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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生产形式的变革，肩痹已经成为现代生活中比较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其以肩部疼

痛、痛处固定活动受限为主症，严重者甚至疼痛不能眠，严重影响日常生活。针灸治疗可以有效消除炎

症缓解疼痛，松解肩部周围软组织粘连，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采用，而首尾穴同取，可最大程度地振奋

和激发该条经脉经气，以推动气血运行，从而迅速达到通络止痛的效果。本文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研究

针刺首尾穴治疗肩痹的治疗方法，旨在为临床运用针灸治疗肩痹提供有效的治疗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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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tion forms, periarthritis has be-
come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hronic diseases in modern life. The main manifestations of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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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ease are shoulder pain, fixed pain, and limited movement. In severe cases, even the pain can’t 
sleep,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daily life. Acupuncture treatment can effectively eliminate inflamma-
tion and relieve pain, loosen the adhesion of soft tissue around the shoulder, and is used by more 
and more patients. Taking the head and tail acupoint together can boost and stimulate the meridian 
qi to the greatest extent, so as to promote the operation of qi and blood and quickly achieve the 
effect of relieving pain.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treatment method of periarthritis by consulting rel-
evant literature, aiming to provide effective treatment ideas for the clinical use of acupuncture in 
the treatment of periarthrit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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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肩痹是以肩部疼痛、痛处固定，活动受限为主症的病证。其发生常与体虚、劳损及风寒侵袭肩部等

因素有关[1]。本病病位在肩部筋肉，与手三阳经、手太阴经密切相关。其基本病机是肩部经络不通或筋

肉失于气血温煦和濡养[2]。 

2. 肩痹的中医病名研究及中西医病名对应 

2.1. 肩痹的中医病名 

肩周的痛症在《黄帝内经》中称为“肩痛”、“肩不举”等，有“邪客于足太阳之络，令人头项肩

痛”、“肺手太阴之脉……气盛有余，则肩背痛”、“足太阳之筋……其病……项筋急，肩不举，腋支，

缺盆中纽痛，不可左右摇”以及“手阳明之筋……其病当所过者支痛及转筋，肩不举，颈不可左右视”等

描述，其主要指以肩部疼痛、痛处固定、活动受限为主症的一系列肩部痛症。魏光成等人[3]研究了这一

类病证的中医病名历史发展过程，描述将这一痛症归为“痹”范围的时期是晋唐宋，并且整理了概括肩

部疼痛的中医病名发展变革的表格文献，由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规定的“肩周炎”[3]直至 2021 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所发布规范的“漏肩风”、“冻结肩”、“冷凝肩”、

“肩周炎”、“肩痹”[3]，本病的中医病名得以逐渐系统化、规范化。由于临床治疗时多以“通经活络，

舒筋止痛”[2]为主要治法，故本文选取最能体现“痛”症状的“肩痹”为规范病名。 

2.2. 中西医病名对应 

根据中医经典文献中对于肩痹症状的描述，可在西医中对应除外伤、手术等外因及其他脏腑病变所

致肩部疼痛的肩部疼痛疾病。其中“肩周炎”为主要范围，其名称最早由病理学家 Duplay 于 1872 年提

出[4]，而由于中西医病名并非精确对应，所以根据临床症状表现，还可以对应肱二头肌长头腱腱鞘炎、

冈上肌肌腱炎，以及肩袖损伤、肩峰下撞击综合征[5]等会导致肩部疼痛的病变。 

3. 肩痹的病因病机 

肩痹的发生常常与体虚、劳损及风寒侵袭肩部等因素息息相关。由于肝肾、气血亏虚，筋肉失于濡

养，局部组织退变，外加肩部的劳损、外感风寒湿邪等因素，导致肩部筋脉不通[6]，不通则痛，初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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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微，而后逐渐加重，甚至影响睡眠，还可牵涉其他部位。  
本病的主要病理变化为肩关节囊的挛缩或关节外肌腱、韧带的广泛粘连，关节囊明显增厚，滑膜充

血水肿，关节腔容量减小等[6]。 

4. 肩痹(肩周炎)的中医治疗现状 

4.1. 中医内服法 

肩痹的中药内服多选用具有滋补肝肾、祛邪止痛、养血活血、伸筋通络功效的中药[7]，钟广玲教授认

为本病应分为 7 种不同的证型[8]辨证施治；魏合伟教授[5]则提出补虚泻实的治则，注重补益肝肾、理气活

血、祛风除湿(热)、舒筋通络止痹，并自拟临床经验方羌活寄生汤治疗肩痹；汪辉东等[9]运用肩痹汤治疗肩

痹 46 例，有效率为 95.7%；名老中医彭若铿[10]根据不同证型，妙用肉桂、细辛、生姜，重用葛根，配合

桑枝、秦艽加减，活用活血化瘀药等治疗肩痹，疗效显著；谢心军教授[11]从瘀论治肩痹，运用三痹汤加减、

白虎桂枝汤加减、小青龙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身痛逐瘀汤加减、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桃红四物汤加减

等方药治疗肩痹，临床疗效良好；娄多峰教授[12]运用肩凝汤加减治疗，疗效显著；周国宇等[13]用自拟肩

痹汤治疗肩痹 180 例，有效率为 96%；刘铮等[14]运用化裁指迷茯苓丸配合功能锻炼治疗，有效率为 96.67%；

徐麒等[15]运用肩痹汤治疗肩周炎 148 例，有效率为 96.6%；刘振亭等[16]运用肩痹汤治疗肩周炎 76 例，聂

桂东等[17]运用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减治疗肩痹 64 例，疗效明显；郭绪常等[18]运用肩痹汤治疗 106 例，痊

愈率为 76.4%，显效占比 18.9%；张传光等[19]运用桂枝附子汤加减治疗，临床疗效显著。 

4.2. 中医外治法 

4.2.1. 针灸治疗 
针灸治疗可以有效消除炎症缓解疼痛，松解肩部周围软组织粘连，被越来越多的患者所采用[20]。概

括来讲，针灸是通过刺激腧穴，疏通经络，进而调节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以及筋肉活动，达到治疗

疾病的目的的[2]。以痛证为例，在近治作用方面，针灸通过对局部神经的刺激可减弱或拮抗痛觉感受器

对痛觉的传导，而在远治作用方面，还可针对病痛所属经脉取穴行针，使其刺激延经脉到达病所，达到

止痛的目的。针灸还可以促进肩关节局部的微循环及营养代谢，从而有利于炎症水肿吸收和局部堆积的

代谢产物的输送，缓解肌肉痉挛，松解粘连，改善功能[2]。临床必须仔细审察患者的临床症状，病变部

位与反应点，分清属哪条经络，进行经络病机分析，分经辩证施治，方能取得较好疗效。 
临床针刺治疗肩周炎的例子不在少数，曹学伟教授[21]运用三法三步针刺治疗肩周炎，长期疗效满意；

程志清等[22]运用温针灸联合活血通痹汤治疗风寒湿型肩周炎，结果表明此法可提升疗效，减轻疼痛，改善

肩关节功能及生活质量；张俊萍等[23]运用振针注力针法治疗瘀滞型肩周炎，提高了患者肩关节活动度及日

常生活能力，疗效确切；武建福等[24]运用圆利针伞形刺联合肩关节松动术治疗肩周炎，有效减轻了患

者肩关节的疼痛，能促进肩关节功能的恢复，提升治疗效果；林波等[25]运用浮针联合功能锻炼治疗粘

连期肩周炎，总有效率为 91.43%；刘涵等[26]运用电针及雷火灸治疗寒湿凝滞型肩周炎，临床效果良

好；杨思奇等[27]通过对温针灸及肩三针的组合应用，配合穴位贴敷，使其治疗患者的疼痛症状大大减

轻；李知行等[28]以南京中医药大学刘农虞教授基于《灵枢·经筋》并结合多年临床经验总结而提炼的

筋针疗法为基础，研究筋针治疗肩痹的思路，具有指导治疗的意义；冶尕西[29]通过扬刺天宗穴治疗肩

痹，临床疗效显著；杨娟等[30]运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科陈振虎教授以《灵枢》为基础、

结合 20 多年临床经验而总结提炼出的岐黄针疗法治疗肩痹，取得了良好的疗效，并为针灸治疗痛症提

供了新的思维模式；殷克敬教授[31]运用经络别通法针刺治疗肩痹，以经络学说为指导，通过经络别通

法远端取穴治疗肩痹，同样疗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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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其他中医外治法 
除针灸治疗外，其他中医外治法在临床治疗肩痹时也应用甚广，如段霞霞等[32]运用三面四关节推拿

手法治疗肩周炎患者 41 例，治疗后治疗组的疼痛、ADL、ROM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段星旭等[33]运用关

节松动术，配合全身振动训练治疗肩周炎患者 56 例，治疗后治疗组的疗效显著高于运用常规消肿、止痛、

改善循环治疗方式的对照组；方芳等[34]还通过耳穴压豆联合西药来治疗肩周炎，效果优于只运用西药治

疗；侯德才教授[35]运用四步肩关节粘连松解手法治疗肩周炎，操作简单，术中无疼痛，治疗肩周炎冻结

期效果显著；此外，消痛贴膏治疗肩周炎[36] [37]的效果也十分良好；肩痹散外敷[38] [39]的治法也在临

床应用甚广，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5. 应用首尾穴治疗肩痹的研究进展 

5.1. 首尾穴的应用现状 

首尾穴，及经脉上起始的穴位和经脉末端的穴位，又称首尾循经取穴。是由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

医院针灸科逯俭主任独创的一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研究[40]表明，首尾穴同取，可最大程度地振奋和激

发该条经脉经气，以推动气血运行，从而迅速达到通络止痛的效果。 
如今已经有将首尾穴运用于不同痛证、炎症的临床治疗先例，采用首尾取穴法治疗痛证，是取病变

经脉易得气的相对起穴与止穴，可起穴与止穴同时进针[41]以此治疗该经络循行部位疼痛，达到迅速止痛

的效果。徐昭等[40]通过对首尾穴进行针刺来治疗肱骨外上髁炎，证明了针刺首尾穴能够缓解疼痛，且操

作简单、疗效甚佳；房寅[42]的医案记录也体现了首尾穴治疗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的重大作用；方名胜等

[43]对于针刺六阳经首尾穴治疗急性脑梗死后运动功能障碍的研究中，对首尾穴的针刺也在改善运动功

能、调节血流速度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吴聪英等[44]则运用首尾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伴坐骨神经痛，结

果表明常规针刺配合首尾穴的治疗效果更佳；徐以经等[45]通过“首尾齐刺”，即同时针刺首尾穴来治疗

坐骨神经痛的疗效也十分可观。可见首尾穴在临床治疗痛证的应用前景值得探索，针刺首尾穴的治疗方

法值得更加广泛的应用。 

5.2. 针刺首尾穴治疗肩痹的应用 

首尾穴通经活络、止痛的效能已引起临床重视[46]，通过临床应用的先例可以看出针刺首尾穴治疗痛

证的可行性与优势，而肩痹即肩部周围疼痛，适宜选用首尾穴进行研究治疗。 
国医大师孙申田教授[41]认为，痛症虽然病因多样且表现各异，但首当其冲应该辨明其部位，根据疼

痛部位判断对应哪条经络病变，临证治疗时可针对性地取病变部位及经络上首尾穴进行治疗。 
肩部为手太阴经及手三阳经的循行部位，肩前部疼痛为手太阴经证，其疼痛以肩前部为主且压痛明

显，后伸疼痛加重；肩前外部为手阳明经证，其疼痛以肩前外部为主且压痛明显，外展疼痛加重；肩外侧

部为手少阳经证，其疼痛以肩外侧部为主且压痛明显，外展疼痛加重；肩后部为手太阳经证，其疼痛以肩

后部为主且压痛明显，肩内收疼痛加重。四条经脉可分别选取其首、尾穴，结合取穴部位的临床留针条件

及单个穴位的功能主治进行取舍，可以得出以下选穴：以肩前部疼痛为主选取中府、太渊；以肩前外部疼

痛为主选取合谷、迎香；以肩外部疼痛为主选取中渚、丝竹空；以肩后部疼痛为主选取后溪、听宫。 
为加强“首尾同刺”效果，还可以对针刺首、尾穴的间隔时间加以缩短，以此达到首尾同时刺激，通

络止痛的效果。 

6. 总结 

由于现代人的生活现状，肩痹已经成为比较普遍的慢性疾病之一。西医一般采用保守治疗，如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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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治疗、口服消炎镇痛药等，效果通常都不太理想，容易经常复发，无法有效缓解患者疼痛[47] [48]。 

中医治疗相较于西医更能重视对患者整体气血的调理与平衡，且效果持续时间长、不易成瘾、不易

复发，针刺首尾穴则更是对从经脉论治痛证方式的一项很好的创新，值得进一步研究、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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