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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腰背肌筋膜炎，又称腰背筋膜疼痛综合征，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疼痛性及无菌性炎性疾病，主要表现为腰

背部肌肉和筋膜的疼痛、僵硬和功能障碍。根据中医理论，它可被归类为“痹证”或“腰痛”，现代医

学治疗本病时候往往伴随着较大的副作用，中医治疗本病的优势及方法日渐凸显，本文利用医案1则，介

绍田瑜老师利用鹿角利腰汤加减佐以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经验，效果甚佳，体现出针药结合、

辩证施治的中医药治病优势，为治疗腰背肌筋膜炎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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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mbar back myofascitis, also known as lumbar back myofascial pain syndrome, is a common 
chronic painful and aseptic inflammatory disease, which mainly manifests as pain, stiffness and dys-
function of the muscles and fascia of the lower back.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t can be classified as “Bi syndrome” or “low back pain”. When modern medicine treats this 
disease, it is often accompanied by major side effects. The advantages and method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reating this disease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is article uses 1 
medical case, and introduces Teacher Tian Yu’s clinical experience in treating lumbar back myofas-
citis with modified Lujiao Liyao Decoction and blade needle. The effect is very good, which reflects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mbining acupuncture and medicine and dialecti-
cal treatment. It also provides new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treatment of lumbar back myofascitis. 

 
Keywords 
Lujiao Liyao Decoction, Blade Needle, Lumbar Back Myofascitis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鹿城名医田瑜主任医师(以下尊称“田师”)，是包头市第二、三批老中医药学术思想继承工作指导老

师，包头市名中医，行医 30 余载，临床经验丰富，因人施治，医术严谨而不失灵活，学古而不泥古，中

西合璧，治疗腰痛、眩晕、耳鸣、颈肩部不适等病经验丰富独具特色，笔者为田师弟子，常年跟诊，受益

良多。现将田师运用鹿角利腰汤加减佐以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证经验整理成文，为临床辨证施治

提供借鉴。 

2. 腰背肌筋膜炎的概念及研究进展 

腰背肌筋膜炎(Lumbar Back Myofascitis)是一种软组织疾病，表现为腰背肌肉的弥漫性疼痛。这种疾

病可能由寒冷或过度劳累、外伤等引起，导致腰背肌肉微循环受阻，局部组织出现缺血和水肿，进而引

发无菌性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这种炎症可能导致纤维变性，疼痛可能会突然发作，尤其在夜间症状

加重。此外，腰背肌筋膜炎可能导致多种自主神经失调症状，且疾病容易复发，这极大地干扰了患者日

常生活的质量和工作效率[1]。  
现代医学在治疗本病时，主要采用口服抗炎和止痛药物，这些药物需要长期服用，并且伴随着较大

的副作用。然而，近年以来，众多研究者陆续投身于中医药领域的探索，致力于发掘治疗此病症的新途

径。令人振奋的是，针药结合治疗本病展现出独特的疗效，并在临床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 

3. 古代医学对腰背肌筋膜炎的认识及其优势 

“腰背肌筋膜炎”此一疾患，虽未在中医古籍中得见明确记载，然而，依据其病因、病理机制以及

临床表现，当可将其归入中医学所言的“痹证”范畴。病位在腰，与肝、肾相关，在许多古籍中都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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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素问·长刺节论》指出：“病在筋，筋挛节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当疾病波及肌肉与筋骨

时，患者往往遭受关节剧痛，肌肉出现频繁痉挛与抽搐，严重时将妨碍日常正常活动。《症因脉治·痹证

论》曰“身居卑湿之地，或久处湿地，或冒雨涉水，湿气袭身，流注经络，凝滞不行，气血为湿所阻，不

能运行，故肢体关节疼痛，拘挛不伸，名之曰湿痹。”该病如因外感风寒湿邪、外伤等原因，使气血瘀滞

经络，则为实证发为不通则痛；而如因肝肾亏损，致津液不能濡养筋脉，则为不荣则痛，故在治疗策略

上，早期侧重于驱邪外出，而疾病后期多呈现虚实互见的病机，因此采取补虚泻实、标本同治的原则。

可以显著观察到，我国古代众多医家对痹证已有深入的认识与研究。中医在治疗腰背肌筋膜炎方面展现

出其独有的特色与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整体观念：中医治疗强调辨证施治，注

重整体调理，不仅关注局部症状，还关注患者的整体状况，如体质、情志等，从而提高治疗效果。其次是

内外兼治：中医治疗腰背肌筋膜炎采用内外结合的方法，如中药内服、针灸、推拿等，通过多种途径缓

解疼痛，改善功能。总之，中医治疗腰背肌筋膜炎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患者提供

了更多治疗选择，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推广[3]。 

4. 鹿角利腰汤方药组成及临床应用 

在《医学见能》卷一证治腰中篇所载：腰痛难忍，有如刀锥刺割者，瘀血积腰际也，宜鹿角利腰汤。

歌曰：腰疼难忍似锥刀，归芍丹皮等分熬。鹿角红花同续断，再加牛膝煮成膏。鹿角利腰汤原方如下：鹿

角(三钱)归尾(三钱)白芍(三钱)丹皮(三钱)红花(一钱)牛膝(二钱)续断(三钱)；故鹿角利腰汤专为瘀血腰痛

而设[4]。田师经多年来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经验，后将该方加减运用剂量如下：鹿角霜 20 g，当归

20 g，炒白芍 20 g，牡丹皮 20 g，红花 10 g，川牛膝 30 g，盐续断 20 g，烫狗脊 30 g，野木瓜 20 g，土鳖

虫 15 g，烫骨碎补 20 g，炙甘草 10 g。在临床应用中，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继续对鹿角利腰汤进行

加减运用，以提高治疗效果。例如，对于腰背疼痛甚者，可适当增加鹿角、杜仲、牛膝的用量；对于湿邪

甚者，可增加独活、秦艽、苍术的用量；对于瘀血甚者，可增加当归、川芎、红花的用量。此外，根据患

者的体质和病情，还可适当加减其他药材。通过加减鹿角利腰汤，使其更符合患者的个体需求，从而提

高治疗效果。许多患者在接受治疗后，腰背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

高。 

5. 刃针治疗软组织疾病的原理与优势 

刃针[5]，源自古九针中的铍针、员利针等，以中医基础理论为基石，与现代医学相结合，形成了一

种创新的中医针具。它不仅具备针灸的刺激作用，还兼具刀的松解作用。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原理

主要基于中医的经络学说和现代解剖生理学。结合针刺技术与解剖医学原理，针对肌筋膜压痛点特有的

条索状组织进行精准的舒张与减压，有效消除组织间的粘连现象，显著缓解肌筋膜炎患者之疼痛与不适

感。目前，在治疗肌肉筋膜疼痛、肌腱粘连等软组织疾病方面，临床医师越来越多地选择采用针刀疗法

[6]。刃针松解技术综合了针刺疗法的精髓，通过精准选取特定肌群的穴位施行针刺治疗，进而发挥行气

活血、疏通经络之功效；其后的软组织切割环节，能有效地缓解组织粘连，防止肌肉组织发生痉挛，从

而促进机体微循环的改善，显著降低疼痛反应的强度[7]。 

6. 田师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经验及手法 

田师使用刃针[8]属于刃针中的轻流派，操作方法如下：治疗时，首先常规消毒铺巾，精准地寻找病

灶点，左手中指按压治疗点，拇指食指轻轻捏持针管，右手中指迅速敲击进针到皮下，根据层次突破感

缓慢逐层深入松解，进针到有阻抗感的层次和病人有针感的时候行十字切刺，纵行切刺、横行切刺或扇

形切刺、必要时摆动，待局部肌肉松弛后，快速出针，采用干棉球进行压迫，持续约 30 秒，以助止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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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以进针点为中心，拔一个无菌的火罐(随施术部位选择不同型号的火罐)，逆时针旋转火罐 30 度，

持续五分钟左右。此操作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筋膜的紧绷，减轻周边神经的压迫感，同时通过拔罐手法降

低筋膜间隙中过高的压力，并排除体内感受的瘀血、寒湿等病邪。在拔罐过程中，利用火焰产生的负压

作用于局部肌肤，形成局部瘀血，进而达到疏通经络、活血化瘀、消肿止痛、温经散寒等多重疗效[9]，
直达病所，从而促进机体康复。重要的是此类轻流派的治疗不仅可以对肌肉、筋膜等软组织有良好的疗

效[10]，还可以降低神经根损伤、感染、疼痛和不适等风险。 
田师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主穴如下：肾俞(双侧)、大肠俞、阳陵泉、委中、承山、

阿是穴；余穴位的加减根据患者疾病的不同，辩证取穴，随证加减：寒湿证配腰阳关、阴陵泉；湿热证配

三阴交、曲池；瘀血证配血海、三阴交、阳陵泉，肾虚证配命门、关元、太溪。 

7. 鹿角利腰汤联合刃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田师临床经验 

在现代医学中，腰背肌筋膜炎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疼痛疾病，其治疗方法多样，包括药物治疗、物理

治疗、针灸等。但单一疗法治疗时疗效不慎显著。田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床经验：常利用鹿角利腰

汤加减佐以刃针治疗，效果甚佳。鹿角利腰汤作为一种中药方剂，具有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等功效，在

中医理论中被广泛应用于治疗腰背疼痛。刃针治疗则是一种微创的物理治疗方法，通过刺激特定的穴位，

达到缓解疼痛、改善功能的目的。将鹿角利腰汤加减与刃针联合治疗，可以发挥药物与物理治疗的协同

作用，从内到外、从整体到局部，提高治疗效果。总结田师治疗腰背肌筋膜炎的临证经验，以期为中医

临床诊治该疾病提供新的诊疗思路与方法学参考。 

8. 验案举隅 

患者尹某，女，32 岁，因腰部反复疼痛 2 年加重伴右臀部及下肢疼痛 3 日来诊，于 2023 年 5 月 8 日

就诊针灸科门诊。患者诉 2 年前无明显诱因出现腰背部疼痛，后就诊于我院骨科，完善相关检查后未予

特殊治疗，于家中贴敷膏药治疗后症状可改善，2 月前劳作后渐感腰背疼痛不适，呈刺痛，俯仰均感乏

力，伴臀部及右下肢疼痛，故就诊。刻诊：腰背部及臀部持续性刺痛，活动受限，疼痛拒按，右下肢可感

冷痛感及麻木感，沿腰臀部、小腿外侧至外踝处放射；舌质暗红苔白，脉沉涩弦。查体：右侧腰部肌肉僵

硬、压痛明显，左侧肌肉尚可，无明显叩击痛；腰部活动不利，右直腿抬高试验 45˚阳性；神经系统检查

未见明显异常。数字分级评分法(NRS)评分为 8 分。既往检查：腰椎磁共振成像(1.5T 及以上) (MR21017666)
示：L5、S1 椎体异常信号考虑终板变性，L4/5、L5/S1 间盘突膨出变性。诊断：西医诊断：腰椎间盘突

出症考虑腰背肌筋膜炎；中医诊断：腰痛瘀血阻络。治法：活血通络止痛。中药选方：鹿角利腰汤加减，

用药如下：鹿角霜 20 g，川牛膝 30 g，盐续断 20 g，当归 20 g，炒白芍 20 g，牡丹皮 20 g，红花 10 g，
烫狗脊 30 g，野木瓜 20 g，土鳖虫 15 g，烫骨碎补 20 g，炙甘草 10 g。水煎服，日 1 剂，取汁 500 mL，
早晚温分 2 次服用，服用 1 周。同时予以刃针治疗：穴位选取肾俞(双侧)、大肠俞、阳陵泉、委中、承山、

关元俞(右侧)及臀部阿是穴。治疗方法如下：患者取俯卧位，先触诊，寻找终末疼痛的位置作为进针点，

标记位置。用碘伏消毒铺巾，使用一次性无菌刃针(马鞍山邦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规格 0.5 mm × 60 mm)，
左手中指按压治疗点，拇指食指轻轻捏持针管，右手中指迅速敲击进针到皮下，根据层次突破感缓慢逐

层深入松解，进针到有阻抗感的层次和病人有针感的时候行十字切刺，纵行切刺、横行切刺或扇形切刺、

必要时摆动，待局部肌肉松弛后，快速出针，用干棉球按压 30 秒防止出血，以进针部位为中心拔无菌 5
号火罐，拔紧后，逆时针旋转火罐 30 度，五分钟后起罐压 3~5 min，止血后用敷贴覆盖，嘱 24 h 内治疗

部位避免碰水[11]。 
二诊：2023 年 6 月 10 日患者复诊，诉腰背部及臀部刺痛感已去大半，数字分级评分法(NRS)评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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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腰部活动较前改善，但仍感腰部酸胀不适，站立久后仍感憋胀，伴右侧小腿憋胀，舌淡红苔薄白，

脉沉弦，口苦大便干，原方基础上加用：柴胡 15 g 黄芩 10 g，7 剂水煎服，早晚饭后温分服。 
3 个月后电话随访上症较前明显缓解，数字分级评分法(NRS)评分为 1 分。患者未见明显复发迹象。 
本案患者初诊时因腰部反复疼痛 2 年加重伴右臀部及下肢疼痛 3 日来诊，结合查体及影像学资料，

从现代医学角度考虑腰椎间盘突出症及腰背肌筋膜炎；从中医角度考虑腰痛，从“刺痛”、“拒按”、

“舌质暗红，脉沉涩弦”等临床症状分析，这些都是气血瘀滞阻滞经络，发为不通则痛的表现，可能是

因为劳累等原因，气血运行受阻，形成瘀血，进而导致疼痛加剧，故辩证考虑瘀血腰痛。 
田师通过辨证论治考虑使用鹿角利腰汤加减佐以刃针治疗。方中鹿角霜性甘咸温，甘味可益气活血，

温性可通瘀化滞，咸以补肾；霜为骨之余具强壮筋骨、引药入骨之功能；佐以骨碎补、续断、狗脊等温肾

壮阳[12]，补肝肾、强筋骨、壮腰膝为治疗腰椎病之引经药，丹皮、红花、当归活血化瘀、养血止痛，牛

膝引诸药下行直达病所、活血舒筋。田师经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后在古方的基础上加入味酸性温之木瓜，

具有舒筋活络止痛之功效，用于治疗风湿麻痹、筋脉痉挛疾患，活血化瘀通络类虫药治之，故加用土鳖

虫：于治疗手足麻木疼痛之症有较好疗效。诸药合用，共奏温肾壮阳、活血通经之效，使鹿角利腰汤具

备了攻补兼施[13]标本兼顾的特点。肾俞穴[14]属于足太阳膀胱经之经穴，可调补肾气、缓解腰痛，用于

治疗遗精、头晕、耳聋、腰疼等诸症；大肠俞属足太阳膀胱经，可疏通经脉，调和气血，强腰补肾；根据

“腰背委中求”理论，委中可激发膀胱经经气；筋会阳陵泉，故可舒筋活络[15]。承山穴善通经脉、止痛、

舒筋活络，主治：腰肌劳损、急性腰扭伤等[16]。如《备急千金要方》云“承山、承筋主脚胫酸，脚急跟

痛，脚筋急痛兢兢”，取关元俞，以壮命门之火、通经络气血，及臀部阿是穴的应用体现了“腧穴所在，

主治所在”的腧穴特点。肝主筋，腰为肾之府，肝肾不足则筋骨无以濡养故，是为不荣则痛，故肢体麻

木，痹症日久，腰背部及臀部持续性刺痛，疼痛拒按，是为不通则痛，尤以瘀血阻络为主。 
因此该患者发病 2 年余，病程迁延日久，考虑发为本虚标实、虚实夹杂，治当活血通络以治其标，

补益肝肾以治其本。故田师利用鹿角利腰汤加减，活血化瘀的同时兼顾滋补肝肾，同时佐以刃针治疗疗

效显著。二诊时症状较前缓解，但见脉沉弦，口苦大便干等症状，考虑肝胆有热原方基础上加用：柴胡、

黄芩[17]共用解少阳之邪以清肝胆火。3 个月后电话随访，患者未见明显复发迹象，治疗有效继续随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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