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上所述#沙丁胺醇与异丙托溴铵二者受体分布

相互交叉#起效时间相互协同#可明显改善
'\G+

患

者呼吸功能#降低患者血清
PS)$3

)

PS).(

水平#提高整

体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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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治疗网球肘的疗效

杨伯炜!赵红英#

长庆油田职工医院麻醉科!陕西西安
3$#.##

!!

摘
!

要"目的
!

探讨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在网球肘患者中的临床效果"方法
!

选择

.#$!

年
.

月至
.#$1

年
2

月该院收治的
!(

例网球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

)_.#

%

和治疗组$

)_.(

%"对照组采用冲击波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理伤推拿手法治疗!两组患者均接受
!

周治疗!比较两组患者疼痛#肘关节功能及近期的效果"结果
!

两组患者治疗前视觉模拟疼痛$

V%Y

%#

T8

N

4

改

良
$.

项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治疗
.

#

(

#

!

周后
V%Y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患者治疗
$

#

.

#

(

#

!

周后
V%Y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治疗
$

#

.

#

(

#

!

周后肘功能
T8

N

4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患

者治疗
(

#

!

周后肘功能
T8

N

4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者治

疗
!

周后近期有效率分别为
1"/##[

#

2$/(#[

!治疗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3"

!

!_

#/#!$

%"结论
!

将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用于网球肘患者治疗能获得较高的近期疗效!能减

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肘关节功能!值得推广应用"

关键词"循经穴位&

!

冲击波疗法&

!

黄氏理伤推拿&

!

网球肘&

!

肘关节功能

中图法分类号"

0.3!/2

文献标志码"

%

文章编号"

$13.)2!""

$

.#$2

%

$!).#X#)#!

!!

网球肘又称肱骨外上髁炎#主要临床表现为肘关

节外侧前臂伸肌起点部位肌腱发炎)疼痛#多数患者

由于前臂伸肌重复用力引起慢性撕拉#用力抓握)举

物体时感觉到疼痛+网球肘是典型过劳性综合征#好

发于网球)羽毛球运动员#并且在砖瓦工)木工中均可

发病+目前#临床上对于网球肘治疗方法相对较多#

包括理疗推拿)针刀疗法)激素注射)自体血液注射和

止点手术重建及关节镜清理等#虽然能改善患者症

状#但是其应用均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

(

+近年来#体

外冲击波成为临床治疗骨筋膜疾病的重要方法#对四

肢骨关节慢性疼痛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显著#具有非侵

入性)组织损伤小和疗效较为可靠等优点+本研究探

*

#X#.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W4/$!



讨了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治疗网

球肘患者的临床效果#现报道如下+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择
.#$!

年
.

月至
.#$1

年
2

月本

院收治的
!(

例网球肘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

准!$

$

%均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年%颁布的/中

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0中网球肘诊断标准&$

.

%肱骨外

上髁压痛明显#提物或端物时该部位及周围均伴有明

显的疼痛)抗阻或伸肌牵拉$

T@DD>

征%阳性&$

(

%符合

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治疗适应证+

排除标准!$

$

%合并恶性肿瘤或其他关节疾病者&$

.

%

存在冲击波治疗禁忌证或者未坚持规定方法完成治

疗患者&$

(

%近期使用过其他方法治疗可能影响预后

评估者+按照治疗方法不同分为对照组$

)_.#

%和治

疗组$

)_.(

%+对照组中男
$.

例#女
X

例#年龄
.2

"

3.

岁#平均$

"!/$Xe"/32

%岁&病程
.

周至
1

个月#平均

$

./$"e#/"$

%个月&右上肢
$(

例#左上肢
3

例+治疗组

中男
$.

例#女
$$

例#年龄
(#

"

3(

岁#平均$

""/#1e

"/X.

%岁&病程
(

周至
1

个月#平均$

./$2e#/"1

%个月&

右上肢
$!

例#左上肢
2

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具有可比性+

$//

!

治疗方法
!

对照组采用冲击波治疗!选择瑞士

*TY

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治疗机进行治疗#根据

患者疼痛程度及耐受性#合理调节体外冲击波治疗机

工作电压及冲击量#对肘部疼痛较明显的压痛点分别

从横)纵方向进行集中治疗#冲击探头
$"66

#压力设

置为
$/"

"

(/#C89

#手柄压力中度#频率为
"

"

$#IK

#

.###

"

."##

次#治疗周期为
"

"

3?

#计划治疗
(

"

"

次+冲击波治疗均由疼痛门诊医师或专科护师完成+

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理伤推拿手法治疗+

选择黄氏理伤手法!拿揉)点按)弹拨)摇法+$

$

%前臂

捋按手法!患者取坐位或者卧位#瞩前臂旋前#腕关节

屈曲)握拳#术者一手固定腕关节#另一手拇指指腹由

肱骨外上髁约
"56

处沿尺骨)桡骨的体表投影及中

线向腕关节进行捋按#至肱骨外上髁处宜柔宜慢#结

节处适当停留弹拨#力度由轻到重#速度宜慢#反复

(

"

"

次+$

.

%肱桡关节推按手法!患者取坐位或者卧

位#瞩患者肘关节微屈#术者一手固定腕关节#另一手

拇指按压肱桡关节关节间隙#并沿关节间隙进行推

按#推至桡骨小头内侧上桡尺关节间隙处#一手拇指

向下向桡侧按压#另一手固定腕关节并做被动屈伸活

动#反复
(

"

"

次#以患者有酸麻胀痛感为宜#做肘部

摇法#行功能训练及放松治疗结束推拿治疗+$

(

%应

用气压弹道式体外冲击波治疗机实施冲击波穴位疗

法!主穴选择肘关节部阿是穴或者周围激痛点#配穴

以手阳明经脉为主#如曲池)手三里)肘
"

)臂和合

谷+选择应用
166

探头#压力设置为
$/#

"

$/"C89

#

手柄压力轻度#频率为
$

"

"IK

#阿是穴冲击次数
"##

次#其他穴位分别冲击
.##

次#冲击次数合计
$"##

"

.###

次#治疗周期
(

"

!?

#计划治疗
"

"

X

次+黄氏理

伤推拿手法治疗及冲击波穴位治疗均由笔者独立完

成+两组患者治疗完毕后#接受正确的康复锻炼指

导#叮嘱患者减少负重)制动休息)纠正姿势#并进行

桡侧腕短伸肌的静力牵拉练习#两组患者治疗
!

周后

对治疗效果进行评估'

.

(

+

$/'

!

观察指标
!

$

$

%视觉模拟疼痛$

V%Y

%评分#采用

V%Y

评分对两组患者治疗前及治疗
$

)

.

)

(

)

!

周后的

疼痛进行评分#总分
$#

分#分值越高#疼痛越明显+

$

.

%近期疗效率#依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

年%颁

布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0评价疗效!治愈#疼痛

消失#持物无疼痛#肘部活动自如#恢复正常工作及生

活&好转#疼痛减轻#肘部功能改善#不影响工作及生

活&无效#治疗前后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善+近期有效

率
_

$治愈例数
f

好转例数%"总例数
Z$##[

+$

(

%肘

关节功能评分+采用
T8

N

4

改良
$.

项评分法对患者

肘关节功能进行评估#量表共有
$.

项#每项均采用

#

"

!

分
"

级评分法评分#分值越高#治疗效果越差+

$/1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YGYY$2/#

统计软件进行数

据处理及统计学分析+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Ke

F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

检验#组内比较采用

配对
@

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或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

采用
!

. 检验#以
!

$

#/#"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者
V%Y

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治疗前

V%Y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

患者治疗
.

)

(

)

!

周后
V%Y

评分均低于治疗前#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患者治疗
$

)

.

)

(

)

!

周后
V%Y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

$

#/#"

%#见表
$

+

///

!

两组患者肘功能
T8

N

4

评分比较
!

两组患者治

疗前肘功能
T8

N

4

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

#/#"

%&两组患者治疗
$

)

.

)

(

)

!

周后肘功能
T8

N

4

评分

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治疗组

患者治疗
(

)

!

周后肘功能
T8

N

4

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

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者
V%Y

评分比较#

KeF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对照组
.# 3/"e#/1 1/$e#/1 !/1e#/3

"

(/"e#/!

"

./Xe#/1

"

治疗组
.( 3/(e#/" !/3e#/X

"(

(/3e#/"

"(

./1e#/1

"(

$/!e#/"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

$

#/#"

*

$X#.

*

检验医学与临床
.#$2

年
3

月第
$1

卷第
$!

期
!

S8CT:?'D@A

!

UBD

N

.#$2

!

V4D/$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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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两组患者肘功能
T8

N

4

评分比较#

KeF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治疗
!

周后

对照组
.# .X/"e3/1 ../3e1/$

"

$2/1e1/3

"

$X/"e"/!

"

$!/Xe"/1

"

治疗组
.( .3/2e1/" .$/3e"/X

"

$X/3e"/"

"

$(/1e!/2

"(

$#/!e!/"

"(

!!

注!与本组治疗前比较#

"

!

$

#/#"

&与对照组同期比较#

(

!

$

#/#"

//'

!

两组患者近期有效率比较
!

对照组与治疗组患

者治疗
!

周后治愈例数分别为
$#

)

$1

例#有效例数分

别为
(

)

"

例#无效例数分别为
3

)

.

例#近期有效率分

别为
1"/##[

$

$(

"

.#

%)

2$/(#[

$

.$

"

.(

%#治疗组明显

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_$/$3"

#

!_#/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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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
!!

论

!!

网球肘是慢性积累性劳损致使腕曲肌腱附着部

发生损伤)肌化#从而形成纤维组织的肌筋膜疾病#在

局部产生水肿或者渗出粘连#从而引起附近神经肌肉

功能失调#微血管神经束受压#引起血流减少)组织营

养不良#导致肱骨外上髁炎)伸肌总腱末端病)肱桡关

节滑囊炎)肘外侧韧带附着处损伤及环状韧带损伤

等#局部反应通过中枢或者交感神经的反射作用致使

肌肉紧张#出现感应痛区#表现为非炎症性局限性疼

痛#影响前臂旋转和伸腕功能#因此#又称肘外侧疼痛

综合征'

(

(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发现,网球肘-称

谓难以体现其临床特点#其准确性有待商榷'

.

(

+笔者

认为#对于网球肘的治疗#不能仅以局限性疼痛治疗

为目的#应充分地了解病程)评价病情#积极开展对肘

外侧疼痛综合征所累及的整个肌群)肌腱及关节的全

方位治疗#制订一整套较为系统的综合治疗方案尤为

重要+

冲击波是一种通过物理学介质传导的机械性脉

冲震波#利用液电)压电或电磁产生的直接和由空化

作用间接产生的机械效应#刺激或者重新启动受累肌

腱)韧带及周围病变组织的愈合#增加血液循环#促进

血管扩张#带来新的生长因子诱使干细胞转化为正常

组织和细胞#从而达到治疗作用'

!

(

+国内文献报道冲

击波治疗网球肘成功率为
3#[

"

X#[

#但对不同的末

端病其疗效并不相同#其中对肌腱损伤)骨关节损伤

的疗效较理想#而对腱周组织损伤的疗效差'

"

(

+冲击

波治疗过程中#选择来自肌筋膜的敏感压痛点#即激

痛点)扳机点进行冲击治疗#以改善痛点所牵扯区域

的功能障碍#分解因疼痛所产生的代谢产物#从而刺

激受累肌群#阻断疼痛向心性传导#同时冲击波可以

破坏疼痛受体的细胞膜#抑制疼痛信号的产生及传

导#并且刺激内啡肽的产生#降低局部疼痛的敏感性#

对患者疼痛部位产生明显的即刻和长期止痛效果'

1

(

+

本研究选择不同的冲击波治疗模式及探头#使其特性

达到了很好的体现#两组患者治疗过程中的各个观察

节点都取得了很好的临床治疗效果#随着治疗次数的

增加和时间的延长#

V%Y

)肘功能
T8

N

4

评分进一步

降低#且观察期内病情均未发生反弹#循经穴位冲击

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手法治疗与冲击波痛点治疗比

较#止痛效果)肘功能恢复等临床治疗效果更加明显+

笔者认为#冲击波应用于网球肘的临床诊疗过程中#

除能够准确定位激痛点外#还可对周围组织进行全方

位治疗+因疼痛受累肌群或者肌腱的变性)增厚#可

以诱发整块肌肉的疼痛#并逐步影响到周围)附近肌

群#甚至远离部位的肌群#这就需要在冲击波治疗网

球肘疾病的过程中结合其他的治疗手段#以达到更好

的治疗效果+网球肘在中医里属于,经筋病-#经筋则

是经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疼痛与经筋受损)经

络闭阻有关#归,痹症-范畴#/黄帝内经0云!风寒阻络

,不通则痛-或者气血亏虚,不荣则痛-

'

3

(

+无论是黄

氏理伤推拿手法#还是循经穴位冲击波治疗#遵循,以

痛为腧-#注重局部痛点阿是穴和肘关节周围取穴$激

痛点%的作用#配穴以手阳明经脉为主#如曲池)手三

里)肘
"

)臂和合谷#医者通过拿揉)点按)弹拨和摇

法#对激痛点周围毛细血管和神经束的应激紧张状态

进行缓解#循经冲击波穴位治疗可调畅气血)疏通经

气#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缓解软组织痉挛#减轻和

松解无菌性粘连#达到血行而血脉通#脉通则瘀阻祛#

瘀祛则疼痛止的目的+并通过治疗后的干预及功能

训练#温通经脉)活络止痛)消除炎症)剥离粘连和滑

利关节#进一步降低肌肉张力)恢复肌肉柔韧性)增强

肌力和改善肢体功能活动'

X

(

+

综上所述#将循经穴位冲击波疗法联用理伤推拿

手法用于网球肘治疗能获得较高的近期疗效#能减轻

患者疼痛#改善患者肘关节功能#值得推广应用+但

是#本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一方面纳入的病例数较

少#尚需要大样本研究进一步验证结论&另一方面数

据在进行分析)处理时存在较大的人为误差#需要进

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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