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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技术，作为一种高效、精确且安全的治疗手段，逐渐在常见肌肉骨骼疾病中

得到广泛应用。该技术结合了肌骨超声的实时高分辨率影像与微创治疗方法，能够有效提高病变定位的

准确性并减少治疗风险。通过针刀治疗、刃针封闭联合治疗、注射治疗等微创方法，患者的疼痛缓解和

功能恢复得到了显著改善。本研究探讨了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技术在常见肌肉骨骼疾病中的临床

应用，重点介绍了针刀治疗、刃针封闭联合治疗、注射治疗等微创方法的优势及临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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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guided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as an efficient, pre-
cise, and safe therapeutic approach, is gradually being widely applied in commo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This technology combines the real-time high-resolution images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
sound with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methods, effectively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lesion lo-
calization and reducing treatment risks. Through minimally invasive methods such as needle knife 
treatment, blade needle block combined treatment, and injection therapy, patients have shown sig-
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pain relief and functional recove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linical appli-
cation of musculoskeletal ultrasound-guided minimally invasive treatment technology in common 
musculoskeletal diseases, with a focus on the advantages and clinical effects of minimally invasive 
methods such as needle knife treatment, blade needle block combined treatment and injection ther-
a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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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肌骨超声的原理和优势 

肌骨超声是一种利用高频超声波成像技术来评估肌肉骨骼系统的诊断方法，原理是利用超声波在不

同组织中的反射和吸收特性，通过探头接收反射波并生成图像，从而提供详细的解剖和病理信息，能够

清晰地显示浅表软组织、肌肉、神经和骨骼的病变范围和程度[1]。其作为一种非侵入性检查方法，在临

床诊断中应用广泛[2]，主要原因取决于以下几种独特优势[3]：一、高分辨率成像，肌骨超声能够提供高

分辨率的实时影像；二、实时动态观察，与 CT 和 MRI 等影像学方法不一样的是，肌骨超声能够在患者

运动或变换体位时进行即时评估；三、无辐射性，相比于 X 光、CT 等放射性成像技术，肌骨超声不涉及

辐射；四、能够介入引导治疗，肌骨超声能够帮助医生在进行精确穿刺、注射或松解时，实时观察病变

区域的位置和大小。总之，肌骨超声因其高效、安全以及实时成像的特点，能够安全准确地识别和定位

肌肉，同时可以实时观察探针的走向以及探针在体内对周围软组织结构的影响，在肌肉骨骼疾病的诊断

和治疗中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4]。 

2. 临床应用 

2.1.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治疗 

针刀治疗作为一种微创治疗方法，是医生利用一种特殊的针具，切割和松解病变区域组织粘连，消

除局部炎症，改善微循环的技术[5]，其具有微创、恢复快的优点；针刀治疗在许多软组织损伤或者疼痛

治疗中效果显著，这种技术常用于治疗肌腱炎[6]、筋膜炎[7]、肩周炎[8]等疾病。但是对于局部感染、凝

血功能障碍，以及恶性肿瘤等患者禁止使用该技术。 
相较于传统针刀，在针刀微创治疗的基础上引入肌骨超声引导，可以更加精准地定位病变的位置，

确保治疗的精确性，进而发挥更好的治疗作用。例如潘晔[9]等通过比较传统针刀治疗和肌骨超声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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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针刀治疗，发现在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治疗足底筋膜炎优于传统的针刀治疗；安璐[10]通过对肌骨超

声引导下的针刀治疗冻结肩的疗效进行观察，发现在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松解治疗效果确实优于普通

针刀治疗；除此之外，针对长期肌肉不正常紧张或过度使用可能导致的肌肉痉挛或功能障碍，在肌骨超

声的引导下，采用针刀微创治疗松解过度紧张的肌肉，能改善其功能，缓解痉挛和疼痛的效应也高于传

统的低温热塑料板[11]。 

2.2.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刃针封闭联合治疗 

刃针封闭联合治疗是一种结合了刃针微创松解与神经封闭的综合治疗方法，能够最大化治疗效果，

缓解患者的疼痛并加速康复进程。在肌骨超声的引导下，刃针精确地作用于病变区域，通过切割和松解

软组织的粘连、瘢痕组织，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从而恢复局部功能并减轻疼痛[12]。同时，神经封闭注射

能够快速阻断疼痛信号，提供即时的止痛效果，促进康复[13]。 
该技术适用于软组织损伤、慢性疼痛、神经性疼痛以及由关节病变引起的功能障碍，例如网球肘等，

一种由于长期的过度使用或老化导致的肌腱变性、炎症或纤维化的疾病。在肌骨超声的引导下，通过刃

针联合封闭治疗能够明显改善患者网球肘的疼痛症状，减少肘关节功能恢复时间[14]；此外，在治疗第三

腰椎横突综合征时，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联合局部封闭治疗显著优于单纯的局部封闭治疗。研究显示，

治疗组在疼痛评分(VAS)和腰椎功能评分(JOA)等方面均优于对照组，且治疗后炎症因子水平也得到了显

著改善[15]；除此之外，肌骨超声下单纯的刃针治疗也是常用的治疗方法，并且疗效也相当显著，例如一

项研究对比了肌骨超声引导下刃针松解术与传统非直视下刃针松解术在神经根型颈椎病中的应用[16]，
结果显示，超声组的手术时间更短((26.45 ± 2.14)分钟)，术后 1 个月和 3 个月的 VAS 评分显著优于常规

组，且治疗有效率(93.02%)显著高于常规组(69.77%)，患者满意度和颈椎病症状评分也更高。同样地，该

技术也禁止对局部感染、凝血功能障碍，以及恶性肿瘤等患者使用。 

2.3.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是一种结合超声影像学技术和药物注射治疗的先进方法，通过超声实时

引导，确保药物准确注射到目标区域。在超声引导下的注射治疗具有高精度、低风险、微创等优点，能

够显著缓解疼痛、减轻炎症并促进组织修复[17]，患者通常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恢复正常活动，极大地提高

了治疗的安全性和效果。 
该技术可用于多种肌骨疾病，如关节炎、肌腱炎、滑囊炎、软组织损伤等，但是对于注射局部存在

感染、伴有严重出血性疾病，以及注射药物过敏等患者禁止使用。并且，相较于传统的盲穿注射，肌骨

超声引导下的注射，属于可视化的精准治疗，能够保证药物可以准确地进入病变部位，从而在用药量较

小的情况下，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18]。例如腕管综合征，一种由于组织粘连或损伤导致神经受压，产生

疼痛、麻木和运动功能障碍的疾病。在肌骨超声的引导下，腕管内注射高渗葡萄糖可明显改善腕管综合

征患者的临床症状[19]；例如，在治疗肱二头肌长头腱鞘炎时，超声引导下注射透明质酸酶能够显著减轻

患者肩关节疼痛，提高肩关节活动功能，且治疗总有效率高于传统注射方法[20]。此外，在治疗梨状肌综

合征时，超声引导下的药物注射治疗也优于传统的盲穿注射，能够精准到达病变部位，避免误伤周围神

经和血管，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21]。 

2.4.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筋针结合冲击波治疗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筋针结合冲击波治疗是一种结合筋针技术和冲击波疗法的创新治疗方法。通过超

声引导，医生能够精准定位病变区域，在该区域应用筋针技术，通过针刺的方式松解筋膜，改善血液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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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促进局部组织的修复[22]。同时，冲击波治疗通过高频声波传递能量，刺激软组织深层，打破纤维化、

促进胶原蛋白重塑，进一步加速愈合和缓解疼痛[23]。两者结合，不仅能显著提高治疗效果，还能够减少

治疗过程中的风险，帮助患者更快恢复关节活动度、减轻疼痛，并改善日常功能。同时该技术也有许多

禁忌症，包括全身性禁忌(如出血性疾病、严重心血管疾病、认知障碍等)和局部禁忌(如重要组织或结构

区域、断裂或严重损伤部位、感染灶、恶性肿瘤等)，以及妊娠期女性、急性期患者、存在金属植入物等

情况。 
该技术广泛应用于软组织损伤、筋膜炎、肌腱炎等肌骨疾病的治疗，如膝关节骨关节炎，一种通常

伴随着软组织损伤或粘连的疾病，在肌骨超声的引导下，通过筋针结合冲击波治疗，能促进关节健康恢

复，减轻病变影响[24]；在治疗粘连期肩周炎的研究中，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针刀整体松解联合发散式体外

冲击波治疗能够有效减轻患者疼痛，改善肩关节活动度和功能，且安全性较高[25]；除此之外，肌骨超声

下单纯的冲击波治疗也在康复、肌骨疼痛治疗方面被广泛应用，例如临床上治疗梨状肌综合征、足底筋

膜炎就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6]。 

2.5.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高频电刀定点松解术 

高频电刀是一种利用高频电流在生物组织中产生热效应的医疗设备，原理是电流通过生物组织时，

由于组织的电阻作用，电流在组织局部产生热量，导致组织的蛋白质变性或水分蒸发，从而实现对组织

的切割、蒸发或凝固[27]。相对于传统的手术方法，高频电刀具有高精确度、微创、高效止血和快速恢复

的优势。它不仅能够精确地切割组织，还能有效止血，减少手术中的出血，降低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

目前，高频电刀广泛应用于肿瘤切除、整形外科等多个领域[28]。高频电刀定点松解术是结合肌骨超声引

导的一种创新治疗方法。通过肌骨超声的精准引导，医生可以清晰地看到病变部位的解剖结构，从而确

保高频电刀的尖端能够精准地到达病变区域。该技术不适用于严重内脏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局部感染

或损伤、药物过敏、肿瘤、畸形、骨折、血肿、解剖位置不清、精神异常或不配合等情况，以及血糖、血

压控制不佳或有重要器官功能异常的患者，只能适用于肌肉、肌腱、韧带损伤和外周神经病变，以及全

身各关节疾病等患者。 
王海亮[29]等通过将 70 例股骨髋臼撞击综合征前外侧撞击的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与对照组，试验组

采取肌骨超声引导下的高频电刀定点松解治疗，而对照组采取综合康复治疗，实验结果显示肌骨超声引

导下的高频电刀定点松解治疗相较于保守治疗，疗效更好，且能够在相对较长的时间内保持治疗效果。 

3. 技术优势与局限性 

随着医学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方式，逐渐在临床

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技术通过实时超声影像帮助医生精确定位病变部位，从而提高治疗的准确性和安全

性。相比传统开放手术，这种微创治疗创伤较小，患者恢复时间更短，并且局部麻醉即可完成，减少了

全身麻醉的风险。此外，超声能够在治疗过程中动态监控，医生可以实时调整治疗策略，避免误伤正常

组织。尽管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具有如此诸多的优势，但在实际应用中也面临一些局限性。虽然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在许多情况下有效，但其操作技术要求较高，操作医生需要具备丰富的经验

和技能。此外，超声影像的质量和结果，极大地依赖于操作者的经验和技术水平，并且由于影像采集和

解读的技术规范尚未完全统一，这会导致不同的操作者之间得到的影响结果不一致。而且并非所有肌骨

病变都适合进行这种治疗，特别是对于一些难以触及的深部病变，超声的成像效果可能不佳。 

4. 未来发展方向 

随着超声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在临床应用中展现出了越来越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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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这一技术将如何进一步发展并改变医疗实践，是当前医学界关注的重点。为了进一步提升治

疗效果和拓宽应用范围，我们可以聚焦于多个关键领域的创新与发展。 
首先，随着超声影像技术的不断进步，设备逐步升级，通过升级超声探头和优化图像处理技术，使

肌骨超声将能够提供更高分辨率的图像，帮助医生更精确地定位病变区域，尤其是在深层或复杂的病变

处理中。此外，人工智能(AI)和机器学习的结合，开发基于 AI 的超声影像分析平台，将使得超声图像的

分析更加自动化和智能化，提升诊断和治疗的精准度[30] [31]。 
其次，随着跨学科技术的融合，未来可以考虑超声与 CT、MRI 等其他影像技术的结合，超声可以作

为实时监控工具，CT/MRI 则提供更为精细的解剖结构信息，二者结合可以提供更全面的信息，开发能够

实时同步不同影像数据的融合平台，形成多模态影像引导治疗，从而提供更为精确的信息，进一步优化

治疗方案。 
此外，微创治疗设备的不断微型化和智能化，将使得治疗过程更加高效、安全。例如，纳米技术和

机器人辅助技术可能会进一步提升治疗精度。纳米颗粒可以通过超声引导精准释放药物至病变区域，促

进修复并减少药物对正常组织的影响。纳米技术还可以帮助制造更小巧、精密的治疗仪器，提供更为细

致的操作，并减少患者的创伤和恢复时间。通过这些技术的创新，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将在临床

上发挥更大的潜力和更广泛的应用。 

5. 结论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技术通过高分辨率的实时影像，为常见肌肉骨骼疾病的治疗提供了精准

定位和干预的可能。该技术具有创伤小、恢复快、治疗安全性高等优势，尤其适用于软组织损伤、慢性

疼痛及功能障碍等疾病的治疗。结合针刀治疗、刃针封闭联合治疗、注射治疗等微创方法，能够显著改

善患者的疼痛症状和功能障碍，加速康复进程。尽管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面临操作技术要求较高

及部分深层病变成像局限等挑战，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未来这一方法将在临床实践中发挥更大作用，

肌骨超声引导下的微创治疗将迎来更加广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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