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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资料

2004 年 5 月—2005 年 5 月，颈椎病患者共 78 例，其中男

32 例，女 46 例；年龄 28～70 岁，其中 40～59 岁共 50 例，平均年

龄 47.5 岁；病程最短 4 d，最长 10 a，平均 1.24 a。根据病史、症

状、体征及 X 线片，符合《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颈椎病的

诊断标准。全部病例随机分为药枕组（41 例）和对照组（37 例），

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及颈椎病分型经统计学处理

差异均无显著性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2 治疗方法

2.1 推拿 先揉按或拨揉颈项部和颈枕部两侧肌肉，随后按

揉风池穴，并从印堂穴至百会穴施用一指禅手法。以提拿、揉

捏等法放松颈、肩部肌肉后，两手拇指置于两侧风池穴，其余

4 指置于领下，用力向上拔伸，并慢慢用力使头部向左右两侧

各旋转 30～40 度，重复 2～3 次。头痛重者，依头痛部位不同加按

印堂、太阳、头维、风府@伴视力改变者可加按攒竹、睛明，以两

拇指指腹推眉弓A伴耳鸣、耳聋者可加按听宫、听会，并鸣天鼓。

2.2 口服中成药 复方丹参片、大活络丹、颈复康冲剂等。

2.3 药枕 药枕组在以上治疗方法基础上加用。药枕处方：

当归、川芎、红花、金银花、侧柏叶、艾叶、野菊花、夏枯草、桑

叶、蚕砂、稽豆衣、仙灵脾、通草、薄荷、苏梗、苍术。另以丁香、

肉桂、山奈、荜茇、冰片、樟脑，粉碎和匀，另包一小袋，与上药

共填枕中。

2.4 疗程 推拿治疗 2 次 /d，连续 14 d 为 1 个疗程。

3 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 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

3.2 治疗结果 药枕组优 14 例，良 15 例，好转 7 例，无效

5 例，有效率为 87.80% ，对照组优 11 例，良 11 例，好转 5 例，

无效 10 例，有效率为 72.97% ，两组有效率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P<0.05）。治疗 5 周后，普遍复查颈椎正、侧、左斜位、右斜位

X 线片作对比，见表 1。

4 讨论

中医学认为，颈部退行性病变系在肝肾不足、筋骨失养的

基础上，复加劳损及风寒湿邪等因素，以致筋骨懈惰，经络滞

涩，气血失宣，从而出现颈臂疼痛，酸麻重着，头目眩晕等症，属

于本虚标实。枕中方药以治标为主，协同口服中成药，具有活血

通络，宣散痹邪，通窍祛风之功。药枕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牵

引，药枕并不置于枕骨部，而是置于颈后部。当直径 10 cm 的长

圆枕置于颈后部时，头面轻度后仰。负重点的改变形成头与躯

干的轻度对抗牵引。小重量牵引的积累时间较长，可解除颈肌

痉挛，扩张椎间隙和椎间孔，改善血循环，使充血水肿消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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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两组 X 线片改善情况比较

组别

药枕组

对照组

恢复

21

16

无变化

1

3

恢复

12

7

无变化

0

4

恢复

15

11

无变化

5

9

恢复

15

16

无变化

9

7

弧度变直 弧度反弓 椎间隙边窄 椎间孔缩小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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