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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腰椎间盘突出症(LDH)是临床当中脊柱疾患的高发类疾病之一。近年来，伴随着现代生活方式的转变以

及社会环境的持续影响，该病的发病率呈逐步攀升的趋势，且发病年龄也在逐渐走向年轻化，已然成为

医学界关注的一大焦点。在非手术干预领域，中医治疗凭借其独特的理论架构和多元化的治疗模式，展

现出显著的治疗优势。本文通过系统梳理近年来中医治疗LDH的相关文献，重点从发病机制、症候分型、

特色疗法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优化临床治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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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umbar disc herniation (LDH) is one of the high incidence diseases of spinal diseases in clinic.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lifestyle and the continuous influence of social en-
vironment, the incidence of the disease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and the age of onset is also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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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younger, which has become a major focus of medical attention. In the field of non-surgical 
interven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treatment shows significant therapeutic advantages 
with its uniqu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diversified treatment mod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the treatment of LDH in recent 
years, focusing on the pathogenesis, syndrome classification, characteristic therapy and other as-
pect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clinical trea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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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LDH 是导致腰腿痛的重要致痛源，在祖国传统医学典籍中多将其归属于“腰痛”“痹证”等范畴[1]。
《诸病源候论》指出：“劳损于肾，动伤经络，又为风冷所侵，血气击搏，故腰痛也”，阐明了腰痛与肾

虚、劳损及外邪侵袭的密切关联。流行病学数据显示，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劳役过度，LDH 的发

病率大约 2%~3%，青壮年人群为高发群体，且存在性别差异显著性(男性发病率高于女性，男性发病率约

4.8%，女性约 2.5%) [2]。临床上此病呈现慢性化、阶梯式进展的特征，在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起居的同

时，更威胁着其心理健康。笔者通过十余年的临床诊疗观察发现本病多属本虚标实之证，其标在经络痹

阻、气血瘀滞，其本为肝肾亏虚、气血不足。《素问·刺腰痛篇》系统论述了腰痛与足三阴三阳经的密切

相关性，为临床辨证治疗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在治疗方面，中医秉承“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的理

念，通过内治与外治相结合、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相配合的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诊疗体系。临床研究

表明，约 80%的患者通过中医综合治疗可获得显著疗效[3] [4]，充分展现了中医药在非手术治疗领域的优

势。 

2. 中医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认识 

从中医病因病机分析，LDH 的发生与肝肾亏虚、气血不足、外感风寒湿邪等因素密切相关。《素问·脉
要精微论》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明确指出腰痛与肾脏功能的密切关系。肝肾精

血同源互化，肝主筋，肾主骨，肝失濡养则筋脉拘挛，肾精亏耗则骨髓不充，以致筋骨失其濡养。风寒湿

邪乘虚而入客于经髓，痹阻气血之运行，气滞血瘀，络脉不通，故发为腰脊疼痛。此外，跌扑闪挫可致腰

部经筋受损，气血瘀滞；久坐劳役过度，则耗伤肾气，筋骨失养。此二者皆可致腰部气机逆乱，络脉瘀

阻，终成腰痛之疾。《诸病源候论》中记载：“腰痛者，谓卒然伤损于腰而致痛也”，即指出腰部损伤也

是导致腰痛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治疗方面，中医强调的是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注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治法或汤药内服以调

脏腑，或以针灸推拿以通经络，或辅以导引之术调和气血使得筋骨得以濡养。内治法多以祛风除湿、活

血化瘀、补益肝肾为基本原则，常用方剂如独活寄生汤、身痛逐瘀汤或左、右归丸等方剂，临床上需要

根据患者具体证候进行加减化裁。外治法则包括针灸、推拿、拔罐、中药熏蒸等，其中针灸疗法通过疏

通经络、调和气血，可缓解疼痛；推拿手法通过舒筋活络、正骨松筋，使气血流畅；中药熏蒸则可温经散

寒、活血通络，令痹阻得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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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医在 LDH 治疗领域不断变革创新，针刀疗法逐步进入大众的视野，并且发展迅速。

它融合了针灸之微创与手术之精准于一体，通过松解粘连达到减压止痛的效果，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良

好疗效。此外，中医导引术如八段锦、太极拳等，通过外练筋骨，内调气血，形神共养，可畅达经脉，又

能强健腰脊，在 LDH 的康复治疗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3. 中医药疗法 

3.1. 中药内服 

中医药以其独特的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结合丰富多样的治疗方法，已成为临床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LDH)的重要手段。其疗效显著，副作用轻微，费用相宜，深受广大患者的普遍认可。笔者通过十

余年的临床治疗观察发现，LDH 多属本虚标实之证，因此治当审证求因，因人施治，用药上或补肝肾以

固其本，或选用化瘀通络之药以治其标，促使患者气血调和，筋骨得养，标本兼治方可达到精准而高效

治愈疾病的目的。 
在临床实践中，诸多医家通过不同方药的运用，皆取得了显著疗效。胡学伏[5]等研究发现，应用身

痛逐瘀汤加减，取其活血化瘀、通络止痛之功，对缓解 LDH 导致的腰腿疼痛效果显著。赵继荣等[6]通过

数据挖掘技术分析中药治疗 LDH 的用药规律，发现临床之中杜仲、当归、熟地黄等补虚药使用频率最

高，正契合了中医“肾主骨”的理论思想及“治未病”的预防理念。 
在经典方剂的应用方面，吐尔孙·居买[7]通过应用祛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血之方治疗 680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在临床上获得显著的镇痛效果，证明其功效与 LDH 的病机特点呈现高度契合的

状态。此外，沈洪梁等[8]使用益肾蠲痹汤内服，联合整脊手法外治方案，内外相合，标本兼顾，也取得

了满意疗效，方中药物配伍精当，既补肝肾以培其本，又祛风湿、行气血以治其标，配合整脊手法疏通

经络、正骨理筋，体现了中医整体调治的特色优势。 
这些临床研究充分展现了中医药治疗中整体调节、标本兼治的特点，在有效缓解症状的同时，更能

通过调理脏腑功能、改善体质，从而达到“既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目的。展望未来，应更进一步加强中

医药治疗 LDH 的规范化研究，通过深入研究整合数据，探讨其治疗的作用机制，以期为临床提供更加可

靠的循证依据支持。 

3.2. 中药外用 

临床上，常用的中药外治方法包括中药烫疗和中药熏蒸等。均是通过借助药力作用和热力作用的双

重效果达到治疗 LDH 的目的。 

3.2.1. 中药烫疗 
中药烫疗作为中医外治法之一，在 LDH 的治疗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该疗法通过温热效应与药物作用

的有机结合，可温通经络、散寒除湿、活血化瘀，从而达到缓解症状、促进康复的目的。 
从中医理论分析，烫疗的热力作用具有温阳散寒，促进气血运行的作用。烫疗所用药物多具祛风湿、

通经络之效。药物经皮腠而入，可直达病所，从而达到促进腰部气血运行、祛除局部寒湿痹阻的功效。

《素问·调经论》云：“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烫疗的温热效应正契合

这一理论。覃秀英[9]等通过观察推拿手法配合药物烫疗治疗 LDH 患者，收到了良好的疗效，得出的这一

结论证实了这一治疗作用。 
临床研究表明，中药烫疗在 LDH 治疗中具有多重功效。首先，热力可温通经脉，畅达气血，加速代

谢产物排出；其次，药性经皮腠而入，可消肿止痛，缓解神经根水肿；再者，烫疗能舒筋解痉，促进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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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改善局部微环境。这些作用机制与中医"通则不痛"的理论不谋而合，可使痹阻得通，疼痛自除。 
在临床实践中，多位学者对中药烫疗的应用进行了深入探索。曹茂奎[10]通过应用中药烫熨疗法治疗

LDH 患者，结果显示该方法不仅能显著改善临床症状，还具有安全性高、患者依从性好等优势。李维娜

[11]通过将烫疗与推拿手法相结合，发现二者协同作用可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显著提高治疗总有效率。

此外，黄桃园[12]等在五籽散热熨疗法的应用研究也证实，该疗法可通过温热效应畅达经脉，促进气血运

行，促进组织代谢，为 LDH 的治疗另辟蹊径。 
这些临床研究充分证实了中药烫疗在 LDH 治疗中的独特价值。其操作简便、副作用小、疗效确切的

特点，显现出中医外治法的优势。未来应进一步规范烫疗操作标准，优化药物配伍，为临床推广应用提

供更可靠的依据。 

3.2.2. 中药熏蒸 
中药熏蒸疗法已历经千年传承，因其在治疗 LDH 上展现了独特疗效，在中医骨伤科领域占据着重要

地位。《黄帝内经》有云：“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其中“渍形”即指熏蒸疗法，熏蒸疗法借药力与

热力相得益彰，具有温通经络、散寒除湿、化瘀止痛之功，此法为中医外治法之精髓。《医宗金鉴》云：

“外治之理，即内治之理”，熏蒸疗法之药物成分经皮腠而入，使药性直达病所，发挥治疗作用。其温热

效应能畅达气血，解寒湿之痹[13] [14]。 
临床研究表明，中药熏蒸疗法在 LDH 治疗中疗效甚佳。汪宝军等[15]通过对比中药熏蒸与常规熨剂

治疗 LDH 的疗效，发现熏蒸组疗效显著优于对照组，体现了熏蒸疗法独特的治疗优势。另有研究将熏蒸

疗法与手法复位、功能锻炼相结合，结果显示联合治疗组的总有效率明显提高，且无不良反应，充分展

现了中医综合治疗的优势。 
在临床实践中，有多位学者探索了熏蒸疗法与其他中医特色疗法的联合应用对 LDH 的疗效观察。王

巍[16]等通过采用中药熏蒸与针刺同时进行施治，发现二者的协同作用可显著改善腰椎活动功能，提高患

者生活质量。此外，李爱群[17]通过熏蒸疗法与穴位贴敷的双重作用，在临床中可有效缓解疼痛症状，在

LDH 的治疗上取得了满意疗效。 
这些临床研究充分证实了中药熏蒸疗法在 LDH 治疗中的独特价值。其法简便效宏，具有舒适性高，

副作用小，患者接受度好，尽显中医外治之特色。未来应进一步规范临床治疗中熏蒸疗法操作标准，优

化药物配伍探索更优方剂，并借助临床研究数据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4. 针灸 

针刺疗法作为中医特色治疗手段之一，在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临床治疗中应用广泛，疗效显著。

《灵枢·九针十二原》有云：“效之信，若风之吹云，明乎若见苍天”，生动描述了针刺疗法的速效与奇

效。又如“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进一步阐明了其通经

活络、调和气血之功。 
在临床实践中，多位学者对针刺治疗 LDH 进行了深入探索。任超等[18]采用背俞穴配伍夹脊穴治疗

老年 LDH 患者，发现该疗法可显著改善患者症状，其作用机制与益气助阳、舒筋通络密切相关。背俞穴

为脏腑经气输注之处，夹脊穴位于督脉之旁，二者相配可调节脏腑功能，疏通经络气血，体现了中医整

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思想。 
张立恒等[19]根据 LDH 的不同证型，采用循经取穴的方法进行治疗。将 LDH 分为足太阳经型、足

少阳经型、足阳明经型及混合型，在针刺夹脊穴的基础上，分别配伍相应经络的特定穴位治疗。这种辨

证取穴的方法即是体现了中医“经脉所过，主治所及”的理论，进一步证实了针刺疗法的确切疗效。 
这些临床研究充分展现了针刺疗法在 LDH 治疗中的独特优势。其通过调节经络气血、平衡阴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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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能够缓解疼痛症状，更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未来应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规

范针刺治疗方案，探索针刺疗法与其他中医特色疗法的联合应用，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5. 灸法 

从中医角度来看，腰痛之病因可分为外因和内因两种。外感多因风寒湿邪侵袭，或跌扑损伤致瘀血

阻滞；内伤则以肾虚为主。《素问·脉要精微论》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明确指

出腰痛与肾虚的密切关系。《医学入门》有云：“药之不及，针之不到，必须灸之。”艾灸治疗结合了热

力和药物的双重作用，艾灸的温热效应可促进气血运行，改善局部寒湿痹阻以祛除外邪；艾叶的药性通

过皮肤吸收，可发挥温经散寒、活血通络之效。其次，又可温补肾阳、强壮腰膝以固本培元，正契合腰痛

的治疗原则。临床实践证明，艾灸疗法在缓解疼痛、改善功能方面具有显著疗效[20]-[22]。 
在临床应用中，艾灸通常与其他中医特色疗法联合使用，以增强疗效。谢丽娜等[23]认为，艾灸与推

拿均具有活血通络之功，二者配合使用可相得益彰，对改善腰腿功能、缓解疼痛具有显著疗效。此外，

温针灸作为艾灸与针刺的结合疗法，并通过针体的温热传导，可更好地疏通经络气血达到缓解肌肉痉挛

改善疼痛的目的，在 LDH 治疗中效果显著[24]。 

6. 推拿 

推拿疗法源远流长，流派众多，且各流派在理论体系和操作手法上各具特色。是中医外治法当中，

普及较广的技术之一，并且在应对 LDH 的治疗中展现出了显著的疗效，为 LDH 的治疗提供了丰富的方

法选择。其疗法具有疏通经络、行气活血、理筋整复、滑利关节等作用，可有效减轻肌肉的紧张和痉挛，

改善局部气血运行，因此在临床上被广泛应用[25]-[27]。 
在推拿学术领域，多位医家均提出了各自独特的理论观点。韦贵康教授提出了“脊督一体”理论，

认为脊柱作为督脉的通道，与肾脏功能紧密相连，主张通过调理督脉论治腰痛[28]；施杞教授继承了石氏

伤科“以气为主、以血为先”的学术理念[29]，创立了整腰三步九法，并结合养生功法，展现了中医“治

未病”的治疗理念[30]；刘寿山则强调推拿手法应遵循“稳、准、巧”的原则，体现了“筋喜柔不喜刚”

的理论特色[31]。 
在推拿技术领域，不同学派均展现出独特的创新。冯天有教授[32]创立的“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

通过精确的“定点”和“三维”调整，可有效纠正椎体位移；沈国权教授[33]提出的“短杠杆微调手法”，

直接作用于病变节段，体现了精准治疗的理念。这些手法的创新与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推拿治疗 LDH 的

技术体系。 
在临床应用中，推拿常与其他传统中医特色疗法联合使用，以提高治疗效果。谭荣斌[34]采用牵引结

合正骨手法治疗 LDH，发现联合疗法疗效明显优于单一疗法；陈惠挺[35]将推拿与针灸相结合，发现二

者协同作用可明显减轻疼痛，改善活动功能；此外，龙喜等[36]创新性的应用推拿与冲击波疗法的中西医

结合疗法也取得了满意疗效，体现了中医与现代技术的有机结合。 
这些临床研究充分证明了推拿在治疗 LDH 中的独特作用。其通过调节经络气血、整复筋骨关节，不

仅能够缓解症状，更能从根本上改善患者体质，预防复发。未来应进一步规范推拿操作标准，及探索推

拿疗法与其他中医特色疗法的联合应用，优化治疗方案，以发挥中医药综合治疗的优势。 

7. 针刀疗法 

针刀疗法作为中医微创治疗技术的精粹，其疗法具有操作简便、创伤小、疗效显著的特点，在 LDH
的治疗中独具优势。从中医理论分析，LDH 的发生与局部经筋挛急、气血瘀滞密切相关。该疗法融合了

针灸针的微创性与手术刀的精确性，通过精准的闭合性松解操作，松解挛缩的经筋组织，促进经络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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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血调和，能有效缓解疼痛症状、改善活动功能，实现“通则不痛”的效果，体现了中医“以痛为腧”、

“以松治痛”的治疗理念。同时，针刀的机械刺激可激发经气，内调脏腑，外通经络，又进一步体现了中

医整体观念。在临床应用中，该技术得到了广泛认可及推广应用。 
在临床实践中，针刀疗法展现出多方面的治疗效果。首先，其松解作用可缓解局部肌肉痉挛，改善

血液循环[37]；其次，针刀的机械刺激可调节疼痛相关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发挥镇痛作用[38]；再者，付

伟涛[39]研究表明针刀治疗可促进局部炎症吸收，加速组织修复。这些作用机制与中医“疏通经络、调和

气血”的理论相契合。 
神经触激术作为针刀疗法的重要发展，通过刺激神经组织产生“逃避”反应，可有效解除神经卡压，

缓解疼痛。自 2002 年通过国家级鉴定以来，该技术在临床应用中持续创新。目前，脊神经(根)触激术、

交感神经(节)触激术及神经干(丛)触激术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 LDH 的治疗。针刀神经触激术结合了针刀

松解与神经触激的双重优势，可更彻底地解除神经压迫，清除致痛因子。 
在临床实践中，相关研究为针刀触激技术的优势提供了有力佐证。胡向林[40]等通过对比分析针刀触

激技术与传统针刺疗法的疗效差异，证实在改善 LDH 症状体征方面针刀触激术更具优势。任旭飞[41]等
通过对 80 例 LDH 患者实施针刀触激治疗，观察并总结出了包括腰椎旁区域、椎间孔结构、腰大肌肌间

沟等多部位神经触激的综合治疗方案，显著拓宽了针刀技术的临床应用领域。这些创新性研究为 LDH 的

治疗提开辟了创新性治疗路径。 
针刀技术及其创新应用在临床实践中充分彰显了中医微创诊疗的特色优势。其通过精准的解剖定位

和微创操作，不仅能够有效缓解症状，更能从根本上解除病因，预防复发。未来应进一步规范针刀操作

标准，优化治疗方案，为临床推广应用提供更可靠的依据。同时，可探索针刀疗法与其他中医特色疗法

的联合应用，为 LDH 患者提供更加全面、有效的治疗方案。 

8. 总结 

目前，在腰椎间盘突出症(LDH)的临床干预中，现有治疗手段虽呈现多样化特征，而单一疗法往往作

用靶点局限而面临治疗瓶颈，其治疗效果常难以达到理想预期。基于中医整体观与辨证论治原则，临床

实践注重地域环境、时令气候及个体差异的综合考量(即“三因制宜”)，在临床实践中常采用多种疗法联

合应用，取得了明显疗效。然而，目前临床上 LDH 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尚未达到完全统一，导致其治疗

的规范化和疗效评价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影响。 
在中医诊疗体系中，LDH 患者的治疗以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为指导原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

指出“病必求于本”的核心思想，便强调治疗需针对病机本质。中医治疗 LDH 更加注重调理脏腑功能、

疏通经络气血，通过内调与外治相结合、药物与非药物疗法相配合，可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未来，临床 LDH 患者的中医治疗研究更应着重于进一步完善中医辨证分型标准，采用科学的方法评

估各种治疗方案的疗效，包括应用目前最新的人工智能辅助辨证提升循证证据等级，并在今后的研究中

开展大样本、多中心、前瞻性的随机对照实验，以构建高质量的研究体系，为临床诊疗方案的优化提供

更具科学依据的指导方向；其次，应加强多种中医特色疗法的联合应用及临床研究，不断优化整合方案，

利用可穿戴设备与影像技术结合建立动态疗效评价体系，为 LDH 患者寻求更加安全、有效、个性化的治

疗方案；再者，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挖掘整理名老中医经验，深入探讨中医药治疗 LDH 的作用机制，

针对中药组分对 LDH 治疗的关联性研究开发中药方剂精准化治疗方案，同时可以从神经调控机制、信号

通路传导等热点方向以及目前研究较为空白的菌群代谢轴交互作用对 LDH 治疗的间接作用等方向进行

机制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向临床转化，开发出新的治疗方法，为中医药理论的现代化诠释开辟新路径，

进而推动中医药在 LDH 治疗领域的传承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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