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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二灶理论”下“闪火银针”治疗颈椎病的临床实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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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比较“闪火银针”结合体针加穴位贴敷与单纯体针加穴位贴敷治疗颈椎病的疗效。方法 选
取我单位收治的 180 例颈椎病患者作为此研究的观察对象，随机将患者分成对照组（n=90，采取单纯体针加穴位

贴敷治疗）、观察组（n=90，采取“闪火银针”结合体针加穴位贴敷治疗）2 组；比较两组的治疗效果、治疗效

果满意度。结果 观察组的治疗有效率要高于对照组有效率，组间比对差异显著（P<0.05）。观察组患者对治疗

的总满意率比较对照组的总满意率更高，两组间比对差异显著（P<0.05）。结论 应用“闪火银针”结合体针加

穴位贴敷治疗颈椎病，可有效缓解患者的症状，改善颈功能，促进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及满意度，具有较高的应

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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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Case Study o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with "Flashing Fire Silver Needle" Based on 

the "Two Focus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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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compare the efficacy of "Flashing Fire Silver Needle" combined with body acupuncture 
plus acupoint application and simple body acupuncture plus acupoint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180 patients with cervical spondylosis treated in our unit were selected as the observation objects of this study. 
The patient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wo groups: the control group (n=90, treated with simple body acupuncture plus 
point application) and the observation group (n=90, treated with "flash fire silver needle" combined with body 
acupuncture plus point application); The treatment effect and satisfaction of the two groups were compared. Results: The 
effective rate of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group, with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 (P<0.05). The total satisfaction rate of patients in the observation group was higher than that in the control group,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0.05). Conclusion: The application of "Flashing Fire 
Silver Needle" combined with body acupuncture and acupoint appl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spondylosis can 
effectively relieve the symptoms of patients, improve the cervical function,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and has high application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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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引起的颈部症状

及全身体征。颈椎病患者的主要表现症状是一侧或双

侧颈肩上肢反复发作的疼痛、麻木，仰头、咳嗽时症

状加重，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及工作[1-2]。中医将

颈椎病归为“痹症”范畴中；认为其致病因素主要是

由于人体正气不足情况下，或因感受风寒湿邪，乘虚

侵袭肌表，客于筋脉，注于经络而致气血痹阻；或因

慢性劳损、外伤等，而致经络闭塞，气血受阻，气滞

血瘀，经络肌肤失于濡养所致。对颈椎病患者的治疗

主要以疏通经络、活血化瘀以及缓解疼痛、麻木等症

状为治疗原则；而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针灸、中药外用

等多种疗法，不同疗法的治疗效果有一定的差异，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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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综合疗法治疗患者相比单纯一种疗法的治疗效果

显著。鉴于此，本文将探讨分析“闪火银针”结合体

针加穴位贴敷与单纯体针加穴位贴敷治疗颈椎病的疗

效，详见下文。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我单位收治的 180 例颈椎病患者为此次研究

观察对象，将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n=90）与观察组

（n=90）两个组别。对照组：男、女性患者的例数各

为 47 例、43 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35 岁-65 岁间，

平均年龄（49.25±6.59）岁；疾病分类：颈型颈椎病

患者 42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 48 例。观察组：男、

女性患者的例数各为例、例；患者的年龄范围在 37
岁-62 岁间，平均年龄（48.64±6.82）岁；疾病分类：

颈型颈椎病患者 44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 46 例。

两组患者基本资料比较无较大差别（P>0.05），组间

具有可比性。 
诊断标准：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特点：颈部的酸痛

胀；常因长时间低头工作而加重，休息后可缓解或治

愈，可以反复发作[3]。椎动脉型颈椎病：头晕、头痛[4]。 
1.2 方法 
1.2.1 对照组 
对照组采用单纯体针加穴位贴敷，体针选取穴位

（天柱、颈夹脊、风池、肩井、天宗、肩中俞、肩外

俞、大椎、曲池、外关、支沟、合谷等随机交叉辩证

取穴），针灸隔日一次，穴位贴敷一周一次（大椎、

天宗、肩井、肩外俞、肩中俞、颈夹脊、曲池、外关

等一次贴 6 穴，交叉辩证取穴，）共治疗 45 天。 
1.2.2 观察组 

观察组，采用“闪火银针”结合体针加穴位贴敷。

“闪火银针”（天柱、风池、大椎、颈夹脊、肩井、

肩中俞、肩外俞、天宗、曲池、外关、支沟、合谷等

随机交叉辩证取穴，一次 5 针 5 穴）、体针取穴（同

对照组）、穴位贴敷（同对照组）均每周一次，共治

45 天。 
1.3 观察指标 
（1）疗效：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5]

中关于颈椎病的疗效标准执行评估两组患者的治疗效

果。疗效分为以下 3 个标准：治愈（症状完全消除，

且颈功能恢复正常）、好转（症状明显减轻，且颈、

肩及背部疼痛得到明显缓解，患者颈功能得到改善）、

未愈（患者的症状未得到改善）。 
（2）满意度：采取评分方式评估并比较两组患者

的治疗满意度情况，将满分设置为 60 分，满意度共分

为 3 个等级：满意（46-60 分）、基本 满意（21-45 分）、

不满意（0-20 分）。 
1.4 统计学方法 
统计数据采用 SPSS25.0 展开整理分析，计数资料

采用 χ²，表示 为（%），计量资料采用 t，表示为（ x s± ），

若检验结果显示 P＜0.05，则提示数据间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治疗效果比较 
表格 1 数据中得出，对照组的治疗有效率比观察

组的治疗有效率更低（P<0.05）。 
2.2 治疗效果满意度比较 
从表格 2 数据中可见，对照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满

意率比观察组满意率更低（P<0.05）。 

表 1   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比对[n(%)] 

组别 治愈 好转 未愈 治疗有效率 

对照组（n=90） 48（53.33） 35（38.89） 7（7.78） 83（92.22） 

观察组（n=90） 60（66.67） 29（32.22） 1（1.11） 89（98.89） 

χ² -- -- -- 3.960 

p -- -- -- 0.047 

表 2  两组患者对治疗效果的满意度情况比较[n(%)] 

组别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总满意率 

对照组（n=90） 47（52.22） 36（40.00） 7（7.78） 83（92.22） 

观察组（n=90） 64（71.11） 25（27.78） 1（1.11） 89（98.89） 

χ² -- -- -- 3.960 

p -- -- -- 0.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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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讨论 
颈椎病是指颈椎间盘退行性变、颈椎肥厚增生以

及颈部损伤等引起颈椎骨质增生或椎间盘脱出、韧带

增厚，刺激或压迫颈脊髓、颈部神经、血管而产生一

系列症状的临床综合征[6]。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电子产品的普及应用，以及工作压力的逐步增加，导

致此疾病逐渐年轻化，且具有多发性、难治性及易复

发性等特点，严重影响及危害人们的日常生活质量及

身体健康。“二灶理论”认为：“在机体出现某种疼

痛时，经过痛觉神经通路传导至脑神经中枢，此时就

形成了第一兴奋灶，在此刻开展针刺治疗干预，则会

在人体中枢神经系统中再次形成一个兴奋灶。而第二

个兴奋灶的兴奋强度在针刺的作用下，其兴奋强度超

过了第一个兴奋灶的强度，相对性的对第一兴奋灶的

兴奋性起到压制作用，并且强制性吸引第一兴奋灶的

“兴奋性”。由于第一兴奋灶的兴奋性受到压制及吸

引作用，从而可以起到减弱疼痛的作用”。 
中医治疗颈椎病的治疗原则以疏经通络、活血化

瘀、行气止痛为主。临床中用作于颈椎病的治疗方法

包括物理治疗以及针灸治疗等疗法干预，其中针灸是

用作于治疗颈椎病的有效疗法，可以帮助患者缓解颈

肩部位的肌肉僵硬症状，有利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以此达到缓解疼痛的目的[7]。针灸是中医疗法的重要

治疗方法，通过毫针刺激相应的穴位，起到疏通经脉、

调理气血的作用，以此达到治疗目的[8-9]。且有关研究

中表明[10]，运用针灸方法治疗颈椎病，可有效疏通经

络，促进抑制炎症反应，改善患临床症状，提高治疗

效果，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痛苦。穴位敷贴作为中医疗

法中的外治疗法，通过对穴位的刺激与调节作用，结

合敷贴药物吸收后的药效作用，并且结合穴位刺激与

药物效果的综合效果，以此激发人体的经络功能、调

和气血，帮助改善人体血液循环，促进调节人体动态

平衡[11-12]。皮肤是经络散布存在，同时也是机体保护

屏障，通过穴位敷贴，可有效透过皮肤屏障发挥药物

效果，改善颈椎疼痛的同时，有利于协调机体平衡[13]。

“闪火银针”延伸了火针的功能，是传统针灸的升级

版，适用于毫针所能治疗的各种疾病，简单的说就是

在穴位上常规消毒后，用毫针在火上烧一烧快速刺入

穴位的一种针刺疗法。此次研究中将体针、穴位敷贴

以及“闪火银针”结合应用，对颈椎病患者实施治疗，

让多种治疗方法之间进行相互作用，有利于提高治疗

效果，加速患者的病情恢复。 
综上所述，对颈椎病患者的治疗，采取“闪火银

针”结合体针加穴位贴敷治疗干预的效果显著，对于

患者的症状缓解具有显著效果，对于颈功能具有明显

的改善作用，促进提高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有利于

提高患者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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