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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康复治疗对颈椎骨关节炎患者治疗依从性的影响。 方法　选择颈椎骨关节炎患者 １２０例，随机分为对照组
和治疗组各 ６０例，对照组采用颈椎牵引、推拿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康复治疗，比较两组治疗前后的有效
率、依从性。 结果　治疗组不仅有效率明显好于对照组，而且患者在伏案时间、睡眠方式、自身锻炼、日常生活方式和重视程
度方面的依从性明显好于对照组（P＜０畅０５）。 结论　康复治疗不仅提高患者治疗的有效率，而且提高了患者的依从性，对治
疗和预防本病的复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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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计算机广泛普及、体育锻炼缺乏和健康教
育不够等因素的影响，颈椎骨关节炎的发病率急速
上升。 朱启星［１］

的研究表明国内计算机操作人员

颈肩痛的患病率达 ３７畅６１％。 邹宗峰［２］
等对某校大

学生调查显示 ８６畅２５％的人处于颈椎骨关节炎状
态。 颈椎骨关节炎不仅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而且
影响生活和工作，我们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对我科 １２０例颈椎骨关节炎患者进行颈椎牵引、
推拿治疗，同时配合康复治疗，疗效显著，现报告如
下。

1　资料和方法
1畅1　一般资料

１２０例患者均为我科门诊或住院患者，随机分
为两组，对照组 ６０ 例，其中男 ２８ 例，女 ３２ 例，年龄
１８ ～６０岁，病程 １ 月～１５ 年；试验组 ６０ 例，其中男
２９例，女 ３１例，年龄 ２０ ～６１ 岁，病程 ２ 月～１４ 年。
两组在性别、年龄、病程方面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P＞０畅０５），具有可比性。
1畅2　诊断标准

目前尚无统一的诊断标准，本课题组参照“骨
关节炎诊治指南（２００７ 年版）” ［３］

及专家意见拟定

如下诊断标准：①近一个月大多数时间颈部疼痛不
适或上肢放射性疼痛；②颈部肌肉僵硬或活动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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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Ｘ线片有颈椎曲度改变、不稳定；④Ｘ线片示有骨
赘形成。
1畅3　入选标准

①符合颈椎骨关节炎的诊断标准；②男女不限，
年龄 １８ ～７０岁。
1畅4　排除标准

①患者不能坚持或者配合者；②排外脊髓型颈
椎病及颈椎肿瘤、结核引起的症状。 ③合并严重心
脑血管、神经系统等严重疾病，精神疾病患者。
1畅5　方法　
1畅6　对照组

采用颈椎牵引、推拿治疗，１次／日，１４次为 １ 个
疗程。 治疗组则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康复
治疗，同时发放健康宣传本，加深患者认识。
1畅7　心理干预

人的精神状态对疾病的康复有直接影响。 由于
颈椎骨关节炎长期表现为颈肩部酸痛，活动受限，不
易根治，易反复发作，加上患者对该病认识不够，易
产生焦虑、紧张，抑郁，为此，适时的心理干预尤为重
要，应耐心向患者客观解释病情，使患者减轻心理压
力，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提高治疗依从性，积极配
合治疗。
1畅8　饮食干预

中医认为“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故饮食应以
“活血化瘀”为原则，要合理饮食，以低脂低脂、低胆
固醇、高蛋白质，丰富维生素为原则，忌食辛辣之品，
也可进食补肝肾、强筋骨之品。
1畅9　疾病的认识

用颈椎模型向患者生动详细地讲解颈椎的解剖

结构、引起该病的诱因、发病机制、临床表现、治疗方
法以及预防措施等，让患者真正地了解颈椎骨关节
炎这一疾病，消除心理阴影，积极配合治疗，消除临
床症状。

2　用药指导
颈椎骨关节炎患者平时可口服活血化瘀、镇痛

消炎、营养神经药物，也可外敷膏药治疗，一定程度
上能缓解疼痛不适感。 只有在疼痛剧烈，影响睡眠
及生活时，可口服人工合成止痛药或者非甾体类消
炎药，但应饭后服用，减少胃肠道刺激，有消化性溃
疡及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2畅1　伏案时间

不宜长时间伏案或低头工作，伏案 ５０ ｍｉｎ 后，
起身活动活动，伸伸懒腰，让头颈部前后左右转动数

圈，尽可能达到各个方向的最大运动范围，但动作要
轻柔、缓慢，以免损伤颈部。
2畅2　睡眠方式

首先睡觉时不应俯睡。 应科学用枕，枕头不可
过高过低过硬。 平躺时枕头应置于颈部，保持头部
后仰，不要悬空颈部，枕头高度以压缩后 １０ ｃｍ～１５
ｃｍ为宜，或个人拳头竖起来的高度。 侧卧时应将枕
头置于颈部，高度与肩平，保持头颈部与躯体成一条
直线。
2畅3　日常生活方式

避免损伤，如猛抬重物、紧急刹车等。 防风寒、
潮湿，避免睡眠时受风寒侵袭。 冬季外出应戴围巾
或穿高领毛衫等。 调整桌椅比例，避免颈部过屈或
过伸。 不要靠着床帮和沙发看书。
2畅4　自身锻炼

通过锻炼可缓解颈部肌群的疲劳，增加颈椎的
稳定性和活动能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颈部不
适。 如每天做做颈椎操，打羽毛球，游泳等。 平时注
意保护颈部，加强颈部锻炼，减轻颈部负荷，减少复
发率。
2畅5　疗效判定标准
2畅6　疗效标准

参照枟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枠 （２００２ 年
版）［４］

中的“中药新药治疗骨性关节炎的临床研究
指导原则”制定。 临床控制：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
活动正常，积分减少≥９５％，Ｘ 线显示正常。 显效：
疼痛等症状消失，关节活动不受限，积分减少≥
７０％， ＜９５％，Ｘ 线显示明显好转。 有效：疼痛等症
状基本消除，关节活动轻度受限，积分减少≥３０％，
＜７０％，Ｘ线显示有好转。 无效：疼痛等症状与关节
活动无明显改善，积分减少不足 ３０％，Ｘ线无改变。
2畅7　患者依从性进行评价

依从性包括伏案时间、睡眠方式、自身锻炼、日
常生活方式和重视程度，治疗前后分别对患者依从
性进行评价，对比两组治疗前后的差异有无显著性。
　
2畅8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１９畅０统计软件进行数统计分析，计量
资料用均数 ±标准差（珋x ±s）表示，计数资料用例
（％）表示；两组治疗后依从性采用 t检验，总有效率
采用卡方检验，P＜０畅０５为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
3畅1　两组总有效率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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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组总有效率为 ９０畅００％，对照组总有效率
为 ７０畅００％，两组比较有显著差异（P ＜０畅０５），结果

见表 １。

表 1　两组有效率比较 例（％）
Table 1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ｔ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组别 例数
临床控制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n （％） n （％） n （％） n （％） n （％）
x２ 值 P 值

对照组 ６０ 蝌２０ :３３ FF畅３３ １２ 适２０ 种种畅００ １０ Z１６ ff畅６６ １８ 觋３０ 鲻鲻畅００ ４２ z７０ 唵唵畅００ ５ 滗滗畅６２５７ ０ 靠靠畅０１７７
治疗组 ６０ 蝌２９ :４８ FF畅３３ １７ 适２８ 种种畅３３ ８ F１３ ff畅３３ ６ 种１０ 鲻鲻畅００ ５４ z９０ 唵唵畅００

2畅2　两组依从性的比较
两组依从性比较有显著性差异（P ＜０畅０５），结

果见表 ２。

表 2　两组患者依从性比较　例（％）
Table 2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ｔｉｅ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ｇｒｏｕｐｓ （％）

组别
伏案时间 睡眠方式 自身锻炼 生活方式 重视程度

n （％） n （％） n （％） n （％） n （％）

对照组 治疗前 １２ 档３４   畅２８ １７ 殚４８ GG畅５７ １６  ４５ {{畅７１ １０ Q２８ ��畅５７ １５ 厖４２ ��畅８６

治疗后 １８ 档５１   畅４２ ２０ 殚５７ GG畅１４ １８  ５１ {{畅４３ １５ Q４２ ��畅８６ ２０ 厖５７ ��畅１４

治疗组 治疗前 １７ 档４８   畅５７ １８ 殚５１ GG畅４２ １５  ４２ {{畅８６ １３ Q３７ ��畅１４ １２ 厖３４ ��畅２８

治疗后 ３４ 档９７   畅１４ ３０ 殚８５ GG畅７１ ３０  ８５ {{畅７１ ３２ Q９１ ��畅４２ ３３ 厖９４ ��畅２８

P 值 ０ QQ畅００２ ０ 腚腚畅０１７ ０ 厖厖畅０１８ ０   畅０００ ０ 构构畅００１

4　讨论
颈椎骨关节炎是临床常见病、多发病，多见于中

老年人。 在骨性关节炎中，颈椎受累比较常见。 可
有椎体、椎间盘以及后突关节的增生和骨赘，引起局
部的疼痛和僵硬感，压迫局部血管和神经时可出现
相应的放射痛和神经症状。 颈椎受累压迫椎－基底
动脉，引起脑供血不足的症状［５］ 。 颈椎骨关节炎多
为器质性病变，Ｘ线往往显示骨质增生、曲度变直等
骨骼改变，颈椎生理曲度改变，导致骨结构的紊
乱

［６］ ，若得不到及时、科学的治疗，容易遗留严重的
后遗症。 颈椎骨关节炎目前普遍采用理疗、按摩、牵
引、内服非甾体消炎镇痛药等综合治疗手段。 手术
虽然能解决压迫引起的症状，但是手术创伤大、术后
颈椎稳定性下降以及术后疼痛等弊端限制了其临床

应用。
由于颈椎骨关节炎特殊的发病原理和特点，治

疗中以恢复颈椎正常生理曲度，矫正颈椎内外动静
力平衡状态为原则。 通过颈椎牵引、推拿，缓解颈部
肌肉痉挛，剥离组织粘连，使椎间隙增宽，从而减轻

椎间盘的压力，利于错位的关节复位。 纠正颈椎的
生物力学异常，调节及恢复颈椎动力平衡，恢复颈椎
力学上的稳定，具有松解粘连、疏通经络的作用。 以
往的资料和经验都证实，牵引、推拿治疗的有效性，
因此在本研究中作为对照组观察，具有可比性。
本研究表明，通过颈椎牵引、推拿治疗，患者的

临床症状大多数能好转。 “三分治，七分养”。 临床
上发现，有的患者恢复时间短，有的恢复时间长，追
问病史，除外个体体质外，主要是患者配合的程度。
在治疗过程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患者对自己疾病认
识程度不够，一边治疗，一边继续劳损，如继续长期
伏案工作，不主动锻炼身体，不合理用枕等，所以患
者的治疗效果不佳，病程恢复时间延长。 疾病的恢
复很大程度取决于患者的依从性，患者积极配合，疾
病自然容易痊愈。
因此，康复治疗的重要性随之而生。 通过康复

治疗，使患者对本病的发生及治疗有个正确的认识，
患者才会由被动接受治疗转变为主动参与。 康复治
疗使患者改变了认知，树立了自信心，学会了如何加
强锻炼，避免日常生活一些不良习俗，对防止疾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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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具有重要的作用。
颈椎骨关节炎对人类的威胁正在迅速增加，有

效的治疗和预防颈椎骨关节炎已成为重大的公共卫

生学问题
［７］ 。 通过有效的治疗及康复治疗，提高了

患者治疗依从性，不仅提高了治愈率，而且降低了复
发率。 另外，康复治疗通过患者分享给亲戚朋友，普
及了颈椎骨关节炎知识，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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