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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根型颈椎病（

Cervical Spondylotic Radicu鄄

lopathy

，

CSR

）是颈椎病中最常见的一种，占颈椎病

的

60%

，其中

47～70

岁年龄段患者占

66%

，男女比

例为

1.27∶1

[1-2]

。

CSR

通常表现为颈及一侧上肢疼痛，

同时伴有该脊神经根支配区域感觉缺失、运动功能

缺损和反射改变

[3-4]

。现代研究认为

CSR

是由于颈段

脊柱关节、 椎间盘及椎间软组织遭受慢性劳损、外

伤或脊柱退行性变，造成脊椎关节错位、椎间盘突

出、韧带钙化、颈椎间隙变窄或骨质增生，直接或间

接压迫神经根，导致内平衡失调而发病的一组临床

综合征。 许建安教授是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

研究生导师、江苏省名老中医，从事骨伤科临床、教

学与科研工作近

50

载，成果斐然。 笔者有幸侍诊，

获益匪浅，现总结许教授从寒湿瘀虚辨治

CSR

经验

如下。

1

病因病机———寒湿瘀虚

CSR

的主要病位在颈部，颈部是气血、筋脉、肌

肉等综合枢纽，上撑头部，下辖整体，活动比较频

繁，风寒湿等外邪常易侵袭此部位，出现颈肩部疼

痛及上肢疼痛、麻木等症状。 《素问·痹论》：“风寒湿

三气杂至，合而为痹也。 ”指出痹症的发生与风寒湿

三者密切相关。 《证治准绳》对本病论述较详细，指

出“颈痛，非是风邪，即是气挫，亦有落枕而成痛者，

并宜和气饮，食后服。 按人多有挫闪，及久坐并失

枕，而致项强不可转移者，皆由肾虚不能生肝，肝虚

无以养筋，故机关不利……”，认为本病除与风寒湿

邪相关，还与肝肾亏虚密切相关。 综上，历代研究虽

指出了本病与风寒湿邪侵袭及肝肾亏虚密切相关，

但其具体的发病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许建安教授指出，本病大多病程较长，在疾病

的发展过程中，各种情况常可相互转化，初起多由

风寒湿之邪侵袭，筋脉不利，气血运行不畅所致，若

失治误治，可导致气滞血瘀。 而气血是人之根本，气

血的充足、 经络的通畅是人体健康的最基本条件，

若病程日久，可致肝肾亏虚，机体抗邪力差，更易感

受外邪。 因此，许建安教授认为本病产生的原因有

虚实两端，其虚在肝肾；实者多责之于风寒湿邪侵

袭，气血瘀阻。 临床以虚实夹杂证多见，治疗时应辨

清标本虚实。

2

分期论治

2.1

急性期

CSR

急性期多表现为颈肩部疼痛、僵

硬、活动不利，伴有单侧或双侧上肢疼痛、屈伸不

利，舌质多淡、苔薄白，脉多沉迟。 许教授认为

CSR

急性期属本虚标实，患者素体本虚，风寒湿邪乘虚

侵袭，寒湿凝滞，脉络不通，治疗以温经散寒、活血

舒筋、通络除痹为主，方选搜风通络汤。 搜风通络汤

以《伤寒论》中葛根汤为基础。 方中桂枝为君，可外

散风寒，温经解肌；芍药为臣，可养阴和营；麻黄祛

风散寒温经络；葛根舒筋止痛，并助麻黄、桂枝发散

除湿；炮姜温通腠理；细辛芳香气浓，性善走窜，配

白芷、防风更添止痛之效；羌活、防风、白芷主祛风、

散寒，尤增除湿止痛之能 ；甘草益气和中，调和诸

药。 许教授通常将此方用于

CSR

主症为疼痛，病程

较短的患者，获得较好的疗效。

许建安从寒湿瘀虚辨治神经根型颈椎病经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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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神经根型颈椎病（

CSR

）是颈椎病中发病率最高的病种。许建安教授认为

CSR

的主要病因病机是肝肾不足，

风寒湿邪乘虚而入，结于筋脉肌腠之间，久滞不散，加之劳伤过度，血行无力，瘀阻脉络，不通则痛，迁延难愈。治疗分急性

期与缓解期：急性期主要由于风寒湿侵袭，筋脉拘谨不利，多属急症、实证，许教授临床多以搜风通络汤为主方进行加减；

缓解期主要由于颈椎部位气血阻滞或气血亏虚，周围组织不通不荣，多属久病、虚证，许教授常予独活寄生汤加减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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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缓解期

CSR

缓解期多表现为颈肩部酸胀不

适，肌肉僵硬，上肢疼痛麻木，少数患者存在上肢

无力，舌质多胖大、苔薄白，脉多迟缓。 许教授认为

CSR

缓解期治疗重点在于本虚，患者常年劳累，或

禀赋不足，素体虚弱，风寒湿邪乘虚侵袭 ，寒湿凝

滞，脉络不通，肢体不荣，表现为麻木不仁，治疗以

祛风胜湿、补肝肾、益气血为要 ，主方选独活寄生

汤。 方中独活味辛性温，功善祛深伏骨节之风湿寒

邪，止腰膝痹痛；桑寄生苦甘性平，益肝肾气血而

强筋骨，祛风湿而止痹痛；细辛祛阴经风寒，搜剔

筋骨风湿而止痛；防风祛风邪而胜湿止痛；秦艽味

苦性微寒 ，长于舒经络 ，清虚热 ，除骨蒸 ；桂枝温

通，善于助阳行气，有温经除痹之效；杜仲、牛膝入

肾经，助桑寄生益肝肾，强筋骨；当归、川芎 、地黄

养血活血；白芍养血柔肝，敛阴缓急；党参、茯苓、

甘草健脾固本，补养后天以资先天。 诸药配伍，扶

正祛邪，标本兼治，从而达到补肝肾气血而除风湿

痹痛之效。许教授将此方应用于

CSR

病程较长，以

麻木、酸胀为主要表现的患者，往往能得到良好的

效果。

许教授指出，临床在分期论治的同时，要权衡

患者标本轻重而选择药物配伍，同时活血化瘀法当

贯穿疾病治疗的始终。

3

验案举隅

陈某，女，

46

岁，职员。

2016

年

8

月

15

日初诊。

颈背部疼痛牵及右前臂， 疼痛麻木不适半月。

VAS

评分

6

分，

NDI

评分

34

分。 查体：颈背部微压

痛，臂丛神经牵拉试验（

+

），霍夫曼氏征（

-

）。

X

线：

颈椎退变；

CT

：

C4-6

椎间盘突出。 舌淡、苔白腻，脉

沉迟。 诊断：神经根型颈椎病，证属正气亏虚、外邪

侵袭、脉络不通。 治以祛风通络，温经止痛。 处方：

葛根

30g

，天麻

10g

，桂枝

10g

，炮姜

10g

，防风

6g

，白芍

20g

，羌活

6g

，细辛

3g

，嫩钩藤

12g

，白芷

10g

，生甘草

6g

，伸筋草

10g

。

10

剂。每日

1

剂，水煎，

分早晚

2

次服。

二诊（

2016

年

8

月

24

日）：患者颈肩部疼痛明

显减轻，右前臂疼痛稍减轻，舌淡、苔白，脉沉，

VAS

评分

4

分，

NDI

评分

17

分。 处方： 独活

15g

， 寄生

10g

，葛根

20g

，白芍

10g

，杜仲

10g

，细辛

5g

，川牛膝

10g

，秦艽

10g

，桂枝

10g

，防风

10g

，川芎

10g

，党参

10g

，甘草

5g

，当归

10g

，茯苓

10g

。

20

剂。

三诊（

2016

年

9

月

20

）：患者颈部疼痛不显，右

前臂时有酸胀，舌红、苔白，脉缓，

VAS

评分

2

分，

NDI

评分

8

分。 嘱二诊方继续服用

1

个月， 巩固疗

效。

按：颈椎病的主要病因病机是肝肾不足，风寒

湿邪乘虚而入，结于筋脉腠理之间，久滞不散，加之

劳伤过度，扭闪挫跌，而致筋脉受损，脉络瘀阻，不

通则痛，迁延不愈，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不

通。 皮肤不营，故为麻木不仁。 所谓痛着，风寒湿邪

多也，有邪故痛；风邪胜着为行痹，寒邪胜者为痛

痹，湿邪胜者为着痹。 从辨证上看，属本虚标实之

症，治宜扶正祛邪、标本兼顾。 许教授认为，该患者

初诊时项背部及右前臂疼痛剧烈，病程不长，麻木

始作，舌淡、苔白腻，脉沉迟，属急性期，治宜祛邪为

主，温经散寒、活血舒筋、通络除痹为主要治则；二

诊、三诊时，患者疼痛明显好转，急性期已过，属缓

解期，治宜扶正为主，当祛风胜湿、补肝肾、益气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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