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中医学, 2023, 12(1), 124-12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tcm 
https://doi.org/10.12677/tcm.2023.121021   

文章引用: 阿尔祖古丽·玉苏普, 米勇. 针灸治疗癌性疼痛临床研究进展[J]. 中医学, 2023, 12(1): 124-128.  
DOI: 10.12677/tcm.2023.121021 

 
 

针灸治疗癌性疼痛临床研究进展 

阿尔祖古丽·玉苏普*，米  勇#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临床医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2年11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5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3日 

 
 

 
摘  要 

针灸治疗癌性疼痛是一种有效、便捷、不良反应少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中发挥着很好的疗效。回顾近几

年临床试验可以发现，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的选穴方法有一定区别，然而能阐述选穴依据的文章极少。本

文回顾并总结了有关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的临床研究，发现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疗效明显，但是针灸的治疗

方法和选穴并没有制定明确方案。本文总结不同针灸方法的疗效，并且进行简单的阐述疗效的机制，使

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的治疗方法在临床上得以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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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ancer pain is an effective, convenient, less adverse reactions treat-
ment, in clinical playing a good effect. Review of clinical trials in recent years can be found tha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ancer pain point selection methods has some differences, but can ex-
plain the basis of few articl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clinical studies on the 
treatment of cancer pain by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acupu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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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and moxibustion on cancer pain is obvious, but the treatment method and acupoint selection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have not made a clear plan. This paper makes summary of the ef-
ficacy of different acupuncture methods, and a simple elabor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efficacy, so 
that acupuncture treatment of cancer pain treatment can be widely used i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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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肿瘤患者临床症状中疼痛是最痛苦的症状之一，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已提出治疗癌性疼痛的三阶梯

治疗方法，然而据数据显示癌性患者的疼痛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并且此治疗方法会产生[1]便秘、恶心等

多种副作用。在临床实验显示心理康复手段及中药外敷、耳穴压豆、针灸[2]等传统[3]康复手段对缓解癌

性疼痛均有一定成效。 

2. 针刺治疗 

2.1. 体针 

体针可疏通经络，调畅气机，进而达到止痛的作用。夏中颖[4]对研究对象均实施 WHO 三阶梯止痛

治疗方法，患者爆发痛发作时，治疗组予以针灸治疗，取穴足三里、内关，发现针灸治疗可缓解癌性疼

痛，并且安全性良好；而对疼痛严重、止痛药剂量大的患者，针灸止痛效果不理想。王道均[5]予三阶梯

止痛治疗基础上，联合针刺治疗，两组治疗后均较治疗前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但是治疗

组患者比对照组生活质量评估更高，三阶梯止痛法与“上补下泻”针法联合三阶梯止痛法不仅可以缓解

癌痛，还能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林道仪，林丽珠[6]发现针刺四关穴治疗癌性疼痛疗效可佳，在临床上

可广泛运用。卢晓婷[7]，李丹，孙瑞瑞[8]发现针刺联合三阶梯止痛法可缓解患者的疼痛，还可以减少患

者的止痛药用量。 

2.2. 耳穴 

在《灵枢》中记载了机体的十二经脉循行路线，其皆与耳部起到相互沟通联络的作用，如今也发现了

耳穴与人体经脉有密切的联系。张立侠[9]发现采用针灸联合耳穴疗法治疗不仅可以缓解癌性疼痛，还可对

患者的情绪进行干扰，降低焦虑抑郁状态，值得临床推广。吴继，王瑶，张琰[10]等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

组与对照组，两组均服用三阶梯止痛药物，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针灸合耳穴疗法。组间进行比较后发现，

患者免疫学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治疗组比对照组疗效更明显(P < 0.05)。针灸合耳穴疗法配合三阶梯止

痛药治疗癌痛，可缓解患者癌性疼痛，并且提高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10]。赵海音[11]在研究中也发现运用

针灸联合耳穴疗法可明显减轻癌性疼痛，减少止痛药物的剂量，从而减少止痛剂带来的副作用。 

2.3. 穴位注射 

穴位注射治疗法是一种迅速并更直接达到强大药效的途径，也同时达到发挥机体的经络作用。卞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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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宁苏[12]研究穴位注射吗啡加针灸对癌痛患者外周血中的 β-EP 含量的影响，发现针灸可促进癌痛患者

体内 β-EP 的合成与分泌。β-EP 是内源性镇痛物质之一，主要集中于下丘脑–垂体轴中，在疼痛发作时

血浆中 β-EP 相应增高，而且较其他种类的内源性阿片肽更易于与受体结合，故镇痛作用更加明显，从而

产生吗啡样止痛作用。在本研究中发现治疗后治疗组血浆 β-EP 浓度要比单纯用吗啡治疗的对照组高，有

利于癌痛患者体内 β-EP 的合成与分泌，明显下降癌痛患者体内对吗啡镇痛量的需求，为临床治疗提供了

有利依据。 

2.4. 电针 

电针治疗方法是在基本的针刺治疗的基础上加电刺激，其作用机制可分为神经生理、神经化学、分

子机制。潘萍[13]发现针灸结合电针疗法联合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治疗镇痛作用更加明显，患者心理状况得

到更显著的改善。何生奇，刘晓林，夏玉卿等[14]研究发现电热针针刺能有效缓解阴寒凝滞型癌性疼痛患

者疼痛感，并且对血液系统及肝肾功能起到保护作用。周燕，胡陵静，郭婷婷[15]将患者随机分为治疗组

和对照组，两组患者均口服奥斯康定，对照组以中药止痛酊涂擦同步微波两联疗法作为基础治疗，治疗

组在此基础上配合电针，发现电针三联疗法较二联疗法止痛作用更强。 

2.5. 穴位埋线 

穴位埋线疗法是[16]针刺疗法的延伸和发展，将可以吸收的灭菌外科缝线，置入机体相应的穴位之中，

持久刺激穴位，可调节全身的机能状态，胡坤琳[17]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发现背俞穴位埋线治疗方法可缓

解患者疼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缓解焦虑抑郁状态。 

3. 灸法 

3.1. 艾灸 

付嘉诚[18]发现艾灸足三里、气海、关元等穴位联合三阶梯止痛法是缓解癌性疼痛的有效治疗法，提

高患者的生存和生活质量。针灸[19]还可以辅助阶梯止痛疗法能够有效抑制致痛物质在癌性患者体内表

达，提高镇痛效果，且可减轻止痛剂的不良反应。因此灸法可作为临床控制癌性患者疼痛的重要治疗方

法之一。 

3.2. 雷火灸 

雷火灸[20]以悬灸的方式刺激穴位，促皮肤毛孔开放，使药力达到穴位内，起到疏经活络、活血利窍。

许萍，许雯，袁友辉等[21]对照组患者予阿片类药物口服；治疗组患者在此基础上进行雷火灸治疗。结果

治疗组止痛效率为 90.00%，较对照组的 56.67%明显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雷火灸合阿片类

药物治疗癌性疼痛疗效明显，可提高生活质量，在临床中值得推广。 

4. 穴位贴敷 

穴位贴敷[22]是祖国医学中一种独特的治疗方法，对各种类疾病，具有较好疗效，蒋春鹤[23]予对照

组口服吗啡缓释片，治疗组在此基础上予针刺联合穴位敷贴。在治疗过程中，吗啡的用量根据疼痛的程

度调节。研究中发现治疗组的吗啡用量比对照组少；生活质量较对照组显著改善；且治疗组的疼痛缓解

率比对照组明显高，不良反应减少，临床疗效显著。 

5. 总结与评析 

对于癌症患者的疼痛治疗，有相关的临床研究表明，针刺治疗对癌性疼痛疗效可佳，也有相关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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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可证实不同的针刺方法的疗效。但是针对规范选穴原则叙述的文章稀少，或因癌症疼痛没有明确的辩

证分型。今后研究方向可为癌痛患者的病症分型，更明确的划分证型，制定更有效并更适合患者的针灸

处方。 
下面对针灸治疗癌性疼痛的疗效及其与疗效有关的因素评价： 
单纯针刺镇痛有效率为 80%以上，且对轻中度癌痛疗效较好，在总结中的研究中也发现针灸对重度

癌痛效果欠佳。灸法治疗癌痛操作简便，无副作用，国内外许多基础和临床研究结果证实，灸法在治疗

癌性疼痛方面有良好疗效，有效率在 70%以上。穴位注射充分表现出了针刺穴位和药物结合的作用，起

到了针药的充分展现，不仅可以减少镇痛药物的用量还可以显著缓解患者疼痛感，还提高生活质量和生

存质量，镇痛有效率可达到 80%~90%。而穴位贴敷运用中药和穴位相结合的双重作用，镇痛有效率亦可

达到 70%左右。 
有研究显示，针刺强弱、病程长短、不同治法、留针时间等对治疗效果有明显影响。癌症患者若病

情轻病程短，运用针灸治疗效果明显，而针对晚期癌症患者，根据患者病情及病程发现，针灸治疗只可

作为癌症三梯级止痛法中的一梯级止痛法。 
通过以上研究总结，不同的止痛治疗方法有不同的镇痛效果。单纯一种治疗方法，镇痛效果显著，

但是几种治疗方法联合疗效更明显，取得更满意的止痛效果。因此探讨联合使用以上治疗方法，使镇痛

有效率达到最高，并提高癌症患者生存质量，是临床工作的重点，也是治疗癌性疼痛的研究目标。在治

疗方法中针药联合治疗癌痛，不仅可以使止痛药物的用量减少，降低药物的不良反应，还可以提高治疗

效果，值得在临床中推广并运用。 
针灸治疗方法在治疗癌性疼痛中有安全性、无成瘾性及不良反应等优势，在治疗癌痛中发挥着其重

要作用。但是在治疗中没有充分体现辩证相结合的治疗原则，因此明确癌症患者的证型，并制定针灸处

方，运用现代循证医学相关方法和理论，构造体现中医特点的针灸治疗疼痛的临床体系，将是今后针刺

治疗癌痛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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