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科学技术一中医药现代化★科技论坛

针 刀调整电生理线路 治疗

痉李型脑瘫的临东研究报告
�

口任月林
� �

任旭飞 �山东临清市人 民医院 山东  ! ∀ ## ∃

摘 要
% 目的 %

研究针刀 治疗痉孪型脑瘫的方法和疗效
。

方法 %
采用针刀共治疗观察 &∀ 例 & 岁

∋

(∀ 岁患者
,

与 () 例针灸治 疗组进行对照
。

结果 % 经  个 月治 疗
,

针刀 治 疗组有效率为 ∗∗
+

),
, ,
币针灸

治疗组有效率为 −.
+

− ,
,

结果表明
,

针刀治疗组与针灸对照组有极显著差异�/0#
+

# ( ∃
。

结论
%
针 刀治疗

使得人体 电生理线路功 能恢复
,

从而 抑制 了高位运动 中枢的异常兴奋
,

针 刀是治 疗小 儿痉孪型脑瘫

的一种有效的方法
。

关键词
%
针刀 痉孪型脑瘫 临床研究

脑瘫是指小儿 出生前
、

生产 中或出生后脑未发

育成熟前造成的非进行性脑部损害
,

失去或缺乏控

制部分或全部脊神经的能力
。

表现为中枢性肢体运

动功能和感觉意识障碍 的综合征
,

可伴随智力低下

和姿势异常等
。

临床根据其病变特征分为痉挛型
、

手

足徐动型
、

共济失调型
、

僵硬型
、

震颤型
、

松弛无力型

和混合型
。

痉挛是脑瘫患儿 的常见症状
,

约 ∀# , ∋

. #, 的脑瘫患儿为痉挛型脑瘫112
。

痉挛不仅阻碍儿童

正常运动的发育
,

还可以造成挛缩
、

畸形
、

疼痛等并发

症
。

所以如何缓解痉挛一直是脑瘫康复治疗 的重要

课题
。

我院将 临床确诊为痉挛型脑瘫 的 !! 例 & 岁一 (∀

岁患者
,

分为治疗组 & ∀ 例
,

采用针刀 触激脊神经
,

切

割剥离松解骨骼肌挛缩组织
,

与针灸组 () 例进行对

照
,

现报告如下
。

一
、

材料和方法

3 研究对象
本组共收集到资料齐全病例 !! 例

,

均为本院门

诊病人
,

年龄 & 一(∀ 岁
,

男 &) 例
,

女 (∀ 例
4

针刀 治疗

的 & ∀ 例 为治疗组
,

针灸治疗 的 () 例为对照组
。

 
+

病例选择叁准

�5∃ 诊断标准
。

所有病例均符合 《( ) ∗ ∗ 年全 国小儿脑瘫座谈会

诊断分型标准》
,

均表现为中枢性瘫痪
,

肌张力增加
,

脖反射亢进
,

运动失调
,

椎体束 征阳性
,

偏瘫 &− 例
,

四肢瘫  ( 例
。

� ∃排除标准
。

收稿 日期 %  ## ∀ 一# ! 一 #

修回 日期 %  ## ∀ 一#∗
一
#∗

第  .  次香山科学会议
“

针刀 医学发展与中医现代化
”

讨论会专题发言
。

� 不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和纳人标准者
。

� 已接受其它有关治疗
,

可能影响本研究 的效

 

  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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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月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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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
,

长期从事中医骨伤
、

针灸
、

针刀临床和机理研究
, ∀ 一#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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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指标观测者
。

Β 合并有心脑血管
、

肝
、 ’

肾
、

造血系统 的患者
。

Χ严重 的痉挛性脑性瘫痪并发症 等危及生命的

疾病 以及精神病患者
。

Δ 与痉挛性脑性瘫痪有关 的其他需排除因素
。

Ε病情危重
,

难 以对治疗 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作

出确切评价者
。

−
.

方 法

Φ &Γ 针刀 治疗组
。

� 脊神经触激术
 

定点
!

依靠骨性标志
,

在第 (

腰椎 间隙以下及脊柱后正 中线分别放置金属标 志物

Φ标志物要求 以龙胆 紫涂均
,

用胶布固定 至皮肤 上
,

目的在体表 留下标记 Γ
,

拍照腰椎正位 Η 线 平片
。

在

腰椎正 位 Η 线平 片上等 比 例测量带 有标 志线 的后

正中线 至椎板外切迹或小关节 内
、

外缘
、

小关节间隙

的横 向距离及横标 志线距 进针刀点 的纵 向距离
,

根

据在 Η 线平片上测量的数据进行体表定点
。

患者俯

卧位
,

在定点处针刀 垂直皮肤刺人
,

达到脊神经表面

后用针刀 (− 种手术方法之点弹神经法 Ι(ϑ
,

频频点击

脊神经后患者治疗侧下肢可产生不 自主颤 动
,

即刻

退出针刀 至皮外
,

压迫针孔 +一− 分钟
。

观察无渗血
、

无脑脊液外溢
,

创可贴外敷 Ι−ϑ
。

� 神经触激术定点 !

下肢痉挛 定点法
!在腹股 沟韧带 下方股 动脉外

侧
,

针 刀 沿股 动脉 搏动处 外侧垂 直刺人 用点 弹神

经法
,

出现 电击感后 退 出针刀 至皮外
,

创可贴 外

敷
。

上肢 痉挛定 点在 甲状 软骨外 缘颈 总动 脉搏 动

处
,

针刀沿颈动脉搏 动处外侧垂直刺人
,

出现酸麻胀

痛感后退出针刀至皮外
,

创可贴外敷
。

Β 切割松解纠崎术 !

足肠屈 畸形 !
行 跟针刀 键延长术 Κ 膝屈 曲畸形

!

行胭绳肌止点切割术 Κ 髓内收畸形
!
作股内收肌切割

松解术 Κ骸屈曲挛缩畸形
!
切割松解挛缩 的缝 匠肌

、

股直肌
、

阔筋膜张肌
,

前臂旋前挛缩 Φ由于旋前 圆肌挛

缩和或旋前方肌痉挛引起Γ
,

行旋前 圆肌肌腿起止点

切割松解
。

拇指掌心位畸形
! 针刀切割松解拇 长屈

肌
、

拇短屈肌
、

拇展肌和第 +骨 间背侧肌尤其是拇长

屈肌 的痉挛
,

从而纠正畸形
。

每 , 日治疗 +次
,

) 次为 +个疗程
,

连续治疗 (

个疗程
。

Φ ( Γ针灸治疗组
。

主穴为四神聪
、

颅息
、

脑户
、

脑空
、

神庭
、

本神
。

配穴

上肢 以曲池
、

外关
、

合谷
、

中诸 为主
,

下肢 以风市
、

伏

兔
、

血海
、

足三里
、

三阴交及太冲为主
。

用 −Α 号 +
.

) 寸

不锈钢毫针
,

头部平刺进针 + 寸左右
,

四肢穴直刺进

针常规深度
,

得气后 留针 −Α 分钟
,

间隔 +Α 分钟捻针

+次
,

平补平泻
。

每 日治疗 +次
,

−Α 次为 + 个疗程
,

连

续治疗 ( 个疗程
。

二
、

结 果

+
.

评价标准

近愈 ! 肌 肉痉挛 基本消失
,

畸形基本纠正
,

功能

明显改善
。

好转
!
肌 肉痉挛大部分消失

,

畸形与关节功能部

分改善
。

无效
!
肌 肉痉挛

、

运动功能无 明显变化
。

(
.

评价结果

经 ( 个月治疗
,

针刀 治疗组与针灸对照组有极

显著差异
,

治疗组在 中枢性运动障碍
、

动作姿势异

常
、

肌痉挛
,

运动功能方面疗效 明显优于对照组
。

针

刀
“

针
”

的触激脊神经起到 了解痉作用
,

缓解 了痉挛

状态
。

针刀
”

刀
”

的切割作用有助于矫正畸形
,

平衡肌

肉力量
,

稳定不能控制的关节
。

针刀 闭合触激是一种

调整电生理 的治疗方法
,

为治疗痉挛性脑瘫探讨 出

新的治疗途径见表 +
。

三
、

讨 论

+
.

脑瘫是 多种病因致 中枢神经受到损害
,

发生

上运动神经元瘫痪的非进行性脑损伤
,

最多见 的是

适用于某一神经控制 区域的大 面积病 变和长距 离病 变以及一 些 内脏疾病的 治疗
。

用国刃针 刀 在某一神经上使刀 口 线和神经纵轴平行刺入
,

直达神经表面
,

然后调转 刀 口线
,

使之和此神经纵轴呈 Λ ΑΑ 角 ,

用 刀 刃在神经上频频
,

点弹
,

但不 可损伤神经
,

此 时患者会有电流沿神经流动 的

感觉
。

了ΑΜ 〔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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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针刀治疗组与针灸治疗对照组疗效比较

例数 近愈 好转 未愈 有效率

∗∗
+

) ,

− .
+

− ,

�

� 
!内!, ∀#治疗组

时照组

#∃ #%

注
& ∋ , ( #)

∀

∗∗ # + , − .∀ .#
,

有极显著差异
。

痉挛型脑瘫
,

常导致骨骼肌 的失控
,

肌张力增强
、

键

反射亢进
、

运动障碍和姿势异常
。

这都是电生理线路

功能紊乱所致
,

使肌肉受到异常电流刺激 即产生强

烈痉挛
,

这种持续
、

疲劳 的痉挛性 收缩
,

引起骨骼肌

纤维代谢负担加重
。

针刀脊神经触激术超常规
、

强触

激脊神经对脊髓神经亦可造成侵袭作用
,

实际上就

是调节 了电生理线路
,

致使该神经所支配的肌群受

到抑制
,

从而使肌张力降低
。

有效的抑制 了神经对肌

肉的传人冲动
,

消除或减轻了肌痉挛
,

对肌紧张起 到

了松弛作用
,

同时加快了局部血液循环
,

加强了代谢

产物的释放 与分解
,

对肌原纤维的损伤起到了修复

作用
。

同神经外科
”

神经根丝切断术
” 、

选择性腰骼神

经后根切断术有异曲同工之效
,

但本方法对神经并

无损伤
。

/
∀

行脊神经触激术后观察
,

上肢肌张力降低
,

流

涎
、

斜视好转
、

发音也较术前 明显清晰
。

这是电生理

线路功能的恢复
,

从而抑制 了高位运动 中枢的异 常

兴奋
。

)
∀

脊神经触激术能减轻痉挛
,

不能减轻或 消除

挛缩
,

能使痉 挛得 到治 疗
,

但 不能使因肌痉 挛致使

肌 肉韧带的牵拉引起关节周 围组识挛缩
、

畸形等得

到治疗
。

而用针刀切割挛缩 的肌组织
、

切 断部 分紧

张的内收肌群或跟键可减弱其力量
,

使其 肌力和拮

抗肌相 等
,

起到 了矫形外 科 的作用
,

达到 了矫 正畸

形之 目的
。

∗
∀

针刀 闭合松解术矫正或部分矫正动力性 畸形

是减弱单元 的力量
,

对胫后肌
、

骼腰肌
、

胭绳肌
、

髓关

节内收肌
、

比目鱼肌
、

上肢前臂和手的某些肌 肉的肌

键部分切断
,

术后 观察疗效如不理想
,

原因确属未完

全减 弱单元 力量可再次行针刀 闭合切割松解术
,

与

外科手术相 比没有矫枉过正之虑
。

%
∀

通过对内收肌群起止点 的切割松解治疗髓部

屈 曲
、

内收和 内旋畸形
,

效果 明显
,

同时发现膝部的

屈曲畸形和躁的马蹄 畸形都得以减轻
。

�
∀

行股动脉处针刀 调节 电生理线路治疗下肢痉

挛性脑瘫
,

可明显 减轻 下肢肌张力
、

增加 运动功能
。

为避免损伤神经
、

血管
,

要求术者必须熟练掌握解剖

知识
,

按 0 线标记线或肌性
、

骨性标 志定位
,

遵 照针

刀 医学定点
、

定位
、

加压
、

分离四 步规程在正规手术

室无菌操作
。

针刀治疗本病
,

在针刀医学基本理论指导下
,

有

两个创新点
&
第一

、

用金属标记物对脊髓节段和神经

根的精确定位
,

使针刀 治疗脊髓部位的安全性有了

更大的保证 +第二
、

针刀 治疗 小儿痉挛性 脑瘫
,

是针

刀 适应症 的重大突破
,

也对这个世界性 老大难疾病

治疗 的重大突破
。

相信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

治疗

水平和疗效会有进一步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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