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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是一种常见的脊柱疾病，给患者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针灸作为传统医学的瑰宝，

以其安全性、有效性及经济性，在本病的治疗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并得到了患者的广泛认可。

作者全面梳理了近年来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研究动态，并对其进展进行了系统性综述，涵盖了电

针、浮针、平衡针、热敏灸、透灸法、温针灸等多种疗法。同时，也指出了针灸治疗该病的局限性，并

展望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以期更好地服务患者，提高临床疗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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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is a common spinal disease that brings many inconveniences to patients’ 
lives. Acupuncture, as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plays an indispensable role in the treatment 
of this disease, with its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economy, and it has been widely recognized by pa-
tients. The authors comprehensively reviewed the research trend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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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mbar disc hernia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its progress, including electro-
acupuncture, Fu’s subcutaneous needling, balance acupuncture, heat-sensitive moxibustion, pene-
trating moxibustion, warm moxibustion, and other therapie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ointed out 
the limitations of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the disease and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
ment direction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patients and improve clinical effic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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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腰椎间盘突出症(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是临床上较为普遍的脊柱疾病之一。该病症多由外部

力量所致，引起纤维环破裂和髓核突出，进而导致腰椎间盘的退行性变化。患者往往表现为腰部及腿部

疼痛、下肢感觉麻木以及坐骨神经痛等一系列症状[1]。根据调查结果显示，我国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多

见于中青年群体，其中以男性群体居多，该病的发病率在 7.4%~17.8%的范围内[2]。当前，针对该病的治

疗策略主要包括手术治疗和保守治疗两大类。又因手术对患者机体造成的创伤较大，故而多数患者倾向

于选择保守治疗[3]。针灸是治疗 LDH 常选择的保守方法，又因它具有简便有效且经济安全的特性[4]，
常受到来自医生和患者的认同与重视。现笔者将针灸疗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研究文献进行归纳

总结。 

2. 针法 

2.1. 电针疗法 

电针疗法是一种针灸临床常用的治疗方法，是将毫针刺入特定穴位后，当患者有局部的酸麻胀痛等

感觉时，将电针仪的导线连接到毫针针柄上，这样便可使电针仪产生的脉冲电流通过导线和毫针传递至

人体的穴位，以此来辅助治疗疾病的一种疗法。该法还可扩张血管、加快血液循环和增强代谢，能在一

定程度上减轻 LDH 患者腰痛的症状。赵学君[5]将 62 例腰椎间盘突出致坐骨神经痛的患者随机分为普通

针刺组和电针组，最终结果显示，电针组在疗效和镇痛方面均优于传统的普通针刺组，总有效率可达到

96.77%，疗效明显。刘正等[6]选取 32 只 SD 大鼠进行造模实验，得出研究结论：电针刺激“梨状二穴”

能显著减少腰椎间盘突出症大鼠体内 IL-6、PGE2、NO 和 MMP-3 的表达水平，因此在抗炎和镇痛方面

发挥了关键作用。 

2.2. 浮针疗法 

浮针疗法是一种采用一次性浮针对非疼痛区域的浅筋膜层执行扫散操作的针刺技术。与传统针刺方

法相比，该技术见效更迅速，其适应症与前者大致相同，但针刺点数量有所降低，且治疗周期有所缩短

[7]。张计臣等[8]的研究中，共有 80 名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被随机分配至两个不同的治疗小组：一组为

对照组，另一组为治疗组，每组包含 40 例患者，对照组接受了常规的毫针针刺治疗，而治疗组则接受浮

针治疗。操作时，确保浮针针头与皮肤之间的夹角维持在 15˚~25˚，迅速刺穿至皮下组织，仅需触及肌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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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即可，不宜过深。完成后，将针从肌肉层移出，再放倒针身，最终浮针治疗效果更为显著。任晓雅[9]
发现浮针疗法能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改善患者腰腿功能障碍，缓解患者临床症状，提高患者腓总神经和

胫神经肌电图 F 波出现率。 

2.3. 平衡针法 

平衡针法，由王文远教授创立，该针法是一种将传统中医针灸与现代医学理念融合的创新针灸治疗

技术。该疗法侧重于通过针刺来调节大脑中枢系统的平衡，进而实现对各内脏器官生理功能的恢复与修

复。刘忠利[10]通过临床观察发现人体平衡的维护是平衡针法的核心理念，它通过激活内在的能量与物质，

推动机体向健康状态的正向转变。平衡针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时，能有效提高患者痛感阈值，缓解

水肿症状，并降低炎症反应的活跃度。符传庆[11]探讨用平衡针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效果，将

LDH 患者随机分为针刺组与平衡针组，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治疗后的 VAS 评分，最终研究结果

表明，采用平衡针疗法的患者组治疗总有效率达到 97.44%，这一成效显著优于单纯的针刺治疗组。此外，

与针刺组患者相比，接受平衡针治疗的患者在治疗后 VAS 评分更低，表明疼痛程度得到了更显著地减轻。 

3. 灸法 

3.1. 热敏灸 

热敏灸疗法，作为一种创新的灸疗方法，侧重于选取对热反应敏感的特定穴位，并采用适宜的灸量

进行悬吊式灸法，目的是增强治疗的效果。热敏灸技术利用其特有的温热效应，巧妙地达到了传统针灸

追求的“气至病所”的治疗效果。左姣姣[12]在研究热敏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过程中，探讨了得气与

疗效之间的相关性，并得出了相应的结论：其临床疗效与热敏灸的得气程度呈现正向关联，得气程度越

强烈，疗效越显著。在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治疗中，不同级别的得气反应的热敏灸均证实了其有效性，它

有助于减轻患者的疼痛感，全面提升症状和体征的改善，增强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促进腰椎功能的恢

复。唐福宇等[13]观察结果显示与传统艾灸相比，热敏灸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展现了更加稳定的疗

效和更低的复发率，因此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陈望龙等[14]在骨科常规治疗的前提下，让实验

组实施了热敏灸干预，而对照组则接受了传统的温和灸治疗。两组均针对同一组穴位进行灸治，结果显

示，在治疗急性期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热敏灸的疗效优于对照组。 

3.2. 透灸法 

高希言教授基于古代医家对重灸理论的深入研究，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灸疗实践经验，探索并总结

出了一种高效且实用的灸疗方法——透灸法。透灸法是一种灸疗技术，它通过使用艾条或特制的灸箱，

并运用专门的透灸操作技巧，使得热量能够深入到机体内部的深层组织，从而产生显著的灸感。张雪琳

等[15]发现透灸之法以其较强的温通效应，能有效疏通经络，全面调整气血，对腰肌劳损、腰椎疾病及颈

椎病等的治疗展现出良好的疗效。高希言等[16]研究结果显示透灸法在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的临床

效果十分显著，透灸法组有效率可达 93.3%，单纯针刺组有效率达 73.3%。刘利[17]通过分析透灸法治疗

腰椎间盘突出效应与疗效结果得出透灸法旨在激发经络之气，通过调和血液流通、神经传导、内分泌平

衡、免疫机能以及经络体系，全方位提升人体的防御能力。 

3.3. 温针灸 

温针灸，是一种结合了针灸与艾灸技术的综合治疗方法，也被称为针柄灸。其操作是在留针的同时，

将艾绒揉成团状并缠绕在针柄上，随后点燃艾绒，使得热量通过针身传导至特定的穴位。研究表明[18]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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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灸能够加速血液循环，从而有助于炎症的消退和减轻神经刺激，进而缓解腰部疼痛。此外，通过针刺

特定穴位，温针灸能够放松肌肉，减轻患处的压迫感和疼痛。倪小婷[19]经过对夹脊穴实施温针灸治疗腰

椎间盘突出症患者疗效的观察分析发现，相较于单纯的夹脊穴针刺治疗，温针灸展现出更佳的疗效，能

够减轻患者疼痛，改善腰椎的活动功能以及凝血功能的相关指标。史峰[20]研究发现在采用腰椎牵引疗法

的基础上，结合温针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能够显著减轻患者的症状，有效减少机体的炎症反应，并

促进腰椎功能的恢复，同时确保治疗的安全性。 

4. 其他疗法 

4.1. 针刀疗法 

针刀疗法是一种结合了传统针灸和现代微创手术技术的治疗方法。该疗法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

针刀，这种工具外观类似于针灸用的针，但其尖端是切割刃，可以用来松解粘连的组织、切开挛缩的筋

膜、瘢痕或者钙化点，以达到缓解疼痛和改善功能的目的。葛明富等[21]进行了一项临床研究，旨在探讨

针刀松解夹脊穴与深刺次髎穴联合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效果分析，结果显示在 JOA 评分、VAS 评分、

ODI 指数方面，针刀组优于对照组。胡江杉等[22]对现有文献中探讨针刀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机制的研究

动态进行了梳理与分析，结果表明针刀疗法在临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该治疗方

法能够有效缓解机械性压迫，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调整人体的自身免疫反应，具有镇痛作用，促进局

部血液循环，同时还能调节脊柱的生理环境和人体的电生理状态。 

4.2. 刺络拔罐法 

刺络拔罐法，又称刺血拔罐，是一种将刺络和拔罐技术融合的常见治疗手段。该法首先对拔罐区域

进行皮肤消毒，随后使用三棱针进行点刺以促使出血，或者用皮肤针进行叩击，继而将火罐吸附在已刺

的部位上，促使血液流出，从而提升刺血治疗的效果。谢贞瑶等[23]开展了一项 Meta 分析研究，旨在评

估刺络拔罐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中对于疼痛减轻和腰椎功能恢复的效果，最终得出腰椎间盘突出症患

者通过刺络拔罐治疗，可以显著提升临床治疗的总有效率，减轻腰腿部的疼痛感，优化腰椎的功能，进

而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贾利军等[24]通过观察发现刺络拔罐联合中药组比起单纯的中药组，愈显率明显

更高，在治疗 LDH 方面具有更确切的临床疗效。邱旋[25]观察发现委中穴刺络拔罐结合针刺组疗效更佳，

总有效率可达 96.7%。 

4.3. 康复训练 

康复治疗的核心在于针对各种疾病引起的功能丧失进行干预，其宗旨是协助患者恢复或提升功能障

碍[26]，从而增强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及整体生活质量。胡红芳[27]通过分析得出 LDH 患者采用康复训

练疗法能够有效增强腰背部的肌肉力量，提升身体的灵活性和协调性，增强脊柱的稳固性，显著促进病

情的好转。杨岷松等[28]选取 60 例 LDH 患者，随机分为常规针刺组和针刺配合康复训练组，后者的治疗

总有效率显著高于前者，可达 95.00%，可以在多个维度上，提高 LDH 患者的生活质量。黄先平[29]通过

观察得出 LDH 患者通过康复训练，能够减少椎间盘所承受的压力，还能够调整突出物的位置，解除粘连，

因此有效地减少了神经根受压的情况，进而实现了疼痛缓解的目标。 

5. 小结 

在中医理论中，腰椎间盘突出症被归属于“痹证”与“腰痛”等范畴，其病因主要涉及外界的风寒湿

邪侵袭、意外跌伤、长期劳损、肾精亏损等因素。在临床治疗中，针灸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方法，能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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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调和气血、通络止痛的作用。针灸治疗能够调节神经系统，改善神经的超微结构，调整神经的电生理

活动，提升痛觉阈值，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调控炎症反应，并保持脊柱的稳定性，从而有效缓解 LDH 患

者的症状，并提升其生活质量。尽管如此，该领域的研究仍有许多不足，比如对作用机制的研究不够深

入，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临床观察，而动物实验和病理机制研究较少；疗效评价标准不统一，针灸治疗 LDH
的效果评估方法多种多样，缺少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针对个体差异的治疗方案，由于 LDH 患者的病情

和体质各不相同，治疗方案应依据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性化设计。未来，期待更多科研工作者对针灸治

疗 LDH 的机制进行深入研究，为临床治疗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建议建立起规范的疗效评价体系，

并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随着科技进步和研究深入，针灸治疗 LDH 有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为

广大的 LDH 患者带来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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