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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痹康辨证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60 例临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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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目的 观察导师马勇教授经验方项痹康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 60 例的疗效。 方法 将 120 例神经根型

颈椎病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服用项痹康)和对照组(服用颈痛颗粒),各 60 例,观察两组患者治疗 4 周后的临床

症状及体征改善情况。 结果 治疗组比对照组能更好地改善症状体征,且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 00 % ,优于对照

组的 88. 33 %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导师经验方项痹康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有明显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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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nical Study of 60 Cases about Xiang Bikang Dialectical Treatment
of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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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observe the curative effect of Professor Ma Yong爷s experience of Xiang Bikang treating 60
cases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Methods 120 patients with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were randomly
divided into treatment group (taking Xiang Bikang) and control group ( taking neck pain particles), each group had 60
cases, took observation of treatment of two groups爷 patients with clinical symptoms and signs after 4 week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Results the treatment group was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in improving the symptoms and signs, its total ef鄄
fective rate was 95 % , Better than the control group of 88. 33 % , with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nclusion the
experience of my tutor Xiang Bikang in treating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have obvious effect.

Key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medicine; nerve root type cervical spondylosis; dialectical therapy, clinical observa鄄
tion

摇 摇 颈椎病近年来发病率日趋增高,也越趋年轻

化。 其中以神经根型颈椎病(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lopathy,CSR)为最常见的类型,以颈肩背部

疼痛及上肢放射痛为主要症状[1]。 笔者导师马勇

教授基于补气温阳理论自拟方剂项痹康,随症加

减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应用于临床十余年,取得

较好的疗效。 近期,我们将其与颈痛颗粒对比研

究,现将其报告如下。
1摇 临床资料

1. 1摇 诊断标准摇 参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1994 年

颁布的《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准》中颈椎病的诊断

标准[2]:淤颈项痛伴上肢放射性痛;于受压神经根

*
**

基金项目:江苏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BK2011812)
通讯作者:马勇,男,1963 年生,江苏扬中人,汉族,医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西医结合治

疗骨关节疾病的基础与临床研究,13505153212;邮箱:zhongyi-my@ 263. net,南京市汉中路 282 号 60 号邮

箱,邮编 210029.



2015 年 01 月第 38 卷第 1 期 陕摇 西摇 中摇 医摇 学摇 院摇 学摇 报
Jan. 2015摇 Vol. 38摇 No. 1 Journal of Shaanxi Colle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47摇摇摇 ·

皮肤节段分布区感觉异常,肌力减退,腱反射异

常;盂臂丛神经牵拉试验、椎间孔挤压试验阳性;
榆颈椎 X 线片可见钩椎关节增生,相应椎间隙或

椎间孔变小;虞颈椎 CT 显示椎体后赘生物及神经

根管变窄。
1. 2摇 纳入标准 摇 淤符合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断

标准者;于年龄 20 ~ 70 岁;盂于 2013 年 01 月 ~
2014 年 01 月期间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

门诊就诊且符合以上标准并接受治疗的神经根型

颈椎病的病人;榆主要的病历资料完整(一般情

况、诱发因素、主诉、主要体征、伴随症状、辨证分

型、治疗情况及疗效等)。
1. 3摇 排除标准 摇 淤不符合神经根型颈椎病的诊

断标准者;于主要的病历资料不全者;盂依从性较

差,不能按要求接受治疗者;榆合并严重肝、肾、造
血系统、神经系统等疾病者及精神病、肿瘤患者;
虞过敏体质者;
1. 4摇 一般资料摇 根据以上标准选取 2013 年 06 月

~ 2014 年 01 月江苏省中医院骨伤科 120 例神经

根型颈椎病患者。 其中男性 48 例,女性 72 例,年
龄 20 ~ 65 岁。 把 120 例病人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

照组,其中治疗组(口服项痹康)60 例,年龄平均为

40. 07 岁,病程平均 13. 12 个月;对照组(颈痛颗

粒)60 例,年龄平均为 39. 78 岁,病程平均 12. 31
个月。 两组患者在年龄、性别、病程等因素无明显

差异(p>0. 05),具有可比性,见表 1。
表 1摇 两组一般情况比较摇 (n)

组别 n 男 女 年龄(岁) 病程(月)

治疗组 60 25 35 40. 07依10. 99 13. 12依5. 84

对照组 60 23 37 39. 78依11. 18 12. 31依6. 90

2摇 研究方法

2. 1摇 治疗方案

2. 1. 1 摇 治疗组 摇 给予口服中药项痹康,方药如

下:黄芪 30 g,桂枝 15 g,白芍 15 g,木瓜 15 g,葛根

30 g,鸡血藤 30 g,炙甘草 9 g,威灵仙 15 g 等诸药。
每日 1 剂,水煎 500 mL,分 2 次内服,14 d 为 1 个疗

程;随症加减:风寒阻络者加独活、寄生,附子加到

15 g;气滞血瘀者加桃仁、地龙、川芎;肝肾不足者

加淫羊藿、狗脊、代赭石;痰湿阻滞者加白芥子、白
术、茯苓,观察两个疗程。
2. 1. 2摇 对照组摇 给予颈痛颗粒(山东明仁福瑞达

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4 g 伊12 袋 /盒,批准文

号:国药准字 Z19991024)。 药物组成:三七、川芎、
延胡索、白芍、羌活、葛根、威灵仙。 每日 2 次,4 周

为一疗程,观察一个疗程。 治疗期间,患者均不使

用其他药物及针灸、理疗等治疗。 随访病人至少

接受四周的治疗,每两周复诊一次,进行治疗效果

的评价。
2. 2摇 观察指标

2. 2. 1 摇 症状与体征判定 摇 参照田中靖久神经根

型颈椎病 20 分法量表[3],选择与神经根型颈椎病

关系最为密切的自觉症状、临床检查和生活工作

三个部分,最高总评分为 20 分。 此外,对于有手功

能障碍者还专设手功能一项评分。 该标准不需特

殊检查设备,简便易行。
2. 2. 2 摇 临床疗效判定 摇 以上述神经根型颈椎病

的 20 分法所得的治疗前后总积分为标准,其疗效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疗效指标 = (治疗前积分-治
疗后积分) /治疗前积分伊100 % ,以百分数表示。

淤临床痊愈:症状体征消失或基本消失,疗效

指标逸90 % ;于显效:症状体征明显改善,70 % 臆
疗效指标<90 % ;盂有效:症状体征均有所好转,
30 %臆疗效指标<70 % ;榆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

改善,疗效指标<30 % 。
2. 2. 3摇 统计学处理摇 所有数据运用 SPSS16. 0 软

件进行分析。 符合正态性分布的数据以 x依s 表示,
计数资料采用 字2 检验,计量资料采用配对 t 检验。
以 P臆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 05 为差异

无统计学意义。
3摇 结果

治疗前,两组患者症状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 治疗四周后,两组患者症状评分都有显著变

化,且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

义(P<0. 05),见表 2。
表 2摇 两组治疗前后症状体征评分比较摇 (x依s)

组别 n 治疗前评分 治疗后评分

治疗组 60 9. 78依1. 46 16. 70依1. 50

对照组 60 9. 50依1. 40 14. 26依0. 93

P - 0. 647 0. 000

摇 摇 治疗 4 周后比较两组疗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95. 00 % ,优于对照组 88. 33 % ,差异具有统计学

意义(P=0. 034<0. 05),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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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两组疗效比较摇 [n(% )]

组别 n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 60 44(62. 86) 14(20. 00) 9(12. 86) 3(4. 29) 95. 00

对照组 60 23(46. 00) 11(22. 00) 9(18. 00) 7(14. 00) 88. 33

4摇 讨论

神经根型颈椎病是一种由于颈椎间盘退变、
颈椎钩椎关节或关节突关节增生、增生的骨赘向

侧方突出,软组织损伤及炎性因子的释放,从而刺

激和压迫相应水平的神经根,而出现的以颈肩部

酸胀疼痛为主,并伴有上肢酸麻、胀痛,运动功能

及感觉功能障碍为主症的综合病证。 可归属于中

医学“痹症冶“颈肩痛冶“颈筋痛冶等病的范畴,与肝

脾肾三脏有密切关系,是本虚标实之证。 《素问·
痹论篇》曰:“痛者,寒气多也,有寒故痛也,其不痛

不仁者,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

通,皮肤不营,故为不仁。冶故本病发病基础是脏腑

气血亏虚,由风、寒、湿及外伤等外因引发[4-5]。 导

师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尤其注重补气活血,温阳

散寒,以期标本兼治。 其经验方项痹康中重用黄

芪为君,甘温益气;桂枝散风寒而温经通痹,与黄

芪配伍,益气温阳,和血通经;白芍酸微寒,养血和

营通痹,配辛甘温之桂枝,调和营卫、和阴益阳以

通太阳经气,共为臣药;木瓜酸入肝,舒筋活络,筋
脉拘挛者尤为要药,与白芍配伍,即含“白芍木瓜

汤冶之义;葛根升阳解肌,以解项背之急;威灵仙性

味苦温,祛风除湿,宣痹止痛,通十二经脉;鸡血藤

性温,味苦、甘,补血活血,通络止痛,为佐药;甘草

甘缓为使,调和诸药,与桂枝配伍,辛甘化阳,行太

阳之表通经脉气血,与白芍相伍,酸甘化阴,益营

补血,缓急止痛。 全方共奏温肾散寒,祛风除湿,
宣痹止痛之效。 并随证加减,故治疗组优于对照

组。 本试验为临床中药治疗神经根型颈椎病提供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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