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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性期颈肩疼痛的护理策略：中药熏蒸与穴位按揉的联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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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特色医学中心　200050

摘　要：目的：论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按揉在急性期颈肩疼痛患者中的应用。方法：随机选择在我院医治的急性期颈肩疼痛

患者 90 例，按随机方式分组，其中 45 例使用中药熏蒸进行护理（对照组），另 45 例使用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按揉进行护理（实

验组），经观察对比，得出结论。结果：护理之后实验组患者颈肩疼痛评分、NRS 疼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P ＜ 0.05）。结论：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护理，可以有效改善颈肩疼痛，减少 NRS 疼痛评分，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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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训练是军队在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尽

管军事管理部门通过科学宣传、合理安排训练计划等方式，

不断改进和完善军事训练的工作内容，然而，军事训练仍然

呈现出增加的趋势，特别是在长期负重训练、长时间低头工

作和战士整体素质下降等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军人颈肩痛的

患者数量逐年增加，主要以急性损伤为主，其症状主要表现

为多功能肌群和软组织损伤，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最佳时机，

就容易导致软组织的水肿、增生和痉挛等慢性问题。这种疾

病长期对身体和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导致生活和工作中出现

许多不便 [1-2]。本研究采用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按揉，分析在

急性期颈肩疼痛患者护理中的应用及影响，旨在提高临床效

果，经观察后临床效果满意，报告如下。

1. 资料及方法

1.1 一般资料

我们按随机方式分组 2022 年 1 月 -2023 年 12 月就诊

于我中心中医科住院和门诊确诊为急性期颈肩疼痛（疼痛时

间大于等于 24 小时），且皮肤无破损，否认过敏史的军人

90 例。用随机数字法分为对照组：年龄 18-55 岁，平均为

（36.91±1.45）岁，共 45 例；实验组：年龄 18-55 岁，平

均为（36.62±1.66）岁，共 45 例。

基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1.2 方法

对照组：使用中药熏蒸进行护理：

①熏蒸前的准备。全面了解受试者的临床资料，评估

皮肤状况，有无心脑血管疾病，明确患者的禁忌症，与受试

者介绍中药熏蒸疗法的过程和功效，使其保持轻松地状态，

中药为：川芎 15g、透骨草 10g、红花 10g、桂枝 12g、羌活

10g、独活 10g、伸筋草 10g、葛根 30g、威灵仙 15g、桑枝

10g 等，煎至 200ml 药液，加 1000ml 水倒入中药熏蒸仪治

疗机中加热；中药熏蒸以风池、风府、天柱、大椎、肩中俞、

肩外俞等为主穴，身柱、肺俞、膏肓、心俞、天宗等为附穴。

②熏蒸中的操作。嘱受试者行俯卧位或坐位，暴露

熏蒸部位，中药熏蒸仪熏蒸口对准疼痛部位，距离 10cm-

15cm，时间 20-30min, 熏蒸强度 4-6 档，温度控制在 37℃ -

42℃。

③熏蒸后的护理。结束后擦干熏蒸部位，仔细检查皮

肤状况，嘱穿好衣服，饮 200-300ml 温开水，休息 10min，

注意保暖，防止风寒侵体。治疗疗程时间为 1 次 / 隔日， 3

次 /w，连续两周 2w，最后进行评价。

④宣教。在疗程中关好门窗，避免受风；严密观察患

者情况，随时询问患者感受，疼痛缓解程度，加强与患者的

沟通，以便掌握患者的具体情况。

实验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实施穴位按揉护理，方法同下：

①在熏蒸后，操作者以拇指或食指指腹先按压、后以

揉法施术或用大鱼际、小鱼际、掌心揉法于患侧部位，按揉

大椎、肩髃、肩贞、肩井 4 个穴位，每个穴位 1-2min，共

20-30 次，达到舒筋通络，祛邪扶正等效果。

②嘱患者进行头颈部前屈、后仰、左右侧偏，然后手

握拳，屈肘抬起，提肩扩胸，最后放松还原。

③注意事项：穴位按揉可左右手交替进行，带有酸胀感，

做放松运动时应缓慢进行，切不可用力过猛。

④嘱受试者做胸前上举，再外旋、外展、后伸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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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需轻柔缓慢，平均七个呼吸点做一个动作，试验者运用

拇指按压式的方式来确认疼痛范围 , 治疗周期同对照组。

1.3 指标判定

两组使用急性颈肩疼痛评估量表、NRS 疼痛评分表对

疼痛程度进行评价，得分越低，疼痛程度越轻。

1.4 统计学方法

使用 SPSS 24.0 软件分析数据，以 t 检验颈肩疼痛评分、

NRS 疼痛评分等计量资料（ sx ±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护理后两组颈肩疼痛评分、NRS 疼痛评分状况

实验组颈肩疼痛评分、NRS 疼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具体数据见表 1。

表 1：两组患者颈肩疼痛评分、NRS 疼痛评分情况对比 [ sx ± ，分 ]

组别 n 颈肩疼痛评分 NRS 疼痛评分

实验组 45 42.76±2.90 2.52±0.50

对照组 45 56.22±2.94 4.89±1.26

t 值 - 21.864 11.728

P 值 - 0.000 0.000

3. 讨论

住院和门诊就诊的军人患者，颈肩痛通常是由长期的

身体局部负重训练或其他原因引起的，患者可能由于长时间

工作和生活压力过大，导致相关肌肉和软组织受到了损伤，

因此身体更容易受到外邪入侵，长时间处于同一姿势或者不

良姿势可能会导致身体局部的肌肉、软组织和筋膜发生水

肿、增生和痉挛等变化。在临床实践中，目前的西医治疗手

段存在一个缺点，即治疗效果的显现需要一定的时间，而且

容易反复发作，同时也会出现皮肤过敏等不良反应，患者的

工作和生活受到极大的困扰，对部队军人的体能训练和身心

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临床中军队治疗急性期颈肩疼痛

常用药物存在治疗周期长，皮肤易过敏且容易复发的特点，

特别对于训练伤仅能起到暂时性缓解作用，若时常训练，容

易由急性转为慢性等各种问题，部分患者效果并不理想。

在当前临床实践中，针对颈肩疼痛患者的治疗主要采

用中医药方法，根据中医理论，颈肩疼痛的疾病可能是由患

者过度劳累和外邪侵袭引起，导致患者的经络气血阻滞不

畅，所以，在中医诊断和治疗过程中，主要采用行气活血的

方法。中药熏蒸是一种科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对患者的身体

进行调理，中药熏蒸的方法使得药物能够直接作用于患者的

病灶位置，经过温热作用以及药物有效成分的透皮吸收，药

物在局部会产生较高的浓度，从而减轻患者颈肩部或者肌肉

部位的损伤，具有提升血液循环、优化局部代谢、增强炎性

物质吸收以及缓解肌肉痉挛等效果 [3-5]。在本文采用的自拟

中药方剂中，桂枝具备抗炎和抑制细菌生长的作用，而川芎

则具有活血化瘀的功效，伸筋草具有活血化瘀、疏通经络和

缓解疼痛的功效，诸药合用具有祛风湿、散寒通络的功效，

能加速患者康复过程并减轻颈肩疼痛。穴位按揉是按照中国

医学理论，经络腧穴学说为依据，通过按摩穴位来达到防病

治病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可以通过刺激人体特定穴位，激

发经络之气，来达到通经活络、调节人体机能、缓解肌肉酸

痛以及平衡阴阳的效果 [6-7]。运用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按揉对

患者进行护理干预，该种护理干预方式治疗过程舒适度高，

不易过敏，不易复发，疗效显著，经济实惠。急性肩颈疼痛

症属于中医痹症范畴，在急性期，疼痛通常是由气滞血瘀所

引起的，中药熏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患者的血液循环，

以及帮助患者体内炎性物质的排除，穴位按揉渗透力强，能

够放松肌肉，疏通经络，缓解疲劳，在治疗急性期颈肩疼痛

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受到了广大基层官兵的青睐。

因此根据中药组方，配合主要穴位进行熏蒸治疗 [8-10]。本研

究使用不同的护理方式对比数据，得出结论。结果显示，实

验组患者颈肩疼痛评分、NRS 疼痛评分明显优于对照组，

两组间数据对比有显著差异（P ＜ 0.05），表明实验组使用

中药熏蒸联合穴位按揉的效果优于对照组，表明中药熏蒸联

合穴位按揉方法非常简单，操作也非常容易，而且无痛苦，

舒适度高，疗效显著、无明显副作用，易于患者接受，并且

价格实惠，具有很高的推广价值 [11-12]。

总之，使用本研究方法进行护理，可以有效改善颈肩

疼痛，减少 NRS 疼痛评分，因此它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和

临床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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