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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颈性眩晕，源于太阳少阳合病、经筋受阻、经气不畅。故治疗的核心在于解除粘连，疏导经脉，恢复脊

柱的平衡，以迅速缓解眩晕之感。小针刀，作为一种结合了中医针灸与西医手术刀的独特疗法，能够如

针刺般调节经脉经气，平衡人体阴阳，又能如手术刀般在体内精准切割、剥离、松解病灶组织，因此在

颈性眩晕的治疗中展现出快速且显著的效果。本文深入分析颈性眩晕的病因和病位，进一步指导小针刀

在颈性眩晕治疗中的应用，为中医药治疗此病症提供了新的指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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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vical vertigo is caused by taiyang and shaoyang combined disease, obstruction of meridians and 
tendons, and poor channel qi flow. Therefore, the core of the treatment is to remove adhesion, 
dredge the meridians, restore the balance of the spine, and quickly relieve the sense of vertigo. As 
a unique therapy combin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cupuncture and Western medical scalpel, small 
needle knife can adjust the meridian qi like acupuncture, balance the Yin and Yang of the human 
body, and precisely cut, peel and release the lesion tissue like scalpel in the body, so it shows a rapid 
and significant effect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vertigo. In this paper, the etiology and location of 
cervical vertigo are analyzed deeply, and the application of small needle-knife in the treatment of 
cervical vertigo is further guided, which provides a new guiding theory for the treatment of tradi-
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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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颈性眩晕，往往与椎动脉颅外段的受压或病变紧密相连。患者在临床上常常表现出头晕、颈部不适、

恶心呕吐、耳鸣、眼球震颤等症状，而更为严重者则可出现脑干症状，如肢体麻木和感觉异常。这些症

状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的日常工作，更对其日常生活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困扰[1]。因此，颈性眩晕又被称

为椎动脉型颈椎病，作为常见的颈椎病类型之一，它的发病率高达 17.3%，占颈椎病发病率的 10%~15%，

仅次于神经根型颈椎病[2]。现代医学在治疗颈性眩晕时，多依赖镇静和血管扩张等药物，但治疗效果往

往难以尽如人意[3]。陈琳[4]采用定眩汤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为评估临床疗效，将其分两组，试验组服

用定眩汤，对照组服用甲磺酸倍他司汀片，治疗两周后对比疗效，试验组总有效率达 84.38%，对照组总

有效率达 59.38%，两组疗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并得出结论：采用口服中药定眩汤的试验组临

床疗效明显优于采用口服甲磺酸倍他司汀片的对照组。 
而中医治疗虽以针法为主，但在缓解局部症状的同时，眩晕的根源却难以彻底消除，且部分患者因

对针刺治疗的恐惧而难以接受治疗[5]。小针刀作为中医与现代医学的结合，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中医的

“针”与现代医学的“刀”。小针刀不仅能够利用针对局部穴位进行刺激，调节脏腑机能，而且能够利用

手术刀的功能对局部粘连组织进行切割、松解，从而纠正脊柱骨关节的轻微移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的

恢复，改善患者脊柱外平衡[6]。临床通过小针刀治疗颈性眩晕患者的疗效显著，可明显减轻眩晕程度[7]。
覃涛[8]等利用小针刀治疗颈性眩晕，并与针刺治疗进行临床效果对比，结果显示小针刀治疗有效率为

97.14%，明显高于针刺治疗有效率为 80.00%，且数据对比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 0.05)。本文深入分析

了颈性眩晕的病因病机及病位，探讨了小针刀在颈性眩晕治疗中的应用。希望为中医药治疗颈性眩晕提

供新的理论指导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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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颈性眩晕的病因病机和病位 

2.1. 颈性眩晕的病因病机 

颈性眩晕在中医学上被归类为“眩晕”、“项痹”范畴。患者常常感到眩晕、视物旋转，可伴随着持

续的头痛，颈项畏风、僵硬或疼痛的感觉，情绪低落或烦躁不安，口干口苦，纳呆，眠差，舌淡红或略

红，舌苔薄白或薄黄，脉弦或弦细[9]。《伤寒论》142 条曰：“太阳与少阳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

如结胸，心下痞硬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谵语，脉弦。五六日谵语不

止，当刺期门。”《伤寒论》171 条曰：“太阳少阳并病，心下鞕，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

俞，慎勿下之。”《伤寒论》这两条经文指出太阳与少阳并病时，颈项强痛、眩晕、结胸、心下痞硬等症

状，不宜发汗，需刺大椎、肺俞、肝俞穴位。这种并病情况首先表现为太阳病未解，再又发展为少阳病，

终为太少合病。颈项强痛是太阳病的重要特征，眩晕患者通常会出现颈项强痛、畏风等症状。而心下鞕、

眩冒则体现了少阳之气不和的症状，常伴随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等表现。因此，颈性眩晕往往是太阳

与少阳两经同时受累。患者的颈项部感觉僵硬不适，肌肉紧张、压痛，甚至有条索、结节等症状，提示经

筋不畅[9]。因此，该病的基本病因病机为太阳少阳合病、经筋阻塞、经气不畅。少阳为半表半里之经，

治疗时应辨证论治，不宜发汗，切勿下之，需按照经脉理论针刺相应穴位。因此，对于太阳与少阳并病

的证型，应综合考虑两经的病理特点，针对太阳病的颈项强痛和少阳病的心下鞕、眩冒等症状进行治疗。

颈性眩晕患者常见的症状正是太阳与少阳并病的表现，治疗时应注重调和两经之气，促使经气畅通，达

到疏通经脉、平衡阴阳的治疗目的。 

2.2. 颈性眩晕的病位 

颈性眩晕的病位主要在项背，这个区域又是太阳经和少阳经的循行之处。因此，治疗颈性眩晕常常

需要从这两条经络入手，即“经络所过，主治所及”。《灵枢·经脉》曰：“膀胱足太阳之脉……其直

者：从颠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夹脊抵腰中……。胆足少阳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下耳

后，循颈行手少阳之前，至肩上，却交出手少阳之后，入缺盆……”。《灵枢·经脉》中描述了膀胱经和

胆经的循行路线，其中膀胱经起于颠顶进入脑内并沿颈部延伸，而胆经则起于眼睛旁边，经过颈部再向

肩部延伸，这两条经脉与颈项部的病理变化密切相关。从颈项部的经络循行和发病特点来看，颈型眩晕

与太阳、少阳经脉有着密切的联系，往往伴随着颈肩部的疼痛。因此，治疗颈性眩晕应当重视调理太阳、

少阳经气，促进气血的运行通畅，从而缓解眩晕症状。 
眩晕常因经脉气血运行不畅而起[10]。外伤、劳损、姿势不良、久坐等均可阻碍经脉气血顺畅，导致

眩晕发生[11]。《景岳全书·虚损》云：“不知自量，而劳从勉强，则一应妄作妄为，皆能致损。”张景

岳告诫我们体力劳作要量力而行，勉强自己只会伤身。《证治准绳》谓：“颈痛头晕，非是风邪，即是气

挫……由挫闪及久坐而致颈项不可转移者，皆由肾气不能生肝，肝虚无以养筋，故机关不利”。其中指

出颈痛头晕可能是气挫引起，由于肾气无法生肝，肝虚无法滋养筋脉，从而导致身体机能失调。《素问·厥

论》：“巨阳之厥，则肿首头重，足不能行，发为眴仆”，巨阳即为太阳，太阳经气厥逆，上犯头部，出

现头重脚轻，行走不稳而跌倒。又有《素问·五藏生成》谓：“徇蒙招尤，目冥耳聋，下实上虚，过在足

少阳、厥阴”。认为在上之足少阳脉气虚，在下之足厥阴脉气实，会引发眩晕。因此，颈性眩晕的病位在

项背，基本病机为太少两经合病，经气不畅。 

3. 小针刀的作用机制 

朱汉章教授创立的针刀疗法融合了中医和西医理论，是一种新型的治疗方式。它既可以像针一样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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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经络，平衡阴阳，又能像手术刀一样在人体内切割、剥离、松解病灶组织[12]。针刀疗法的独特之处在

于综合运用中西医知识，为疾病的治疗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新型疗法的出现为患者带来了更多的选

择，也为医学领域开辟了新的道路。 
小针刀作为一种新型治疗工具，与现代医学外科手术相比，不同之处在于对操作环境和条件的要求

不那么苛刻，操作的流程也更为简单安全，疼痛感也更小。小针刀治疗可以减少人体损伤和切口，无需

缝合伤口，伤口恢复速度快，并且几乎没有感染或其他不良反应的出现，整体治疗过程耗时短，但能够

达到良好的效果[13]。但任何治疗方法都不是绝对的安全，都可能存在潜在风险，小针刀也不例外，在操

作过程中若对局部组织解剖不熟悉可能损伤局部血管、神经等重要组织，若未进行严格的无菌操作则可

能引起局部软组织感染等并发症。因此临床需要医生操作前对治疗部位进行严格的消毒处理，熟悉治疗

部位解剖，操作中严格遵循无菌操作，才能避免相关的并发症。 
小针刀治疗颈性眩晕的机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小针刀具有松解和舒张功能，能

够解除颈肩部病变周围肌肉和韧带的粘连，缓解肌肉紧张，减轻对血管的挤压，有助于颈椎恢复平衡，

从而改善大脑供血，减轻眩晕症状[14]。其次，小针刀刺激可以促进局部组织代谢，减轻骨关节炎引起的

刺激，恢复软组织平衡，改善供血状态[15]。再者，小针刀的“针刺”作用可以疏通经络，祛除经络瘀滞，

调节气血平衡，以达到止痛的效果[16]。最后，小针刀可以调节人体的平衡，解决软组织疾病的粘连、瘢

痕、挛缩、堵塞等问题，从而恢复人体的力平衡和生化平衡，改善疾病症状[17]。通过这些机制，小针刀

治疗能够全面而有效地缓解颈性眩晕的症状，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4. 小针刀在颈性眩晕中的应用 

针刀已被广泛运用于治疗颈性眩晕，其疗效显著，见效迅速，并且副作用较少[7]。王文献[18]通过采

用小针刀联合手法治疗颈性眩晕，进一步改善了椎动脉血流速度，从而恢复颈椎功能、缓解了临床症状，

有效提升了颈性眩晕的临床疗效，促进患者康复。同时，小针刀结合整脊手法治疗颈性眩晕也取得了显

著效果，可以有效改善眩晕、颈肩痛、头痛、心悸、视物模糊等症状，缓解疼痛感[19]。此外，一些人认

为眩晕可能是由于痰浊上扰清窍，或是肝风内动所致。因此，采用小针刀联合半夏白术天麻汤治疗这类

眩晕可以有效改善患者的临床症状，明显提升治疗效果[20]。总的来说，针刀在治疗颈性眩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不仅能有效改善症状，促进患者康复，还可以帮助恢复颈椎功能。通过不同的联合治疗手法，

如整脊手法或草药治疗，更可以有效应对不同病因引起的眩晕症状，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效果。因此，

当前的研究和临床实践表明，小针刀治疗颈性眩晕是一种安全有效的方法，值得临床医生和患者进一步

探讨和应用。 
颈部是少阳经、太阳经循行的部位，两经经气不畅时，不通则痛，便会引发颈肩部的疼痛症状。同

时，气血运行不畅会导致气机郁滞，郁久则痰瘀互阻于皮下，形成条索、结节样的改变。小针刀具有特

殊的功效，首先在松解局部组织时，其得气感比普通针刺更为强烈，更有利于疏通经脉经气。其次，在

选择治疗部位时，小针刀会针对颈项部压痛点、条索、结节状等阳性反应的部位进行治疗，符合中医针

灸中“以痛为输一阿是穴”的取穴原则，可以有效地疏通经络、缓解组织紧张。 
在治疗颈性眩晕时，本导师还会结合拔罐、正骨手法等方法，以进一步促进疗效。在使用小针刀后，

会立即进行拔罐治疗，有助于促进瘀血的排出，改善局部气血循环，从而缓解患者的症状。综上所述，

小针刀在治疗颈性眩晕方面有着独特的效果，其结合其他疗法能够更好地帮助患者恢复健康。 

5. 小结 

颈性眩晕常由外邪侵袭或素体气血亏虚引起，导致经脉气运失常，形成太阳少阳合病，使经筋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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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气不畅。治疗上急则治标，首先要松解粘黏部位，疏通经脉，恢复脊柱平衡，快速缓解眩晕症状。小针

刀结合了针刺与手术刀原理，既可疏通经络、平衡阴阳，又能在局部切割、剥离、松解病灶组织，迅速有

效缓解眩晕。临床上应结合经络理论进一步指导小针刀在颈性眩晕中的应用，增强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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