意识后控制

一段时间再缓慢排尿，尽量一次排空，逐步达到２５
～３０ｈ排尿１次，夜间安排１～２次排尿。４）清洁
间歇性导尿：每天 ０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５：００、１９：００、２２：
００行清洁间歇性导尿，操作结束后记录膀胱容量、
残余尿量和自主排尿量，如在导尿间歇期，自行排尿

量＞１００ｍＬ，膀胱残余尿量 ＜３００ｍＬ，导尿间歇时
间可延长为６ｈ；如在导尿间歇期，自行排尿量＞２００
ｍＬ，膀胱残余尿量 ＜２００ｍＬ，导尿间歇时间可延长
为８ｈ。５）会阴部护理：会阴部皮肤、尿道口清理工
作，１次／ｄ，保证清洁，积极更换潮湿床单与尿垫，督
促改变体位，预防感染、褥疮。６）膀胱功能训练：夹
闭尿管训练，２次／ｄ，早上７：００点和下午１５：００开
始，如果患者出现较明显憋胀感，或见到尿液从尿管

旁渗出，即拔除导尿管，指导其自主排尿。７）盆底
肌肉训练：指导患者在舒适体位下，主动收缩肛门、

尿道、会阴周围肌肉，感觉到盆底肌上提，但不收缩

腿部、臂部及腹部肌肉，如此保持１０ｓ后放松１０ｓ，
重复该动作１０次，早中晚训练３次／ｄ。８）反射性排
尿训练：通过刺激诱发排尿反射的“触发点”，建立

反射性排尿。方法：排尿时磨擦大腿内侧、轻叩耻骨

上区、挤压阴茎龟头、牵拉阴毛、吹口哨声和听流水

声等。９）腹压排尿训练：训练患者在排尿时运用深
呼吸、屏气的方法，增加腹压，辅助排尿，１次／ｄ。
１７　观察指标　在治疗前和治疗１月后，给患者发
放ＩＣＩＡＳＦ，比较２组尿失禁严重程度积分，并行尿
动力学检查，测定最大尿流率、最大逼尿肌压、最大

膀胱容量、残余尿量，比较２组患者膀胱排尿功能。
观察２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临床显效：ＩＣＩＱＳＦ评分 ＜７
分，临床症状基本改善；有效：７≤ＩＣＩＱＳＦ评分 ＜
１４，临床症状改善；无效：１４≤ＩＣＩＱＳＦ评分≤２１，临
床症状无改善。

１９　统计学方法　数据运用 ＳＰＳＳ１９０统计分析
软件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ｘ±ｓ）表
示，如满足正态性与方差齐性，治疗前后比较选用配

对ｔ检验，若不满足正态性与方差齐性，则采用非参
数检验；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ｔ检验，以 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治疗结束后，实际完成病例 ６５例，观察组 ３３

例，对照组３２例，脱落４例，其中２例研究中途退
出，转社区继续康复，另２例研究中出现烦躁情绪，
不能配合温针灸治疗。

２１　２组治疗效果比较　观察组显效１６例，有效
１５例，无效２例，总有效率９３９４％；对照组显效１０
例，有效１５例，无效７例，总有效率７８１３％；２组治
疗效果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尿失禁严重程度积分比较　治疗前，２组
积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
较治疗前明显降低（Ｐ＜００５），观察组明显优于对
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２。

表２　２组尿失禁严重程度积分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３） １７１５±１１８ ８７６±１２０ ２８１５２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２） １６４７±１９５ １１４７±１６１ １０１２４ ００００

ｔ １７０３ ７７２６
Ｐ ００９５ ００００

２３　２组最大尿流率比较　２组治疗前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较治疗前明显提高
（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
３。

表３　２组最大尿流率比较（珋ｘ±ｓ，ｍＬ／ｓ）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３） １６５６±１８０ １９４４±２３２ －５３８２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２） １５９６±２４８ １７８６±１３０ －３７３０ ０００１

ｔ １１１８ ３３９９
Ｐ ０２６８ ０００１

２４　２组最大逼尿肌压比较　２组治疗前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较治疗
前明显下降（Ｐ＜００５），而对照组无明显改变（Ｐ＞
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４　２组最大逼尿肌压比较（珋ｘ±ｓ，ｃｍＨ２Ｏ）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３） ６５８５±８６４ ５１３２±８９６ ８７３４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２） ６４１４±７１５ ６０８９±８２１ １７４７ ００９１

ｔ ０８６５ －４４８５
Ｐ ０３９０ ００００

２５　２组最大膀胱容量比较　２组治疗前比较，差
别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观察组较治疗
前明显增加（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
００５）。见表５。
２６　２组膀胱残余尿量比较　２组治疗前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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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较治疗前
减少（Ｐ＜００５），观察组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
见表６。

表５　２组最大膀胱容量比较（珋ｘ±ｓ，ｍＬ）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３）２９６９４±２０２３３４０７９±３０７４ －５９００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２）２８８６６±２２４１３０９７２±２７７１ －３０４６ ０００５

ｔ １５６５ ４２７６
Ｐ ０１２３ ００００

表６　２组膀胱残余尿量比较（珋ｘ±ｓ，ｍＬ）

组别 治疗前 治疗后 ｔ Ｐ

观察组（ｎ＝３３） ８６９４±４１７ ６４８８±９４０ １４１０３ ００００
对照组（ｎ＝３２） ８８２２±４８１ ７３６９±９０９ ８６９６ ００００

ｔ －１１４７ －３８４０
Ｐ ０２５６ ００００

２７　不良事件　研究期间，治疗过程中，２组未发
现患者出现呕吐、头晕、心慌、出汗等不良事件。

３　讨论
尿失禁是急性重症脑卒中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

一，由于本病往往病程长、康复慢，严重困扰着患者，

国际尿控协会这样定义尿失禁：可以得到客观证实、

不自主的经尿道漏尿现象，并由此给患者带来社会

活动和个人卫生方面的不便［１０］。急性脑卒中后尿

失禁的发生原因较复杂，可解释为患者脑组织缺血

缺氧后失去了正常的觉醒与神经调节，脑内病灶破

坏了排尿中枢之间的联系，排尿反射没有得到皮层

排尿中枢的抑制，出现不稳定性膀胱，进而导致排尿

障碍。尿动力学检测近年已广泛应用临床与科研领

域，它依据流体力学原理，运用电生理方法，传感器

技术，探索机体储尿与排尿生理和功能障碍，是评估

临床治疗排尿障碍疗效和机制分析较为客观的手

段［１１１４］。

我们提到的尿路综合管理概念，是包括饮水计

划、排尿计划、膀胱功能训练、盆底肌训练、清洁间歇

导尿等的，围绕尿路健康的综合治疗管理体系，是选

取临床针对排尿障碍有效治疗方法的科学组合，这

些方法疗效均有临床研究论证［１５１６］。该管理体系

需要患者与医护人员互动配合，严格按照作息时间

和计划执行，这样才能发挥最佳效果。

西药口服与传统中医针灸疗法也是本病的临床

常用治疗方法，目前西药主要是抗胆碱能样作用药

物，其功效是抑制逼尿肌过度活动、提高膀胱容量，

但存在较为明显地口干、便秘等不良反应［１１］。而针

灸经济、安全，几乎无不良事件发生，有其独特优势，

中医学认为尿失禁发病原因为肾气不足，膀胱失约，

气化固摄功能失调。关元穴固本培元，补益下焦；水

道穴，具有调节人体水液通道功效，两穴常用于治疗

尿失禁、尿潴留等排尿障碍，温针灸具有针刺与艾灸

双重优势，温针灸关元、水道穴能补益元气，温通下

焦，促进膀胱排尿功能，国内外已较多报道针灸治疗

脑卒中后尿失禁的良好疗效［１１，１７］，且越来越多的研

究已证实重症疾病早期康复和锻炼的重要性［１８］。

本研究重点是观察论证发病２４ｈ内给予温针
灸联合尿路综合管理的超早期康复模式对脑卒中后

重度尿失禁患者的影响。由研究结果可知，该模式

能明显改善患者尿失禁症状和严重程度，改善膀胱

排尿功能，这可能是通过提高最大尿流率和最大膀

胱容量，降低最大逼尿肌压和残余尿量而实现，且超

早期康复模式优于发病２周早期康复组，这与国内
外学者近年进行的康复时机与疗效相关性研究结果

相似［１９２１］，同时我们注意到，早期康复组治疗前后

最大逼尿肌压无显著改变，提示改善最大逼尿肌压

可能需要更早期的康复介入，目前卒中后尿失禁康

复时机的研究在国内外几乎空白，我们认为发病２４
ｈ内超早期康复模式对本病提高疗效，缩短疗程，降
低抑郁症发生率、消除情感障碍等有积极意义，当

然，超早期康复效应研究未来还需更大样本的临床

试验和远期疗效评价进一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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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效果比针刺治疗好（Ｐ＜００５），针刺观察组除
在治疗结束后效果好于灸法观察组（Ｐ＜００５），其
他时间点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根据 ＭＰＱ
量表评价，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针刺观察组与灸法观

察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针灸观
察组效果均比灸法观察组好（Ｐ＜００５）；疗程结束
时３组有效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治疗结束３个月后，针灸观察组与其余２组
比较，有效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无论从能否快速缓解疼痛、短期治疗效果或长

期治疗效果等方面，针灸治疗效果均比针刺或灸法

治疗效果好。刚结束治疗时，针灸治疗有效率和针

刺治疗、灸法治疗差别不大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后两

者容易反复而前者持续效果较好。从整体水平上，

针刺治疗和灸法治疗无较大差异。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颈椎病引起的病痛有显著

作用，但应加强灸法的配合治疗。

参考文献

［１］ＣｈｅｒｋｉｎＤＣ，ＳｈｅｒｍａｎＫＪ，ＡｖｉｎｓＡＬ，ｅｔａｌ．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

ｒｉｎｇ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ｕｓｕａｌｃａｒｅ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

ｃｌｏｗｂａｃｋｐａｉｎ［Ｊ］．ＡｒｃｈＩｎｔｅｒｎＭｅｄ，２００９，１６９（９）：８５８８６６．

［２］ＣａｍｅｒｏｎＩＤ，Ｗ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ｈｕｓａｋｅＤ．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ｔｒｉ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ｆｏｒｓｕｂａｃｕｔｅａｎｄｃｈｒｏｎｉｃ

ｗｈｉｐｌａｓｈ［Ｊ］．Ｓｐｉｎｅ（ＰｈｉｌａＰａ１９７６），２０１１，３６（２６）：Ｅ１６５９６５．

［３］ＳａｈｉｎＮ，ＯｚｃａｎＥ，ＳｅｚｅｎＫ，ｅｔａｌ．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ａｃｕｐｕｎｔｕｒｅｉｎ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ｅｃｋｐａ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ｓｈａｍ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ｔｈｅｒＲｅｓ，２０１０，３５（１２）：１７２７．

［４］中华医学会．临床诊疗指南·疼痛学分册［Ｍ］．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２００７：１４．

［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Ｓ］．南京：南京大学

出版社，１９９５：１８６．

［６］国家技术监督局．ＧＢ１２３４６９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经穴

部位）［Ｓ］．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３２４．

［７］ＬｅａｖｅｒＡＭ，ＲｅｆｓｈａｕｇｅＫＭ，ＭａｈｅｒＣＧ，ｅｔａｌ．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ｉｎｔｅｒｖｅｎ

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ｖｉｄｅｓｈｏｒｔｔｅｒｍｒｅｌｉｅｆｆｏｒ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ｅｃｋｐａｉｎ：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Ｊ］．ＪＰｈｙｓｉｏｔｈｅｒ，２０１０，５６（２）：７３８５．

［８］李俊滔，杨宇华，梁兆辉，等．艾灸法与针刺法治疗颈椎病颈痛的

临床研究［Ｊ］．河北医药，２０１２，３４（１７）：２６９３２６９４．

［９］狄忠，姜硕，林咸明，等．针刺配合麦粒灸治疗颈椎病颈痛近期及

远期疗效评价［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４，３４（４）：３２５３２８．

［１０］ＰｆａｂＦ，ＷｉｎｈａｒｄＭ，ＮｏｗａｋＭａｃｈｅｎＭ，ｅｔ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ｌｙｉｌ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ｓｄｅｌａｙｅｄｇａｓｔｒｉｃｅｍｐｔｙｉｎｇ：ａ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ＡｎｅｓｔｈＡｎａｌｇ，２０１１，１１２（１）：１５０１５５．

［１１］ＭａｔｓｕｂａｒａＴ，ＡｒａｉＹＣ，ＳｈｉｒｏＹ，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ａｃｕ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ａｔｌｏｃａｌａｎｄｄｉｓｔａｌ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ｐｏｉｎｔｓｏｎｐａｉ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ｉｃ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ｓｗｉｔｈ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ｅｃｋｐａｉｎ［Ｊ］．Ｅｖｉｄ

Ｂａｓｅｄ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Ｍｅｄ，２０１１，２０１１．ｐｉｉ：５４３２９１．

［１２］周思远，杨庆声，徐书君，等．岭南传统天灸３号方治疗中老年

颈椎病颈痛的临床疗效［Ｊ］．中国老年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５（２）：３２０

３２２．

［１３］ＣｅｒｅｚｏＴéｌｌｅｚＥ，ＴｏｒｒｅｓＬａｃｏｍｂａＭ，ＦｕｅｎｔｅｓＧａｌｌａｒｄｏＩ，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ｄｒｙｎｅｅｄｌｉｎｇｆｏｒｃｈｒｏｎｉｃ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ｎｅｃｋｐａｉｎ：ａｒａｎｄｏｍ

ｉｚｅｄ，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ｉｎｄｅｄ，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ｔｒｉａｌ［Ｊ］．Ｐａｉｎ，２０１６，１５７（９）：１９０５

１９１７．

［１４］ＧｕｔｈｒｉｅＲＭ，Ｃｈｏｒｂａ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Ｔｈｅｒａｐ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ＯｆＣｈｒｏｎｉｃ

ＮｅｃｋＰａｉｎＡ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ＵｓｉｎｇＤｒｙＮｅｅｄｌｉｎｇＡｎｄ

Ｂａ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Ｊ］．ＪＳｐｅｃＯｐｅｒＭｅｄ，２０１６，１６（１）：１５．

（２０１６－１２－３０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上接第２５７５页）
［１１］刘兰群，李惠兰，陈之罡，等．隔盐隔姜灸神阙穴治疗脑卒中后

急迫性尿失禁的效果观察［Ｊ］．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２４
（４）：４７５４７８．

［１２］ＹａｎｇＬ，ＷａｎｇＹ，ＭｏＱ，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
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ａｔＺｈ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Ｌ３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ａｃｕｐｏｉｎｔｓｆｏｒ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ｌａｄｄｅｒｓｙｍｐｔｏｍｓ［Ｊ］．ＦｒｏｎｔＭｅｄ，２０１７，１１（１）：１２９１３６．

［１３］ＴｉｅｎＹＷ，ＨｓｉａｏＳＭ，ＬｅｅＣＮ，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ｌａｓｅｒ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ｆｏｒｆｅ
ｍａｌｅ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ｏｎｐａｄｗｅｉｇｈｔ，ｕ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ＵｒｏｇｙｎｅｃｏｌＪ，２０１７，２８（３）：４６９４７６．

［１４］ＺｈａｎｇＪ，ＣｈｅｎｇＷ，ＣａｉＭ．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ｌｅｃｔｒｏ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ｕｒｅｏｎｏｖｅｒａｃ
ｔｉｖｅｂｌａｄｄｅｒｒｅｆｒａｃｔｏｒｙｔｏａｎｔｉ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ｓ：ａｓｉｎｇｌｅｂｌｉｎｄｒａｎｄｏｍｉｓ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Ｊ］．ＡｃｕｐｕｎｃｔＭｅｄ，２０１５，３３（５）：３６８３７４．

［１５］ＶáｓｑｕｅｚＮ，ＫｎｉｇｈｔＳＬ，ＳｕｓｓｅｒＪ，ｅｔａｌ．Ｐｅｌｖｉｃｆｌｏｏｒｍｕｓｃｌｅ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ｎ
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ｉｎｊｕ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ｎｅｕｒｏｇｅｎｉｃｄｅｔｒｕｓｏｒ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ｃｅ［Ｊ］．ＳｐｉｎａｌＣｏｒｄ，２０１５，５３（１２）：８８７８８９．

［１６］ＣａｏＹ，ＬｖＪ，ＺｈａｏＣ，ｅｔａｌ．Ｃｈｏｌｉｎｅｒｇｉｃ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ｒＢｌａｄｄ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Ｏｖｅｒａｃｔｉｖｅ

ＢｌａｄｄｅｒｉｎＦｅｍａｌｅＡｄｕｌｔｓ：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
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ｓ［Ｊ］．ＣｌｉｎＤｒｕｇ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２０１６，３６（１０）：８０１８０８．

［１７］宋丰军，蒋松鹤，郑士立，等．电针治疗中风后尿失禁：多中心随
机对照研究［Ｊ］．中国针灸，２０１３，３３（９）：７６９７７３．

［１８］ＳｏｓｎｏｗｓｋｉＫ，ＬｉｎＦ，ＭｉｔｃｈｅｌｌＭＬ，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ａｒｅｕｎｉｔ：ａ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ｒｅｖｉｅｗ［Ｊ］．ＡｕｓｔＣｒｉｔ
Ｃａｒｅ，２０１５，２８（４）：２１６２２５．

［１９］ＮｉｅｌｓｅｎＲＫ，ＳａｍｓｏｎＫＬ，ＳｉｍｏｎｓｅｎＤ，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ｅａｒｌｙａｎｄｌａｔｅ
ｒｅｈａｂｉｌ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ｓｅｔｉｎａｃｈｒｏｎｉｃｒａ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ｉｓｃｈｅｍｉｃｓｔｒｏｋｅａｓｓｅｓｓ
ｍｅｎｔｏｆｍｏｔｏｒｃｏｒｔｅｘ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ａｎｄｇａｉｔ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Ｊ］．
ＩＥＥＥＴｒａｎｓＮｅｕｒａｌＳｙｓｔＲｅｈａｂｉｌＥｎｇ，２０１３，２１（６）：１００６１０１５．

［２０］ＣｒａｉｇＬＥ，ＢｅｒｎｈａｒｄｔＪ，ＬａｎｇｈｏｒｎｅＰ，ｅｔａｌ．Ｅａｒｌｙ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ｏｋｅ：ａｎｅｘａｍｐｌｅｏｆａ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ｄａｔ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Ｊ］．Ｓｔｒｏｋｅ，２０１０，４１（１１）：２６３２２６３６．

［２１］秦雅鑫，王国祥，施俊锋，等．康复时机的选择对急性脑卒中患
者ＡＤＬ能力的影响［Ｊ］．中国误诊学杂志，２０１１，１１（１８）：４３４９
４３５０．

（２０１７－０８－１０收稿　责任编辑：杨觉雄）

·９７５２·世界中医药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第１３卷第１０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