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 0  
?	中 国针灸 年 月 第 卷增刊 ， ，

文 章 编 号
：

中 图 分 类 号 ： 文 献 标 志 码 ：

‘

电针加揿针治疗高龄老年人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疗效观察
付 大 清 李 继 恩

湖 北 省荆 门市 中 医 医 院 针灸科 ， 荆 门

摘 要 目 的 ： 观察 电 针 加揿针 治 疗 高 龄老 年 人 膝关 节 骨性 关 节 炎 （ 的 疗 效 。 方 法 ： 将 例

岁 以 上 老年 患 者随机 分为 电 针 加 揿针 组
、
电 针组 和 对 照组

， 每组 各 例 。 电 针组 采 用 电

针 治 疗 ， 电 针 加歡针 组 采用 电 针加揿针 配合治 疗 对 照组 口 服布洛芬 缓释胶囊 治 疗 。 治 疗 前后 采 用

患膝 关 节 活 动 度 （ ， 测 试 患 膝 关 节 活 动 范 围 ， 采 用 视觉 模 拟 评分 法 （

， 评 估 患膝 疼痛 程 度 。 疗 效评 定采 用 尼 莫地平 法
。

结 果 ： 治 疗 次后 ， 电 针 组
、 电 针

加歡针 组的 和 与 治 疗 前 比较差 异有统 计 学 意 义 （ 〈 ， 但对 照组 与 治 疗 前 比较差

异 无统 计 学 意 义 （ 尸〉 ， 组 两 两 比 较差 异 有统计 学 意 义 （ 。 在 治 疗 个 疗 程 后 电 针

加揿针 组 总 有效 率 ， 电 针 组 为 ， 对照 组 为 。 组 与 治

疗 前 比较差 异有 统计 学 意 义 （ ， 组 两 两 比 较 差 异 有 统计 学 意 义 （ 。 结 论 ： 电 针 加

揿 针治 疗 高龄老 年 人膝关 节 骨性 关 节 炎疗 效确 切 ， 不 良反应 少 ， 值得 临床推 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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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 关节骨 性关节 炎 （ 患 病率逐年 增 加 ， 目 前 主 要 的 治疗方 法 有 口 服非 甾

是指 由 于膝 关节软 骨 变性 、 骨质 增 生 而 引 起 的
一

种 体类抗炎药物 、 关节 腔 注 射 、 手术 治 疗 等 ， 而这 些对

慢性骨 关节疾 患 ， 临床 症 状 以 膝 关 节 疼痛 反 复发 作 于高 龄老年 人来 说常 常 有 明 显不 良反 应或身体 不 能

及下 肢 活动 障 碍 为 主 。 本病 多 发生 于 老 年 人 群 ， 且 耐受 。 我们 采 用电针 加 揿针 治疗高龄老年 人 ，

收到 了 较好的疗效 。 现 报道 如 下 。

第一作者 ： 付大 清 （ 男 副 主任 医师 。 研究 方向 ： 针灸 推拿 治
丨商 床资 料

疗 骨关节 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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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岁 以上老 年 患 者均 来 自 荆 门 市 束后 对阿是 穴 常 规 消 毒 ， 将 灭 菌揿针 埋 在 此穴 位

中 医医 院针灸科 ， 其中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上 再 以 胶布 固定 。 每 日 次 ， 每 次 留 针 小时左

岁 ； 病程 年 。 采用 随机数字表法随 机分为 右 ， 若有疼 痛 或 瘙痒 即 时 取 出 揿针 。 次 为
一

疗

电针 加 揿 计 组 、 电 针 组 和 对 照 组 ， 每 组 各 例 。 程 ， 疗程间 隔 天 ， 个疗程后 统计疗效 。

组患 者
一

般 资 料 比 较 ，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 均 对照 组

户〉 ， 具有可 比性 ， 详见表 。 给予 患者 布洛 芬缓释胶囊 （ 中 美史 克制 药有 限

表 组患者一般资 料比 较 公司 ， 国药准字 ， 每天 次 ， 餐后

性别 例 ） 年龄 病程 口 服 。 天 为
一

疗程 ， 疗程间 隔 天
， 个疗程后 统

‘

男 女 （ 土 、

■

，
岁 ） （ ， 士 年 ）

计疗效
电 针组 ± ±

°

电 针加揿 针组 ±
疗效观察

对照组 士 ± 评定方法

诊断标准
治疗 后 采 用 患 膝 关节 活 动 度 （

参照 年美国 风湿病学 会 （ 推 荐 的诊
测试患 膝关节活动細 ， 采用 视觉模

断标准 （ 个月 里大多数时 间膝 痛
；

（ 射线 片
拟评分法 （ 估 患 膝

显示 关 节边缘 骨赘 ；
（ 年 龄 岁 ；

（ 晨僵
，

痛程 度 。 分别 在 治 疗 次 后及 个疗程 后进 行

关节活动 时弹 响 。 存在 或 （

评定 。

—

即 可诊断膝关节骨性关节炎 。

疗效标准

纳人标准
参照 评分标 准 综合评分 ’ 疗效评定

⑴符合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 的诊断 标准 ；
（ 坤 細尼 莫地平法 。 综 合 疗 效 指 数 治 疗 前 评 分

龄在 岁 以 上 ；
（ 近 个 月 未 服用过治 疗

一

治 疗 后 评 分 ） 治 疗 前 评 分 。 疗效指 数

的 中 西药物及其他疗法者 为临 床 治愈 为显效

排除 标
純效 为无效 。

⑴ 合 并严重 （、 脑 血管 、 肝 、 肾 、 造 血雜 等 疾
学■

病 ⑵急性关节损 伤 、 膝关节骨 关节结核 、 肿 瘤 、 风
采用 』 版 统计软件 行 ’ 计

湿和类风 湿性骨关节炎等 （ 精神 病患 者
； 不冑 量 资料用均数 ±标准 差 表示 ’ 组 内 治 疗前后

比较采 用配对 检验 ， 组 间 比 较采用独 立样 本 检

治疗方 法

°

验 ， 计数资料 采用 检验 ，
■ 为 差 异 有 统计

电针组
学意义 。

患 者 取坐 位或仰 卧位 ， 取患 侧犊鼻 、 内 膝 眼 、 梁

丘 、 血海 、 膝 阳关 、 阳 、 足三 里 、 瞧泉 、 阿 是 穴 。

组患 者 治疗 疗程后疗效比 较 。 见表 。

穴 位常 规消 毒后 ， 选取 华 佗牌 长 不 锈 钢 亳 表 各 组 患者治 疗 疗程后 疗效比 较 （ 例 ）

针 ， 针刺上述腧穴 ， 捻转得 气 后 连接 型 电 组别 例 数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

针仪 鑫升医用设 备厂有 限 公司 ）
， 每组 导线 上 下 同

侧 或左右交叉连接 ， 频 率为 连 续波 ， 电 流 强
电针加播针组

对照组

度 以病人 耐受 为 宜 。 每 日 次 ， 每次 电针

次 为
一

疗程 ， 疗程 间 隔 天 ， 个疗 程 后 统计 组患 者治 疗前患膝关节活 动度 、 患 膝

疗效 。 疼痛 指数 差 异无统计学意 义 （ 〉 。 治

电针加 揿针组 疗 次 、 疗程后 组患者 及 评分 比较 。

电针治疗 同 电针 组 ， 揿针 治 疗是在 电计治 疗结 见表 。

表 各组 患者治疗 次及 疗程后 及 评分 比 较 （ ±
， 分 ）

“

治疗 前 治疗 次后 治疗 疗程后
蜎 别 例数

电针组 ± ± ± ± ± ±

电针 加揿针组 ± ± ± ± ± 士

对照组 士 ± ± 土 土 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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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疗 前 ， 三 组 评 分 相 互 比 较 ， 均 改进治疗方法 ， 临床疗效 亦不断提 高
—

。 揿针埋

。 治疗 次后 ， 各 组组 内 治 疗 前后 比 较 ， 电 针 针治 疗 ， 能产生 持续而稳定 的刺激 ， 持续促进经 络气

组 、 电针加 揿针组 ， 对照组 组间 比 血的有序运行 ， 激发人体正气 ， 从而达到祛除病邪 的

较 ， 电 针组与 电针加揿针组 、 电 针加 揿针组与对照组 目 的 ， 而且在埋针期 间 ， 其不影 响患 者活动 ， 能与功

比较 均 为 ， 电针组与 对照 组 比较 。 能锻炼相结合 ， 加 快患 膝恢 复功 能 。 有人 即 使用 揿

治 疗 个 疗 程 后 ， 三 组 各 与 治 疗 前 比 较 均 为 针配合患 者运动治疗落枕 ， 并 起到 很好的疗效 ， 作者

组 间 比较 ， 电针组与 电 针 加 揿针 组 、 电 针 并且用 电化学效应得 出 ： 揿针埋针治 疗落枕 所产生

组 与 对 照 组 、 电 针 加 揿 针 组 与 对 照 组 比 较 均 为 的针刺 电化 学效应从客 观上通 过运行局 部穴 位气

。
血 、 疏通经络 、 促进代谢 、 增加 碱性物 质 、 解除 局部软

治疗前 ， 三组 评分相互 比 较 ， 均 。 组织 痉挛 并达 到通 则不痛 的治疗本质 目 的 。

治疗 次后 ， 电 计组与 治疗前 比较 〉 ， 电 针加 本次研究可 以 看 出 ， 电针 配合揿针埋针在 次

揿针组则 是 ， 对照组是 组间 比较 ， 治疗后 即时效果显著 ， 大大地缓解 患 者的痛苦 ， 而且

电针组与 电 针加揿针组 、 电 针 加揿 针组 与 对照 组 比 还能与功 能锻炼有 效结合 ， 这样患者依从性好 ， 接受

较均为 而电针组与 对照 组则 〉
。 治 度 高 ， 从而积极配 合治 疗 。 故此治 疗方法治 疗膝关

疗 个疗程 后 ， 三组与 治疗前 比较均 组 间 节骨 性关节炎 ， 不 仅安 全有 效 ， 不 良 反 应小 ， 而且治

比 较 ， 电针组与 电 针加 揿针组
、 电针 组与 对 照组 、 电 疗时 间相对灵 活 ， 疗程短 ， 缓解 患 者的 痛苦 比 较快 ，

针 加揿针组与对照组 比较均为 。 适于 临床推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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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有 明显 消 肿 止 痛 的作用 ； 同 时 缓 解 周 围 肌 肉 痉
’

—

挛 ， 改 善关节活 动度 ， 减 轻关节僵硬 。 虽 然 电 针
脑 ’ 静 ’

￡彦 青 ’ 等 电 针治疗 大 鼠 慢性 炎 时

曰 、 次 从 士姊 斗
脊髓环氧合 酶 和 蛋 白 的 表达变 化 针剌

胃治 疗膝 骨关节炎 的有效方法 ， 但其止痛 起效慢 以
研究 ’

細 ，则
： ’

及不

，

有 效地配合功譲炼 。 因 此我 们选 用揿针
吴建丽 ， 高维滨 电针 治疗膝关 节骨 性关节炎 临 床 观

针配 合治疗 。

察 针灸临 床杂 志 ，

—

揿针 在临床应 用 中 ， 其适应 症广 泛 ， 操作 简 单 ，

蔡晓 刚 中极穴埋 针 的 临 床应 用 针 灸临 床 杂志 ，

患者 痛苦小 ， 且疗效可靠 。 经过多年 临床摸索 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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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丽丽 王炜 ， 杨佩秋 揿 针疗法 治疗 面肌 痉挛 例 （ 收稿 日 期 齐淑兰发稿 ）

文章编号 ：

疾 索 挽 提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志码

多 发性硬化伴尿潴 留 案

庞蕾 蕾 海 英

辽 宁 中 医药 大学附属 医 院针灸科 沈阳

患 者 ， 岁 ， 于 年 月 日 就 诊 。 主 诉 ： 自 身 免 疫病 。 膀 胱功 能 障 碍 是 多 发 性硬 化 患 者 的 主

双 下肢 无 力 两 件 ， 加 重 伴 排尿 困 难 天 。 病 史 ： 两年 要 痛苦 之 一

， 包 括 尿 频 、 尿 急 、 尿 潴 留 、 尿 失 禁 ， 常 与

前 无 明 显 诱 因 出 现 双 下 肢 无 力 、 沉 重 、 麻 木 ； 其 后 反 脊髓 功 能 障 碍 合并 出 现 。 虽 然 以 激素 为 主 的 中 西 医

复 发 作 ，
经 脑 脊 液 检 查 结 合 核 磁 共 振 检 查 ， 诊 断 为 结 合 治 疗 均 可 取 得 一 定 的 效果 ， 但 因 为 疾 病 反 复 发

“

多 发 性硬 化
”

。 予 甲 基泼 尼松 龙 大 剂 量 短 程 疗 法 后 作 的 特 点 ， 会 逐渐 遗 留 各 种 各 样 的 不 同 程 度 上 的 功

改 为 泼 尼 松 每 日 口 服 治 疗 ， 经 治 疗 症 状 好 能 障 碍 。 热 敏 炎 技 术 继 承发 展 了 《 灵 枢 九 针 十 二

转 ， 激 素 减量 为 每 日 口 服 一 次 。 患 者 两 天 前 原 》

“

刺 之 要 ， 气 至 而 有 效
”

的 理 论 。 选 取
“

敏 化 状

症状 加 重 并 伴 有 排 尿 困 难 ， 予 泼 尼 松 口 服 ， 态
”

穴 位 ， 实 现 了
“

中 气 穴 ， 则 炎 （ 感 ） 游 于巷
” “

灸 之

同 时 配合 热 敏 灸 ， 方 法 如 下 ： 患 者 取 仰 卧 位 ， 选 用 纯 要 ， 气 至 而 有效
”

的 效果 。

艾 条 ， 在 任脉神 阙 至 曲 骨 间 、 膀胱 经 肾 俞 至 白 环 俞及 本 患 者 的 排尿 困 难 属 中 医
“

瘵 闭
”

范 畴 ， 其基 本

下 髎 穴 的 位 置 ， 约 半 後 内 ， 距 皮 n 处 施 温 病 机 是 由 于 肾 和 膀 胱 气 化 失 司 ， 导 致 以 排 尿 困 难 、 小

和 灸 。 根 据 热 敏化 特 征 选 取 穴 位 。 特 征 如 下 ： ①透 便 点 滴 而 出 ， 甚 则 闭 塞 不 通 为 临 床特 征 的 一 种 病 证 。

热 ： 灸 热 从 施 灸 穴 位 皮 肤 表 面 直 接 向 深 部 组 织 穿 因 湿 热 蕴 结 、 浊 瘀 阻塞 、 肝 郁 气 滞 、 肺 热 气 壅 所 致者 ，

透 ， 甚 至 直 达 胸 、 腹 腔
；
② 扩 热 ： 灸 热 以 施 灸 穴位 为 多 属 实 证

； 因 脾虚 不 升 、 肾 阳 亏 虚 、 命 门 火 衰 、 气 化 不

中 心 向 周 围 片 状 扩 散 ； ③传 热 ： 灸 热 从 施 灸 穴 位 开 及州 都 者 ， 多 属 虚 证 。 中 极 、 关 元 、 膀胱 俞 ， 均 为 治 疗

始 循 经脉 路 线 向 远部 传 导 ，
甚 至 到 达 病 所 ；

④局 部 癃 闭 的 常 用 穴位 。 其 中 中 极 为 膀 胱 经 的 募 穴 ， 配合

不 （ 微 ） 热 ， 远 部 热 ： 施 灸 部 位 不 （ 或 微 ） 热 ， 而 远 离 膀 胱 经 的 背 俞 穴 ， 俞募相 配 ， 疏通 膀胱 ， 通 利 小 便 ， 促

施 灸 的 部 位感 觉 甚 热 ； ⑤表 面 不 （ 微 ） 热 ， 深 部 热 ： 进 气 化 。 关 元 为 任 脉 与 足 三 阴 经 的 交 会 穴 ， 温 补 下

施 灸 部 位 的 皮 肤不 （ 或 微 热 ， 而 皮 n 下 深 部 组 织 甚 元 ， 鼓 舞膀 胱 气 化 ， 以 达 启 闭 通便 之功 。 热 敏 灸 的 方

至 胸 腹 腔 脏器 感 觉 甚 热
；
⑥ 非 热 觉 ： 施 灸 （ 悬 灸 ） 部 法 ， 依托 于 传 统 的 针 灸 取 穴 原 则 而 又 不 局 限 于传 统

位 或 远 离 施 灸 部位 产 生 酸 、 胀 、 压 、 重 、 痛 、 麻 、 冷 等 非 的 穴位 ， 动 态 地 刺 激敏感 的 穴 位 ， 并 通 过更 为 灵 活 实

热 感 觉 。 灸 至 热 敏 现 象 消 失 为
一 次 施 灸 量 ， 每 日 时 的 医 患 沟 通 ， 以 热 敏 消 失作 为 完 成 一

次 治 疗 的 衡

次 。 经 次 治 疗 后 基本 排 尿 正 常 。 量 点 ， 更好地 提 高 了 临 床 疗 效 。 笔 者 在 临 床 中 还 体

按语 ： 多 发 性 硬 化 （ 是 会 到 提高 患 者 的 感 知 力 ， 创 造 轻松 安 静 的 环境 ， 使 医

以 中 枢 神 经 系 统 白 质 炎 性脱 髓 鞘 病 变 为 主 要 特 点 的 生 和 患 者 处 在 融 洽 的 状 态 中 是 治 疗 的
一 个 关 键 环

节 ，
正 如 《 素 问 宝 命 全 形论 》所云

“

凡 刺 之 真 ， 必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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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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