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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手法治疗作为颈型颈椎病的主要保守治疗手段，相较于其他疗法，有其独特的优势。通过收集查找资料，

分析认为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疗效确切且优势突出，能够纠正颈椎“筋出槽、骨错缝”的病理状态，恢

复“筋–经–骨”的生物力学平衡，改善颈型颈椎病的临床症状。本文主要介绍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

中医理论依据及西医的相关作用机制，以及现阶段临床上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主要手法。笔者在总结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展望，以期手法治疗能够更好地运用于颈型颈椎病的治疗中，并为手法治疗颈型颈椎

病提供更加标准化、科学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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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rimary conservative treatment modality for cervical spondylopathy, manual therapy demon-
strates unique advantages compared to other therapeutic approaches. Through compreh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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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analysis, this study concludes that manual therapy exhibits significant 
efficacy in treating cervical spondylopathy by effectively correcting pathological states of “tendon 
displacement and vertebral subluxation”, restoring biomechanical equilibrium of the “tendon-me-
ridian-bone” complex, and ameliorating clinical manifesta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lucidates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contemporary Western medical mecha-
nisms underlying manual therapy for cervical spondylopathy, along with current predominant clin-
ical techniques. Building upon previous research, the author proposes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to 
optimiz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manual therapy in cervical spondylopathy management, while ad-
vocating for establishing standardized protocols and evidence-based scientific foundations for this 
therapeutic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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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颈型颈椎病是颈椎病的最早阶段，也是我们治疗颈椎病的最佳时机，正确的治疗颈型颈椎病可以防

止其发展为椎动脉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甚至脊髓型颈椎病。颈型颈椎病的诱因在于颈部疏于保暖，

风寒湿邪侵犯颈部肌肉，不通则痛，或长期睡姿、坐姿不当，颈部肌肉长时间单一姿势，导致椎间盘、棘

突间关节及肌肉韧带劳损。其主要临床表现在颈项部肌肉僵硬，伴有疼痛不适、活动受限，休息后缓解，

严重时可有肩背部疼痛，头昏脑胀。现阶段临床上治疗颈型颈椎病的方法众多，但手法治疗无疑是最安

全、舒适、见效快的治疗手段。本文主要对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中医理论基础与作用机制，以及不同

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理解进行综述，为临床上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提供更全面的理论基础。 

2. 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中医理论依据 

颈型颈椎病的临床表现属于中医中的“项痹”，《医综金鉴》中记载：“项痹者，乃风寒湿三气杂

至，合而为痹也。其症头项僵直，不能转侧，或痛连肩背手臂”。可见项痹的主要病因在于风寒湿三邪痹

阻经脉，或过劳伤及筋骨，气血淤滞，筋骨功能失常，久之出现“筋出槽”及“骨错缝”的症状[1]。所

以我们在应用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时，在于纠正“出槽之筋”与“错缝之骨”[2]。筋骨并重，内外兼治，

以恢复颈椎的筋骨平衡，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手法治疗作为治疗颈型颈椎病的首选方法，其作用的主要

靶点为筋骨，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曰：“夫手法者，谓以两手安置所伤之筋骨，使仍复于旧

也。”通过手法治疗可以调理气血、疏经通络、整复筋骨，使局部气血调和，损伤的筋骨得以修复，使

“筋出槽、骨错缝”的筋骨重归平衡，进而恢复颈椎“筋骨平衡”“气血流畅”的状态[3]。 

3. 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作用机制 

颈型颈椎病的发病机制较为明确，目前主流学说主要有颈椎退行性变：在退变初期，髓核与纤维环

发生脱水、变性，导致椎间隙松动不稳，颈椎生理曲度改变(如变直或反弓) [4]。这种失稳会刺激颈椎神

经末梢，引发颈部疼痛和活动受限。随着病程进展，可能出现椎体边缘骨质增生等继发性改变。肌肉与

软组织损伤：长期不良姿势(如低头、伏案工作)、枕头不适或受凉等因素导致颈肌痉挛、慢性劳损，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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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交叉综合征”，表现为头前伸、圆肩驼背。肌肉失衡会破坏颈椎生物力学稳定性，加速椎间盘退变，

并可能压迫枕小神经、枕大神经等引发头痛[5]。炎症与神经刺激：软组织损伤后，局部炎症因子释放可

刺激颈神经根背侧支及副神经，导致颈部疼痛和僵硬。少数患者因反射作用出现短暂上肢症状，但无明

确神经根或脊髓受压证据。诱发因素：外伤、精神压力、睡眠不足等可加重颈椎负荷，促使退变进程。寒

冷刺激则通过引起肌肉痉挛加剧症状。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已被临床证明具有明显疗效，可增加颈椎间

隙，纠正错乱的关节及失稳的椎体，而且可以减少局部炎症反应与软组织损伤等[6]。 

4. 临床常用治疗颈型颈椎病的手法 

各个医家对于使用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其目的都为使“筋出槽、骨错缝”的筋

骨重归平衡。笔者翻阅众多古籍资料与学术资料，总结出了以下 4 种最常见的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的方

式，分别为软组织松解法、牵引类手法、松筋整骨手法、悬提手法，在这 4 种最基本的方式上，各个医

家又延伸出了自己独特的手法。 

4.1. 软组织松解法 

软组织松解法的要点在于松解劳损痉挛的软组织，所以我们在对软组织进行手法治疗时，应当选择

较为柔和的手法，切忌使用强烈手法。常用的手法有点、按、揉、推等四种手法，这四种手法都是较为柔

和，在治疗过程中既可以让患者感觉舒适，又能解除颈部肌肉痉挛，还能在一定程度恢复颈椎的正常生

理曲度[7]。刘科[8]等认为点穴运动疗法能够减轻颈型颈椎病的疼痛，同时改善软组织张力及弹力，增大

颈部活动度，有利于颈型颈椎病的恢复。张海波[9]等认为对颈部疼痛处的颈椎横突进行点按可以有效地

缓解患者的颈部疼痛，并能改善疼痛所造成的活动受限，不过此方法只适用于急性轻症患者，对于慢性

且症状较为严重的患者，此方法疗效较差。刘峰林[10]等研究证明，一指禅推法结合电针颈夹脊穴在治疗

颈型颈椎病时有明显疗效，且对于慢性颈部疼痛也能有较好的疗效，改善颈部不适与疼痛，不过我们在

使用此方法时要注意电针的注意事项。 

4.2. 牵引类手法 

牵引手法在临床上应用十分广泛，其不仅应用在治疗颈椎病中，其他众多疾病也在被广泛应用，其

疗效得到广大医生与患者的肯定。牵引手法的原理在于用适量外力牵引颈部，使颈部受力趋于平衡，减

轻颈部痉挛肌肉的颈椎的错误牵拉，使颈椎动力学平衡，且外在的牵引力还能缓解颈韧带痉挛，从而减

轻颈部疼痛，恢复颈椎的正常排列。而在现阶段临床中，又在传统牵引手法中引申出了众多治疗方法。

周淳浩[11]等在临床中使用动态旋牵屈伸法治疗颈型颈椎病，疗效显著，该法以“欲合先离、以离助松、

以动助合”为理念，将旋转屈伸运动与牵引力相结合，在牵引放松颈部肌肉韧带的同时，结合整复手法，

可以有效地恢复颈椎排列，减轻颈部不适感，同时因为牵引力的存在，患者在接受治疗时更加舒适，安

全，让患者更加接受手法治疗，消除对手法治疗颈椎病的恐惧。叶益均[12]等在临床治疗中发现颈型颈椎

病患者在使用悬吊训练系统联合肌肉牵伸技术时再配合颈椎病的常规治疗可以做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疗

效果，能快速地消除颈部疼痛不适，提高生活质量。李伟芳[13]等认为针对颈型颈椎病患者开展核心稳定

训练配合悬吊运动治疗的疗效显著，有利于改善患者的颈椎活动度，减轻患者颈部不适与疼痛，促进患

者颈椎功能恢复。 

4.3. 松筋整骨手法 

在传统中医推拿手法中，松筋整骨手法应用广泛，特别是在颈椎病的治疗中。松筋整骨手法，顾名

思义，手法主要是以整脊、拨筋、正骨、松解为目的，而颈型颈椎病的主要病因就是颈部肌肉痉挛，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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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菌性炎症，颈椎小错位等，通过松筋整骨手法可以纠正病变部位的解剖位置，使颈部筋、骨、肉动态

平衡，减轻软组织无菌性炎症，降低异位关节、组织对颈部造成的压迫[7]。刘硕[14]等研究发现徒手抗阻

练习联合舒筋整复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可提升患者颈椎活动度，恢复颈椎正常曲度及功能，还能调节血

流动力学，减轻临床症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占茂林[15]等在临床中使用发现李氏推拿疗法可以有效减

轻伴小关节紊乱的颈型颈椎病患者的颈部疼痛，恢复颈部活动功能，提高患者睡眠质量等，而李氏推拿

疗法就是典型的松筋整骨手法。梁颖[16]等在临床上证实了在理筋整骨手法的同时嘱患者进行相应的颈

部肌肉锻炼(如爬墙运动、梳头运动等)可以更加有效降低患者的颈部疼痛，恢复颈椎关节与肌肉的生物力

学平衡，从而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活动度。 

4.4. 旋提手法 

此手法是牵引手法的一种延伸，牵引手法以牵引为主，整复为辅，而旋提手法是以旋转整复为主，

提拉为辅。在手法施展过程中在旋转复位的同时进行纵向提拉，可以有效地复位颈椎错位的小关节，放

松颈部肌肉，改善血管压迫，促进血流量恢复，从而达到治疗目的。此手法有一定危险性，在治疗前，应

当确保患者无禁忌证，且对旋提力度、幅度的要求极为严格，我们在临床应用中应当多做考虑[7]。此手

法疗效确切，王鹏[17]团队在临床的应用中对此方法进行了改良，其使用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手法联合中医

药枕治疗颈型颈椎病，脊柱定点可有效避免医疗事故的发生，还能有效改善颈椎的血流动力学和曲度，

有效缓解患者颈部疼痛、恢复患者颈部功能等。 
以上 4 种手法各有优缺点，都有不同的适应证与禁忌证。软组织松解法适用于急性轻症患者，施法

过程中患者感觉舒适，治疗完成后效果明显，所以对于临床上的轻症患者我们一般采用此种方法，但对

于慢性颈型颈椎病患者，此方法见效比较慢。同时，软组织松解法是所有手法治疗的前置手法，后面的 3
种手法治疗的前提都是要放松颈肩部软组织。牵引类手法在临床上应用也较为广泛，一般应用在施展软

组织松解法之后，但因为其手法特殊，所以患者接受此法治疗时，可能会感觉不适，但此法与软组织松

解法结合后效果更加显著。松筋整骨手法是临床应用最为广泛的手法之一，患者寻求中医治疗颈型颈椎

病大多是为了进行松筋整骨，虽然其效果显著，但其禁忌证也十分明显，所以在治疗前一定要详细排除

禁忌证，否则容易造成医疗事故。旋提手法是牵引类手法的一种延伸，它是将牵引类手法与松筋整骨手

法结合在一起，效果明显，但同样的禁忌证较多，在治疗前需要排除禁忌证。 

5. 讨论与展望 

中医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有操作简单快捷，见效快，花费少，疗效明显，患者在治疗期间所受创伤

小等优势。颈型颈椎病作为颈椎病的最早期阶段，通过及时正确的治疗可以避免其进展为更为严重的神

经根型颈椎病或椎动脉型颈椎病。我们在临床治疗中，除了使用文章中所提到的四种手法治疗外，还应

当结合中医针灸、外用膏药、拔罐、艾灸等方式，进一步提升疗效。手法治疗颈型颈椎病在临床中应用

逐渐广泛，也受到了广大患者的认可，但颈椎作为我们人体的薄弱之处，我们在进行手法治疗时需明确

禁忌证与适应证，并严格按照规范手法进行操作，颈型颈椎病的病因较多，在治疗时应当明确病因后再

选择合适的手法进行治疗，切忌盲目使用一法多用或多法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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