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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背肌纤维组织炎是指发生在胸背部肌肉和筋膜的

无菌性炎症反应。胸背肌纤维组织炎患者可出现局部疼

痛、僵硬、肿胀、肌肉紧张等症状，若未能接受及时、有效的

治疗，可能会导致肌肉痉挛，进而影响正常生活 [1]。此外，

风寒湿邪侵犯、劳损长期伏案工作、单上肢运动或肩背重

物，均可引起胸背肌筋膜损伤。支配胸背肌的胸神经背支

穿越大菱形肌和方肌，这两组肌肉肌纤维成交叉走向，任

何一组肌肉损伤均可导致胸背发生疼痛。胸、腰、背部的

肌肉、韧带、关节囊出现急性或慢性的损伤、劳损，是引起

胸背肌纤维组织炎的根本原因。当机体受到着凉、疲劳、

外伤等外界不良因素的刺激会诱发炎症急性发作，出现持

续或间断的肌肉疼痛、酸软无力等症状 [2-3]。疾病初期患

者会感到胸背不适、麻痹胀感，后续会逐渐出现疼痛。神

经阻滞治疗是指在神经干末梢、神经丛、脑神经、脊神经

根，或交感神经节等神经组织内或附近，通过短效或长效

局部麻醉药、合用皮质类固醇激素等药物，终止、干扰、阻

断神经传导功能，从而达到止痛目的。而圆利针则能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可用于治疗痈肿、痺病、急慢性软组织损等
[4]。本研究旨在探析对胸背肌纤维组织炎患者实施神经阻

滞联合圆利针治疗的临床效果，具体内容汇报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21 年 7 月至 2022 年 6 月本院收治的 126 例

胸背肌纤维组织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将其随机分为对照

组和研究组，每组63例。对照组中男性36例，女性27例；

年龄 28~67 岁，平均年龄（38.97±6.72）岁；病程 0.5~20

年，平均病程（11.67±4.15）年。研究组中男性 35 例，女

性 28 例；年龄 29~67 岁，平均年龄（38.99±6.75）岁；病

程 0.5~21 年，平均病程（11.72±4.19）年。两组患者一般

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可比。本研究经我

院伦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纳入标准：（1）患者均被确诊为胸背肌纤维组织炎；

（2）患者均知情并自愿参与本研究。

排除标准：（1）急性外伤导致软组织损伤者；（2）颈

腰椎疾病者；（3）精神疾病者；（4）针灸禁忌证者；（5）风

湿疾病者。

1.2 方法

1.2.1 对照组患者应用神经阻滞治疗。协助患者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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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卧位，充分暴露其胸、背部；给予患者心电监测、常规碘

伏消毒及铺巾；在患者疼痛点所属肌肉的起点、中点、止

点，或痛点、筋结、条索状物，与皮肤呈 30°角进针，进针深

度约 1.5~7cm，针尖触及骨面回吸无血或脑脊液后，注射

消炎镇痛液（2%利多卡因 40mg+ 曲安奈德 10mg+0.9%

氯化钠 10mL）。

1.2.2 研究组患者应用神经阻滞联合圆利针治疗。

圆利针沿上述穿刺路径垂直于皮肤进针，进针深度约

2.0cm并触及小关节骨面后，对该肌肉的起点、中点、止点

进行松解治疗；调整圆利针与皮肤呈 30°角进针，对胸背肌

筋膜进行松解，但需注意避开大血管、神经；松解粘连的肌

筋膜、肌腱，改变肌筋膜的着力点，并分离粘连的肌纤维、

肌腱。操作过程顺利完毕后粘贴敷料贴；患者需休息观

察 15min，若无头晕、心慌、胸闷等不适，可将其送回病房。

嘱患者穿刺部位 48h 内保持清洁干燥，同时应减少活动，

注意休息；每周治疗一次，连续治疗一个月。

1.3 观察指标

1.3.1 比较两组患者的治疗效果。痊愈：治疗后临

床症状完全消失，活动功能恢复正常；有效：治疗后临床症

状有所改善，活动功能一定程度恢复；无效：治疗后病情无

任何改善或加重。治疗总有效率 =（显效例数 +有效例数）

/ 小组总例数×100%。

1.3.2 分别在治疗 3d、1 周、2 周，使用 VAS 疼痛评

分评价两组患者的疼痛程度，满分为 10 分，得分越高代表

患者的疼痛越严重。

1.3.3 使 用 Roland-Morris 功 能 障 碍 调 查 表

（RMDQ）评价两组患者的功能障碍严重程度，满分为 24

分，分值越高表示患者的功能障碍越严重。

1.3.4 比较两组患者的症状好转时间、住院时间、治

愈时间。

1.4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0.0 软件分析本研究数据，计量资料以

（x±s）表示，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以 n(%)表示，采用χ2

检验，P<0.05 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

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1。

表 1 两组患者治疗效果比较 [n(%)]
组别 例数 痊愈 有效 无效 治疗总有效率

研究组 63 41（65.08%） 17（26.98%） 5（7.94%） 58（92.06%）
对照组 63 23（36.51%） 25（39.68%） 15（23.81%） 48（76.19%）
χ2 - - - - 5.020
P - - - - 0.025

2.2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比较

治疗 3d、1周、2周，研究组患者的VAS评分均低于对

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2。

2.3 两组患者功能障碍程度比较

治疗 3d、1 周、2 周，研究组患者的 RMDQ评分均低

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3。

表 2 两组患者疼痛程度比较 [( x±s)，分 ]
组别 例数 治疗 3d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研究组 63 6.71±2.04 4.35±2.51 2.14±0.63
对照组 63 7.64±2.23 5.71±2.43 3.74±0.81
t - 2.442 3.090 12.376
P - 0.016 0.003 0.001

表 3 两组患者功能障碍程度比较 [( x±s)，分 ]
组别 例数 治疗 3d 治疗 1 周 治疗 2 周

研究组 63 13.37±2.38 8.61±2.11 3.21±1.54
对照组 63 16.82±2.54 12.47±2.34 6.89±1.48
t - 7.867 9.724 13.675
P - 0.001 0.001 0.001

2.4 两组患者症状好转时间、住院时间、治愈时间比较

研究组患者的症状好转时间、住院时间、治愈时间均

短于对照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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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两组患者症状好转时间、住院时间、治愈时间比较 [( x±s)，d]
组别 例数 症状好转时间 住院时间 治愈时间

研究组 63 3.59±0.67 7.64±1.57 13.97±2.76
对照组 63 7.94±2.38 14.58±4.65 21.64±5.87
t - 13.964 11.224 9.386
P - 0.001 0.001 0.001

3 讨论

随着人们生活环境及方式的改变，胸背肌纤维组织

炎的临床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胸背肌纤维组织炎属

于一种炎症性疾病，即发生于胸背部的筋膜、肌肉、肌腱、

韧带等部位，且日久迁延病情易复发，会给患者的正常工

作和生活带来较大痛苦及不便。胸背部纤维织炎患者的

临床表现包括患者胸背部筋膜及肌肉组织水肿、渗出、纤

维性变等一系列临床症状，在疾病早期即会有轻度疼痛，

随着病情不断发展、恶化，疼痛会不断加重，甚至会影响

肌肉的活动功能，严重者会导致患者生活、工作、运动等

方面均有所受限。分析本疾病发生原因得知，长期在空气

潮湿环境中，患者皮肤代谢功能失调，导致皮下的筋膜处

血流减慢，代谢产物潴留而引起组织充血、渗出等。此外，

患者胸背部受寒冷因素的刺激，致使局部血管收缩而发生

缺血、瘀血等现象，也会产生局部组织的纤维织炎 [5] ；胸背

部肌肉、筋膜处于高张力状态，胸背部肌肉慢性损伤引起

局部的瘀血、渗出、水肿发生纤维化改变，使末梢神经受

卡压而出现症状；病毒感染或风湿病发作，均可出现胸背

部纤维织炎。肌纤维组织炎可刺激走行在其内部的神经，

使神经受压，故患者可出现神经刺激症状；若腰背肌纤维

组织炎引起一侧下肢放射性的疼痛症状，患者可伴有麻

木现象。早期胸背肌肉筋膜炎不会引起筋膜发生形态学

改变，但随着病程进展，肌筋膜组织内充血、肿胀、渗出性

改变，结缔组织中的白色纤维挛缩、瘢痕，渐形成细小的

结节；散在的结节连接成块状将细小的神经分支包绕，白

色纤维组织的挛缩可出现末梢神经卡压症状，胸背筋膜

的固有神经孔裂伤、粘连引起背部持续疼痛，结节密集部

位的肌肉组织横纹消失，附近的小血管增多、管壁增厚或

厚薄不均。

针对该疾病的传统治疗手段包括针灸、针刀、推拿、

按摩、理疗等，对早期症状具有缓解作用。但该疾病的病

程普遍较长，且迁延、易复发，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 [6]。口服非甾体类消炎止痛药，即药物通过人体血液

循环系统到达胸背部筋膜处，能缓解局部炎症、炎性水肿

情况，并能减轻患者的疼痛感 [7-8]。神经阻滞治疗是指在

神经干、神经丛、神经节的周围注射局麻药物，阻滞其冲

动传导，使所支配的区域产生麻醉作用 [9]。神经阻滞只

需注射一处即可获得较大的麻醉区域，但存在引起严重

并发症的风险。对此，操作者需熟悉局部解剖，了解穿刺

针所经过的组织及附近血管、脏器、体腔等结构。神经阻

滞疗法能改善患者神经疼痛的症状，还能从一定程度上

消除炎症，阻断神经传导，从而达到局部麻醉的效果。在

此基础上，临床会联合应用激素类药物，以延长药物作用

时间，减轻患者炎症反应，进而提高治疗效果。胸背肌肉

筋膜炎属于中医学“胸部伤筋”“胸痹”等范畴。中医认

为筋膜炎从病理而言属于慢性伤筋范围，是由局部经络

阻滞、气血运行不畅导致，临床治疗应从通经活络入手。

圆利针可直接作用于肌肉、筋膜等病变组织，具有促进血

液流畅、修复筋膜组织的效果，能疏通经络、改善体内的

气血运行、调和阴阳、扶正祛邪，并能辅助机体正气，减少

胸背肌筋膜粘连、变性、纤维化及瘢痕的形成 [10]。神经阻

滞联合圆利针治疗胸背肌纤维组织炎可快速缓解胸背肌

纤维织炎患者的疼痛症状，进而改善患者的功能障碍、生

活质量，缩短治疗疗程，减少疾病复发情况。

综上所述，与单一神经阻滞治疗方案相比，神经阻滞

联合圆利针治疗胸背肌纤维织炎患者可收获良好的近、

中期疗效，该疗法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除痛治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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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糖蛋白活化，以达到抑制血小板的效果。氯吡格雷自生

物转化后也能抑制血小板凝聚，但目前无法将活性物质分

离，发挥药物的阻断功能，促进血小板活化扩增。硫酸氯

吡格雷会对患者血小板受体产生反应，但血小板正常恢复

效率与血小板功能相关，患者使用药物后且药物反应结束

后，血小板的凝聚功能恢复正常。

本研究结果显示，观察组患者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

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

组患者的NIHSS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者的不良反应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综上所述，氯吡格雷联合阿司匹林治疗，可有效改善

脑梗死患者的临床症状，降低患者并发症发生率，且临床

安全性较高，该疗法值得临床借鉴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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