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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患者采用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治疗护理对策探讨 

张政焕 

祥云县中医医院  云南祥云 

【摘要】目的 探讨颈椎病患者采用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的护理对策。方法 选择本院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

疗治疗的 80 例颈椎病患者，时间选自 2023 年 1 月到 2024 年 1 月期间，将患者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均接受针

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对照组 40 例患者接受常规护理，观察组 40 例患者增加综合护理，对比两组患者干预前后

的疼痛评分、颈椎功能、生活质量变化。结果 干预前两组患者的疼痛评分和颈椎功能评分相近 P＞0.05，干预后

观察组患者疼痛评分降低明显，颈椎功能和生活质量明显变好，与对照组形成鲜明的数据对比 P＜0.05。结论 采
用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的方式治疗颈椎病，辅助综合护理干预措施，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患者的颈椎功能，对提

升治疗效果具有促进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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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nursing countermeasure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ed by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py 

Zhenghuan Zhang 

Xiangyun County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Xiangyun, Yunnan 

【Abstract】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nursing strategies of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using acupuncture and 
massage combined with rehabilitation therapy. Methods 8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ed with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py in our hospital were selected from January 2023 to January 2024, and the patients 
were divided into control group and observation group, all of whom received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rehabilitation 
physiotherapy. 40 patients in the control group received routine care, and 40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received 
comprehensive care. The changes of pain score,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before and after intervention 
were compa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Results Before intervention, the pain scores and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two groups were similar (P > 0.05). After intervention, the pain scores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and the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life were significantly improved, which formed a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control group (P < 0.05). Conclusio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with acupuncture, 
massage and rehabilitation therapy, combined with comprehensive nursing intervention measures, can improve the cervical 
spine function of patients more effectively, and promote the therapeut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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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的发病原因较多，与坐姿不正确，长时间低

头，缺乏颈部运动等有关。而随着年龄的增长，颈椎间

盘及附属机构也会发生退行性骨变，增加对颈椎造成

危害[1-2]。颈椎病在发病过程中，轻则引发疼痛、活动

受限，重则会影响患者的睡眠质量，使患者出现焦虑、

抑郁情绪。由于颈椎部位结构复杂，治疗通常采用保守

治疗方式，针灸推拿法是最常见的治疗方法，其能够通

过穴位按摩、穴位针灸的方式缓解疼痛与僵硬感，还能

疏通脉络、活血化瘀、消炎，在减轻患者的不适感的同

时，恢复颈椎部位的基本功能。在针灸推拿过程中联合

康复理疗，护理人员可以根据患者具体的情况调节牵

引力度，能在治疗颈椎的同时做好颈椎保护工作，避免

对患者颈椎造成二次拉伤。给予患者合理、有效的护理

干预措施，既能缓解患者的疼痛感，又能提升其在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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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对颈椎的保护能力，进而降低颈椎病复发的概

率。 
1 资料和方法 
1.1 基础资料 
选择 2023 年 1 月到 2024 年 1 月为时间节点，选

取本医院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治疗颈椎病的患者为

对象，纳入的 80 例患者以双盲法进行分组，对照组、

观察组各 40 例。观察组中男患者 23 例，女患者 17 例，

年龄范围 21 岁-61 岁，平均（47.52±3.14）岁，病程

时间 4 年-13 年，平均（9.63±2.23）年。对照组中男

患者 21 例，女患者 19 例，年龄范围 20 岁-62 岁，平

均（47.51±3.04）岁，病程时间 3 年-12 年，平均（9.44
±2.17）年。以上数据进行两组间对比，P 值＞0.05，
可进行统计分析。 

1.2 方法 
两组患者均接受针灸推拿与康复理疗：（1）针灸

主穴选取天柱穴、足三里穴、风池穴、风府穴、颈夹脊

穴等，配穴选取印堂穴、大椎穴、太阳穴等。施针选用

平补平泻法，留针 30min，每日针灸 1 次，连续针灸 3
周[3]。（2）推拿使用一指禅法弹推颈项 5min，弹拨项

韧带 1min，提拉颈肩部 1min，同时配合左右摇动颈部

若干次。然后以拿法放松颈肩、上背处肌肉，缓慢叩击

背部 15-30 下，随后托住下颚环状摆动颈部[4-5]。（3）
康复理疗时患者取平卧体位，熬制活血化瘀的中药汁，

使用药汁盆熏蒸颈部，然后利用牵引设备进行颈椎牵

引治疗。 
对照组患者施行常规护理：健康宣教、心理护理、

饮食护理等。 
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增加综合护理：（1）针灸

推拿护理：护理人员先向患者介绍针灸推拿的基本流

程、注意事项等，并告知患者针灸推拿时会产生酸痛感，

这属于正常现象，无须担心，让患者做好心理准备。在

患者针灸推拿前做好局部皮肤清洁工作，保障针灸推

拿的疗效和安全性，前期准备工作完成后让患者采取

仰卧位露出颈部，由于不同颈椎病患者的发病症状存

在差异，应依据患者存在的其他症状适当增加针灸穴

位，并在针灸过程中询问患者的感受，如果患者出现其

他突发情况要及时调整针灸方式或停止针灸治疗。每

次针灸结束后让患者适当休息 20 分钟，休息结束后身

体没有不适感，再对其进行推拿按摩，每次推拿 20 分

钟，推拿完成后依旧让患者休息 20 分钟。在患者进行

针灸推拿期间，护理人员要记录其颈椎病症状消失情

况、疼痛情况、生活质量等指标改善情况。（2）康复

理疗护理：康复理疗主要是通过牵引患者的颈椎来达

到治疗的目的，在牵引前护理人员要对患者进行讲解，

然后让患者采用仰卧位，根据患者颈部疼痛位置、身体

情况合理调整牵引力度。在理疗期间为患者做好保暖

工作，理疗结束后告知其适当活动颈部强化护理成效，

还能避免颈椎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感到不适。（3）
中医护理：护理人员教会患者自己按摩颈部的正确方

法，以便于其颈肩酸痛时能够自行按摩，以及正确的坐

姿、卧姿等，避免造成颈椎病再次复发。同时还要评估

患者的中医证型，湿热阻络症患者可摄取具有清热通

络作用的食物，例如丝瓜、苦瓜等。寒湿阻络症患者可

食用具有温经散寒作用的食物，例如羊肉等。气血不足

患者可食用补血养气的食物，例如鲜鱼、公鸡等。（4）
生活指导：结合患者文化水平和对颈椎病的了解，给予

患者个性化宣教，使患者能客观对待疾病，配合治疗。

同时，告知患者做好颈部保暖，避免颈部活动幅度过大，

避免长时间低头看书、行走时挺胸收腹。帮助患者养成

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促进病情的改善，降低颈椎病的

复发风险[6]。（5）运动指导：护理人员指导患者进行

颈部运动训练，早期对患者进行基本的伸展训练，逐渐

过渡到米字操[7]。每天根据患者的实际情况加减运动量

和运动的难易程度，做好指导监督的工作，以免造成颈

椎劳损加重[8-9]。并向患者说明运动的好处，能促进身

体新陈代谢，增强身体免疫力，改善生命质量[10]。 
1.3 评估指标 
（1）使用 VAS 法评估患者疼痛评分，评分越高表

示患者疼痛越严重。 
（2）使用 NDI 指数评估患者颈椎功能评分，包括

活动能力和颈痛相关症状两个维度，评分越高表示颈

椎功能越良好。 
（3）使用 SF-36 生活质量表进行评估，包含生理

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精神状态四个方面，评分

越高表示生活质量越好。 
1.4 统计学分析 
利用工具 SPSS-23.0 处理各种数据，差异是否具备

统计学意义，由是否是 P＜0.05 决定。计量资料“͞x±
s”予以 t 值检验，卡方对所有的计数资料进行计数验

证。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疼痛评分和颈椎功能比较 
对照组患者干预前疼痛评分（4.59±0.82）分、颈

椎前屈活动度（46.3±2.6）分、颈椎功能（37.16±1.42）
分，干预后分别为（2.72±0.75）分、（60.91±3.37）



张政焕                                                    颈椎病患者采用针灸推拿结合康复理疗治疗护理对策探讨 

- 188 - 

分、（45.26±4.82）分。观察组干预前疼痛评分（4.64
±0.85）分、颈椎前屈活动度（6.5±2.8）分、颈椎功

能（8.19±0.84）分，干预后分别为（1.61±0.44）分、

（65.2±3.1）分、（69.3±2.6）分。经比较，干预前组

间各项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干预后则为观

察组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成立 P＜0.05。 
2.2 两组患者生活质量评分比较 
对照组患者生理健康（77.52±3.17）分、心理健康

（72.21±2.73）分、睡眠质量（70.96±4.61）分、精神

状态（76.52±4.20）分，观察组患者生理健康（83.76
±3.11）分、心理健康（85.36±3.82）分、睡眠质量（88.95
±3.12）分、精神状态（88.99±5.22）分，组间数据显

示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优于对照组，统计学意义成立 P
＜0.05。 

3 讨论 
颈椎病大多是由颈肩肌肉、骨骼长期劳损导致的

功能障碍和结构改变，中医认为，颈椎病属于“劳损”、

“眩晕”，与多方面原因有关，主要发病机理为气虚血

瘀、瘀血阻脉，加之邪气侵袭，进而会引起颈椎病。在

中医对颈椎病的治疗中，针灸和推拿比较有代表性，通

过针灸对大椎穴、肩井穴、风池穴等穴位进行针刺，可

以缓解局部肌肉痉挛以及对血管的压迫，有助于舒筋

活络、改善缺血。同时，推拿的应用下能够重点对颈椎

部位进行按揉，使其肌肉被放松，最终可达到理筋整复、

气血通畅之效。联合康复理疗能缓解患者的软组织粘

连情况，促进僵硬的肌肉群恢复活动能力，实现对颈椎

功能的恢复。 
本文中对照组采取常规护理措施，虽然对患者颈

椎病的恢复带来助力，但收效甚微。而观察组采取综合

护理干预，不仅可以通过个性化的心理疏导提高患者

依从性，还能通过健康宣教来提升其自我护理能力，加

用辨证饮食护理能更进一步改善患者病情。此外，还指

导患者进行康复运动，通过循序渐进的运动指导不断

提高患者的颈椎功能，还能积极引导患者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从而降低颈椎病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颈椎病患者可以通过针灸、推拿、康复

理疗方式刺激皮肤和穴位，以达到舒筋活络、活血行气、

改善微循环、促进炎症和疼痛消除的目的。在此基础上

进行护理干预护理成效显著，能进一步减轻患者疼痛

程度，缓解颈椎疾病症状，巩固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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