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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临床效果与机制研究

常建永

崔各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北京　100012

摘　要：针灸作为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被广泛应用于治疗各种疾病，包括慢性腰痛。近年来，随着对针灸治

疗机制研究的深入，其在缓解慢性腰痛方面的临床效果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医学研究支持。本文旨在探讨针灸治疗慢性腰痛

的临床效果，并分析其可能的作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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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慢性腰痛是一种常见的临床症状，其病因复杂，包括

肌肉劳损、椎间盘病变、脊柱关节炎等。针灸治疗慢性腰

痛具有悠久的历史，其疗效在传统中医理论中得到了肯定。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科学依据和作用

机制逐渐成为研究热点。

1 针灸学基本原理

针灸学是传统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理基

于阴阳五行理论、经络学说及脏腑功能。阴阳是事物对立统

一的两面，通过调和阴阳可以恢复身体的平衡；五行理论则

解释了自然界的变化及其对人体生理和病理的影响。针灸治

疗通过刺激特定的腧穴，作用于经络，调节气血，促进脏腑

功能，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

经络是连接脏腑与四肢的通道，形成一个完整的生理

活动网络。经络中蕴藏着丰富的生理信息，刺激腧穴可以调

整局部及全身的气血状态。腧穴的选择通常基于病症的位

置、性质及全身状态。在慢性腰痛的治疗中，常使用的经穴

包括肾俞、腰俞、委中、承山、太溪、飞扬、涌泉、气海、

关元、足三里以及阴陵泉等。所采用的针刺技术主要包括平

刺法、斜刺法以及提插法。而灸法主要以肾俞穴、命门穴、

神阙穴的艾条灸为主。

针灸的有效性还与经络的走行、腧穴的深浅及气血流

动关系密切。推拿、正骨等辅助技术在临床上常被结合应用，

以增强疗效。针灸的机制主要包括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

及免疫系统的调节。针刺通过影响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源

性阿片肽，降低疼痛感。此外，针灸可调节下丘脑 - 垂体 -

肾上腺轴，提高体内抗应激能力，促进自身免疫功能。

2 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临床效果

2.1 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 2023 年 1 月 -2024 年 1 月期间收治的慢性腰

痛患者 100 例为研究对象，男性 54 例，女性 46 例，年龄

范围为 30 至 75 岁，平均年龄为 50.3±12.7 岁，腰痛持续

时间从 6个月至 15 年不等，平均持续时间为 4.2±3.1 年。

患者在入组前均接受了多种传统治疗方法，包括物理治疗、

消炎药物和其他非药物疗法，但效果不尽理想，视觉模拟

评分（VAS）记录疼痛强度变化，均在 4-8 分之间，平均为

6.2±1.1 分。同时，患者表现出明显的生活质量下降。

纳入标准包括：（1）腰痛持续存在且无明显脊柱病变；

（2）年龄在 18 岁及以上。排除标准为：（1）存在严重的

脊柱畸形或其他脊柱外科疾病；（2）患有严重的心、肺、肝、

肾功能障碍者；（3）孕妇或哺乳期女性；（4）近期内参与

其他临床试验的患者。

根据疼痛的部位和性质，患者分为三种类型，其中以

单纯性腰痛（65 例）为主，神经根型腰痛（25 例），并发

综合症（10 例）。在相关心理测评中，患者普遍存在焦虑

和抑郁情绪，HADS 焦虑评分平均为 10.5±3.2，抑郁评分则

为 9.8±2.9，显示出精神状态的普遍影响。

治疗前，所有患者的生理指标均在正常范围，血压、

心率及其它实验室检查均未出现显著异常。患者的生活习惯

调查显示，60% 的患者有长期久坐行为，40% 有不规律的作

息和饮食习惯。

2.2 针灸治疗流程

针灸治疗的流程主要包括病史评估、体格检查、针灸

点选择、操作实施和疗效评估五个环节。初步诊断阶段，通

过详细询问患者的病历，包括病程、症状特征、疼痛部位及

影响因素，结合体格检查，识别腰痛的性质与分型。诊断主

要分为血瘀腰痛、肾虚腰痛、湿热腰痛、寒湿腰痛等类型。

根据中医理论，选择合适的针灸穴位，核心穴位一般为肾俞、

命门、委中、气海、足三里等，根据患者个体特点进行微调，

治疗时可考虑伴随阴阳失衡或内脏功能失调的患者，适当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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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相关腧穴。

在具体的操作实施中，采用一次性无菌针具，常用针

具规格为 0.25mm× 30mm 或 0.30mm× 40mm，施针时采用平

插法，以保证针的直通。针刺深度一般控制在 1–3 寸。在

进行针刺操作时，应恰当掌握留针时间，通常为二十至三十

分钟。为了增强治疗效果，可在留针期间实施补泻手法，如

顺经为补、逆经为泻，或采用烧山火、透天凉等技巧，以

提升疗效。对于寒湿性腰痛、肾虚性腰痛以及瘀血性腰痛，

在针刺的同时，建议配合艾条灸法，主要采用温灸，以达到

温通经络、散寒止痛、温阳化湿之功效。

针灸治疗的频率通常为每周 2 至 3 次，一疗程 10 次，

视患者反应及症状改善情况可适当调整，总疗程建议为 4至

6 周。在疗程结束后，安排复诊，如症状改善则可调整为维

持治疗，根据个体化需求制定后续康复方案。需鼓励患者

进行适量的脊椎运动及功能锻炼，结合饮食及生活调整，

加速康复进程。整个治疗流程强调患者的主观感受与反馈，

确保疗效最大化。

2.3 效果观察与评估

在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过程中，效果观察与评估是至

关重要的环节。通过定期的评估，可以及时了解患者的疼痛

程度、生活质量改善情况以及针灸治疗的效果，从而对治疗

方案进行相应的调整。

首先，疼痛强度的评估采用视觉模拟评分（VAS）进行。

在治疗前、治疗过程中以及疗程结束后，分别记录患者的疼

痛评分。通过对比治疗前后的 VAS 评分，可以直观地反映出

针灸治疗对疼痛缓解的效果。一般而言，VAS 评分的降低表

明疼痛程度有所减轻，若评分降低超过 50%，则认为针灸治

疗效果显著。

其次，生活质量的评估采用标准化问卷，如 SF-36 健

康调查问卷。该问卷涵盖身体功能、角色限制、疼痛、总体

健康、活力、社会功能、情感问题和心理健康等多个维度。

通过对比治疗前后的问卷结果，可以全面了解针灸治疗对

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若患者在多数维度上得分有所提高，

则表明针灸治疗对改善生活质量具有积极作用。

此外，针灸治疗的效果还可以通过患者的主观感受和

反馈进行评估。在治疗过程中，医生应详细询问患者的感觉，

如针刺部位的酸、麻、胀、痛等感觉，以及治疗后的感觉变化。

医生依据患者所提供的主观感受，能够评估针灸刺激是否达

到了预期的治疗效果，并据此对针刺的深度、留针的持续时

间以及艾灸的施加部位等治疗细节进行相应的调整。

在疗程结束后，医生应安排复诊，对患者的症状进行

再次评估。若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可以考虑减少针灸治疗的

频率，转为维持治疗。对于症状未见明显改善的患者，则需

重新评估病情，调整治疗方案，甚至考虑结合其他治疗方法，

如中药、推拿治疗等，以提高疗效。

2.4 结果分析

在对 100 例慢性腰痛患者进行针灸治疗后，我们对结

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根据 VAS 评分，治疗前患者的平均疼痛

评分为 6.2±1.1 分，经过 4 至 6 周的针灸治疗，平均疼痛

评分降低至2.8±1.3分，显示出显著的疼痛缓解效果。其中，

有 78% 的患者疼痛评分降低超过 50%，表明针灸治疗对大多

数患者具有显著的疗效。

在生活质量评估方面，使用 SF-36 健康调查问卷的结

果显示，治疗后患者在身体功能、角色限制、疼痛、总体健康、

活力、社会功能、情感问题和心理健康等多个维度上的得分

均有显著提高。特别是在身体功能和疼痛维度上，改善尤为

明显，这表明针灸治疗不仅减轻了患者的疼痛，还显著提高

了他们的日常活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患者的主观感受和反馈也显示了针灸治疗的积极效果。

大多数患者表示在针刺过程中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酸、麻、

胀、痛等感觉，这些感觉在留针期间逐渐减轻，治疗后感觉

腰部轻松，活动范围增大。有部分患者在治疗初期即感受到

疼痛明显缓解，而部分患者则在经过几个疗程后才逐渐体会

到改善。

在疗程结束后，复诊结果显示，82% 的患者症状明显改

善，其中56%的患者疼痛完全消失或仅在劳累后有轻微不适。

对于这些患者，我们建议减少针灸治疗的频率，转为维持治

疗，以巩固疗效。对于 18% 症状未见明显改善的患者，我们

重新评估了病情，并结合其他治疗方法，如中药、推拿治疗

等，以提高疗效。

2.5 讨论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中医治疗方法，在慢性腰痛的治疗

中显示出显著的疗效。通过本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针

灸在缓解疼痛和改善生活质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然而，

针灸治疗并非万能，其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患者的

身体状况、病情严重程度、治疗的频率和疗程等。

首先，针灸治疗的效果与患者的身体状况密切相关。

对于体质较弱、气血不足的患者，针灸治疗可能需要更长的

时间才能见效，甚至无效。此外，针灸治疗的频率和疗程也

需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灵活调整。对于病情较轻的患者，每

周2至3次的治疗频率可能已足够；而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

则可能需要更频繁的治疗以达到预期效果。

其次，针灸治疗的效果还受到患者配合程度的影响。

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需要积极配合医生的指导，进行适当的

脊椎运动及功能锻炼，以加速康复进程。此外，患者在日常

生活中也需要注意饮食和生活习惯的调整，避免过度劳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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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姿势，以减少腰痛的复发。

最后，针灸治疗与其他治疗方法的结合也是提高疗效

的重要途径。对于部分患者，单纯针灸治疗可能无法完全解

决问题，此时可以考虑结合中药、推拿治疗等其他治疗方法。

例如，中药可以调节患者的内脏功能达到阴阳平衡；推拿治

疗则可以通过舒筋活血放松肌肉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

3 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作用机制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其作用机制涉及

多个方面，包括局部和全身的生理效应。针灸治疗慢性腰痛

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 神经调节作用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通过精确地刺激

人体特定的穴位，能够有效地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当针刺

进入穴位时，它会激活神经末梢，进而促使神经递质和神经

肽的释放。这些化学物质包括内啡肽、5- 羟色胺和去甲肾

上腺素等，它们在体内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内啡肽是一种天

然的镇痛剂，能够减轻疼痛信号的传递，而 5- 羟色胺和去

甲肾上腺素则具有抗炎作用。通过这些机制，针灸能够显著

缓解慢性腰痛的症状，为患者带来舒适和缓解。

3.2 血液循环改善

针灸治疗不仅能够调节神经功能，还能够显著改善血

液循环。通过精确刺激穴位，针灸能够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从而改善组织的营养供应和代谢废物的排除。这种刺激能够

引起血管的扩张，增加血流量，进而促进炎症的消散和组织

的修复。对于慢性腰痛患者而言，这种改善血液循环的效果

有助于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从而减轻疼痛感。针灸的这一

作用不仅限于局部，还能够对整个身体的循环系统产生积极

的影响。

3.3 肌肉松弛作用

针灸治疗在缓解肌肉紧张和痉挛方面具有显著的效果。

通过精确刺激特定的穴位，针灸能够调节肌肉的张力，促进

肌肉放松。这种放松作用对于慢性腰痛患者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它有助于缓解腰背部肌肉的僵硬和疼痛。针灸通过调节

肌肉的紧张状态，不仅能够减轻疼痛，还能够改善患者的活

动能力和生活质量。

3.4 内分泌调节作用

针灸治疗不仅对神经系统和血液循环有调节作用，还

能够对内分泌系统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

针灸能够影响激素的分泌，包括皮质醇、雌激素和睾酮等。

这些激素在体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的变化有助于调节

身体的应激反应，减轻疼痛和炎症。针灸通过这种内分泌调

节作用，能够为慢性腰痛患者带来更全面的治疗效果。

3.5 心理调节作用

针灸治疗不仅对身体有调节作用，还能够对患者的心

理状态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缓解疼痛和改善生活质量，针

灸治疗能够减轻患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提高患者的整体幸

福感。慢性腰痛不仅给患者带来身体上的痛苦，还可能导

致心理上的压力和情绪问题。针灸通过其独特的治疗机制，

不仅能够缓解身体上的疼痛，还能够帮助患者在心理上获得

放松和安慰，从而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结语

综上所述，针灸治疗慢性腰痛的作用机制是多方面的，

涉及神经调节、血液循环改善、肌肉松弛、内分泌调节以及

心理调节等多个层面。这些机制共同作用，使得针灸成为一

种有效的慢性腰痛治疗方法。从临床研究的角度看，针灸治

疗在缓解慢性腰痛方面显示出显著的疗效，不仅减轻了患者

的疼痛，还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然而，针灸治疗并非万

能，对于部分患者可能需要结合其他治疗方法以达到最佳疗

效。同时，针灸治疗的效果因人而异，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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