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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头针疗法与减重训练相结合及传统辨证取穴的针刺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的影响。方法  选择60例脑卒中患者随机分为2组，

研究治疗组采用头针对侧运动区和百会穴并进行减重支持系统训练；对照组采用传统辨证取穴法。下肢运动功能的评定采用Fugl-Meyer的下肢

运动量表。结果两组治疗前下肢功能测评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治疗30d后两组下肢功能恢复程度差异有显著性意义（P＜0.01）。结

论  头针配合减重支持系统对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疗效优于传统辨证取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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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是神经系统常见病及多发病，其发病率为（100-300）/10万，死亡率为（50-100）/10万，约占所有疾病的10%，是目前人类疾病的三大

死亡原因之一，存活者中50%—70%遗留有瘫痪、失语等严重残疾[1]。其中步行能力低下是脑卒中患者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脑卒中后步行能力

低下，表现为不能行走或步态异常，这些极大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也给社会、家庭带来很大的负担。因此，提高脑卒中患者的步行能力，使

患者早日恢复，并最大限度的回归社会，减轻社会、家庭的负担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将60例脑卒中患者分为头针配合减重支持系统治疗组与

辨证针刺对照组，并在治疗前后分别测评下肢功能能力变化，现总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选择观察研究病例均来自本院康复中心病房。治疗组30例，男17例，女13例；年龄45~72（57.32±5.83）岁，脑梗塞19例，脑出

血11例。对照组30例，男16例，女14例；年龄47~75（58.43±5.81）岁，脑梗塞17例，脑出血13例。两组年龄、性别、意识、智力、语言、认

知、偏瘫侧、病灶部位、肢体功能、精神状态及伴发疾病等方面差异无显著性意义（P＞0.05），有可比性。 

1.2诊断标准：入选病例诊断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次脑血管病会议制订的诊断标准[2]，全部均经头颅CT或MRI检查确诊，且病程在一年以内

者。 

2  治疗方法 

2.1治疗组：针刺选穴取对侧运动区和百会两穴。以75%酒精棉球消毒后，以30号1.5寸毫针，由头顶向鬓角方向与头皮成30度切角分三段接力刺

入，施行快速捻转法3分钟，200次/分左右。然后留针30分钟。留针期间进行减重支持系统训练。按照循序渐进，逐步延长的原则。开始训练时

15min/次，3-5天后达30min/次。10天为一疗程，连续治疗三个疗程。 

2.2对照组：以传统辨证取穴方法为主，取患侧鱼际、合谷、外关、曲池、手三里、肩骨禺  等穴，以泻为主，每日一次，每次留针30分钟，10

天为一疗程，连续治疗三个疗程。 

2.3测评方法：两组均于治疗前及治疗30d进行单盲法下肢步行功能的评定，由1名康复医师进行。下肢运动功能的评定采用Fugl—Meyer的下肢

运动量表[3]，其内容包括：①平衡评估；②患下肢肌力评估；③Fugl—Meyer（FMA）改良量表以能反映髋、膝、踝关节之屈伸运动为主。 

2.4统计学分析：应用SPSS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表达采用（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 

3  治疗结果：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比较（见表1） 

表1 两组治疗前后各项指标变化        （X±S，n=30） 

项目             治疗组             对照组                P 

FMA治疗前       21.59±16.43       22.34±17.62           >0.05 

FMA治疗后       46.98±11.23       31.18±12.54           <0.01 

4  讨论 



   脑卒中患者生命体征稳定后，常出现不同程度的功能障碍，极大的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能力，尤其下肢步行能力低下，给整个家庭及社会

带来沉重的负担，因此，减少患者的功能障碍，提高其生活质量，使之回归家庭，重返社会是康复工作的长期目标。 

目前，国内外用于脑卒中后步行能力低下的治疗方法很多。除必要时应用矫形器和自助具外，多数患者均以康复治疗为主。包括有运动疗法、

运动再学习方法、作业疗法等等。运动疗法中[4-5]主要用Rood、Bobath法等神经发育疗法。Rood法能使肌张力正常化、诱发肌肉反应，Bobath

法能抑制异常的痉挛模式，促进正常运动出现。运动再学习疗法是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人Janef H.Carr等提出的[6]，主要提倡脑卒中患者通

过重新学习和反复训练病前已有的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这几种方法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在治疗中需要治疗师和患者一对一的

密切配合，所以需要消耗治疗师较大的体力和时间。因此寻找一种能提高康复治疗效率的设备已成为康复医学研究的热点。减重支持系统是近

年来受到关注的康复治疗方法之一。它主要是用减重吊带将患者身体部分悬吊，使患者步行时下肢的负重减少，步行能力提高[7]。其作用机理

主要有中枢模式发生器学说、神经系统可塑论与功能重组、运动控制动力系统学说，以及延迟反馈、语言一触觉暗示等学说[8]。 

   脑卒中，属中医“中风”的范畴。头针自70年代初创立以来，以其独特优势而倍受针灸工作者的青睐，并迅速在国内推广。从中医理论上

讲，头为诸阳之会，手足六阳经。皆上行于头面。督脉“上至风府，入脑，上巅，循额，至鼻柱”，六阴经中有手少阴与足厥阴两经直接循行

于头面部。另外，所有阴经的经别合入相表里的阳经后，均到达头部，在气街学说中，《灵枢、卫气》云：“头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

于脑”。全身经气上输头部，灌注于脑，从而维持脑部的正常功能活动，为针灸治疗中风病时重视头部取穴提供了理论依据。此外，大量的实

验研究和临床观察也为头针灸治疗中风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采用运动区和百会两穴，主要依据为焦氏头针疗法是以大脑和神经的生理解剖

为理论基础，选用大脑皮层功能名称命名的，认为刺激头皮可以直接作用于其相对的大脑皮层机能部位而达到治疗目的[9]。取运动区可促进脑

卒中患者下肢功能的恢复，从而提高步行能力。百会为督脉与足太阳之交会穴，并通过足太阳经上的背俞穴而与五脏六腑密切相关，故能安五

脏、定神志。 

本研究采用头针配合减重支持系统治疗脑卒中患者步行能力较传统辨证针灸取穴治疗更具有临床实用价值，更能使患者下肢步行功能完整的恢

复。因此有条件的医院应大力提倡头针与康复设备的配合，使患者早期得到康复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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