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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摘要页 目的 立足于经筋古籍原文袁发现野绕肩胛冶与手阳明尧手太阳经筋相关袁并从两条经筋与颈痛伴旋转功能障碍的联系入

手袁探讨野绕肩胛冶相关经筋与颈痛伴旋转功能障碍是否存在对应关系遥 方法 收集 20例颈痛伴功能障碍的肩胛区域疼痛志愿者袁对
肩胛区 8个阳性反应点进行触诊袁根据疼痛部位以及颈部旋转功能障碍的类型袁探索二者之间的对应规律遥 结果 10 例旋转伴后伸

功能受限患者袁在肩胛上区出现阳性反应点为 9 例袁符合占比 90%曰10 例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患者袁在肩胛下区出现阳性反应点为

9例袁符合占比 90%遥 因而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与肩胛上区尧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与肩胛下区存在对应关系遥结论 手阳明经筋与旋

转伴后伸功能受限尧手太阳经筋与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存在对应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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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ao jian jia (around the
scapula)" and neck pain with rotational dysfunction based on the

meridian sinew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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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页 Objective Based on the ancient texts of muscle regions, it is found that "rao jian jia (around the scapula)" is
related to both the hand-Yangming and hand-Taiyang meridian sinews. Starting from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ese two meridian
sinews and neck pain accompanied by rotational dysfunc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whether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ao
jian jia (around the scapula)" -related meridian sinews and neck pain accompanied by rotational dysfunction. Methods Twenty
volunteers with neck pain and dysfunction in the scapular region were collected, and eight positive reaction points in the
scapular region were palpated to explore the correspondence pattern between the two according to the site of pain as well as
the type of neck rotation dysfunction. Results Among ten patients with rotation with limited posterior extension, nine showed
positive reaction points in the suprascapular region, accounting for 90% of the total; among another ten patients with rotation
with limited anterior flexion, nine showed positive reaction points in the subscapular region, also accounting for 90% of the
total. Thus, there wa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rotational with posterior extension and suprascapular region and rotational with
anterior flexion and subscapular region. Conclusion There is a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hand-Yangming meridian sinews
and the rotation with posterior extension functional limitation, and the hand-Taiyang meridian sinews and the rotation with

圆园24 年 3 月第 44 卷第 3 期
Mar. 圆园24 灾燥造. 44 晕燥. 3

基于经筋理论探讨野绕肩胛冶与颈痛伴旋转功能障碍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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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erior flexion functional limitation respectively.
也运藻赠憎燥则凿泽页 meridian sinews; neck pain; rao jian jia (around the scapula); positive reaction point; rotational dysfunction;

hand-Yangming meridian sinews; hand-Taiyang meridian sinews; distribution pattern

颈痛为临床常见疾病袁在 2019 年全球疾病负担

研究中发现袁颈痛已成为近 20 年内导致全球疾病负

担增加的主要疾病[1-2]遥 相关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袁颈
痛发生率高达 66.7%袁且逐年上升[3-4]遥颈痛对人们的

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极大的困扰袁影响身心健康袁成
为一个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5]遥 临床中袁颈痛常伴随

肩胛区域的疼痛遥相关研究亦表明袁颈痛患者常在肩

胛部有压痛点[6]遥 因此袁针对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进

行研究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遥
经筋古籍中有明确记载颈项与野绕肩胛冶相关原

文遥 叶灵枢窑经筋曳[7]1010 中提到手阳明经筋循行院野其
支者袁绕肩胛袁挟脊袁直者袁从肩髃上颈冶袁主治病症为

野其病噎噎肩不举袁颈不可左右视冶遥 叶说文解字窑见

部曳解释野视冶即瞻也袁而野瞻冶的本意为向远处或高处

看尧向上或向前看遥 如叶诗经窑国风窑邶风窑雄雉曳载院
野瞻彼日月袁悠悠我思遥 冶其中袁野瞻彼日月冶即为抬头

看日月迭来迭往遥因此袁野颈不可左右视冶意即颈项不

可以左右旋转伴后伸遥 叶灵枢窑经筋曳[7]1008 中提到手太

阳经筋循行院野手太阳之筋袁其支者袁后走腋后廉袁上
绕肩胛袁循颈袁出走太阳之前袁结于耳后完骨噎噎绕

肩胛引颈而痛遥 冶经筋与经脉在生理病理上密切相

关[8]遥 同样袁叶灵枢窑经脉曳[7]964-965 中手太阳经脉关于颈

项部的主病为 野小肠手太阳之脉噎噎不可以顾冶遥
野顾冶的繁体为野顧冶袁叶说文解字窑页部曳解释为野还视

也遥从袁雇声冶遥野还视冶即为回头而视袁本意为回头看尧
转头看遥野顧冶可拆分为野雇冶与野頁冶遥野頁冶表示与头部

动作相关袁有顶部尧上方尧高处的引申义遥 因此袁野顾冶
在此处可解释为在高处向下转头看袁在现代其可引

申为低头旋转之意遥 因此袁野不可以顾冶意即颈项不

可以左右旋转伴前屈遥
叶灵枢窑经筋曳中明确提出野绕肩胛冶仅有手太阳

与手阳明经筋袁两者循行均经过颈项部并主颈项部

疾病遥相关临床研究亦表明袁两者与颈痛的发生密切

相关[9]遥 两者主病的区别在于院手阳明经筋主治颈痛

伴后伸旋转功能障碍袁手太阳经筋主治颈痛伴前屈

旋转功能障碍遥薛立功[10]认为袁手太阳经筋循行经过

冈下区域袁手阳明经筋循行经过冈上区域遥 因此袁本
研究将颈痛伴肩胛冈上区域疼痛考虑为手阳明经

筋的损伤袁颈痛伴肩胛冈下区域疼痛考虑为手太阳

经筋的损伤袁并通过颈部功能的体格检查袁观察旋

转伴后伸功能受限与肩胛上区尧旋转伴前屈功能受

限与肩胛下区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袁从而验证颈部后

伸旋转功能障碍与手阳明经筋尧颈部前屈旋转功能

障碍与手太阳经筋是否存在对应关系袁并以此更为

精准地诊断颈痛伴旋转功能障碍的患病经筋袁为构

建颈痛的经筋诊疗体系提供依据遥
1 临床资料

1.1 诊断标准

参考叶颈椎病诊治与康复指南曳[11]制定颈痛诊断

标准院渊1冤颈项部尧肩背部酸胀尧僵硬尧疼痛袁可伴有颈

项部的旋转功能障碍曰渊2冤有颈椎慢性劳损或反复落

枕病史曰渊3冤影像学检查基本正常袁或仅表现生理曲

度变直及轻度椎间隙狭窄遥
1.2 纳入标准

渊1冤符合上述诊断标准曰渊2冤年龄 18~50 岁袁性
别不限曰渊3冤病程在 6 个月以上袁并且最近 1 周内有

颈痛以及肩胛区域疼痛的典型症状曰渊4冤临床检查肩

胛部可有压痛袁触诊可扪及条索状硬结遥
1.3 排除标准

渊1冤因颈项部外伤导致颈项部疼痛或既往颈椎

手术史曰渊2冤本身患有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严

重疾病曰渊3冤妊娠期尧哺乳期妇女曰渊4冤存在认知或交

流障碍袁不能配合者曰渊5冤参加其他临床试验者遥
1.4 剔除标准

渊1冤没有完成治疗及实验数据搜集或瞒报病史及

治疗过程者曰渊2冤出现严重不良事件或不良反应者遥
1.5 脱落标准

渊1冤由于各种原因使试验中断的患者曰渊2冤依从

性差尧不能配合者遥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纳入 20 例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患者袁
其中袁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患者 10 例袁旋转伴前屈功

能受限患者 10例袁具体阳性反应点和检查方法如下遥
2.1 肩胛上下区阳性反应点

根据前期临床研究工作以及相关临床经验设计

出肩胛上下区共 8 个阳性反应点袁具体如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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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冤肩胛上区渊左右两边冤院以肩胛冈为界的上

方袁将冈上窝由外向内分为淤~盂点袁肩胛肩峰端为

淤点袁冈上窝中部为于点袁肩胛冈内侧端上缘凹陷为

盂点遥 左右命名为左肩胛上淤~盂点袁右肩胛上淤~
盂点遥详见图 1遥渊2冤肩胛下区渊左右两边冤院以肩胛冈

为界的下方袁冈下窝中央凹陷为余点袁肩胛下角直上

与肩胛冈的交界处为舆点袁肩胛骨内侧缘横平第 4胸
椎棘突下为榆点袁肩胛骨外侧缘横平第 3 胸椎棘突

下为愚点袁第 6 肋间隙与肩胛骨外缘交界处为虞点遥
命名为左肩胛下榆~余点袁右肩胛下榆~余点渊患者

如出现左右侧疼痛时描述以右侧为主冤遥 详见图 1遥

2.2 检查方法

所有志愿者的阳性反应点检查均由同一人操作

完成遥 操作者用右手拇指操作袁在每个志愿者被检查

之前均测试一下拇指按压力度袁确保按压力度相当遥
操作时袁应当拇指缓慢按压且渗透有力袁指腹在相应

区域内逐次按压尧推移尧切循遥 注意被操作部位的正

常结构与形态以及软组织的条理尧厚度尧张力尧条索尧
筋结尧塌陷袁以及与周围组织的关系等情况遥 如找到阳

性点袁由轻渐重按压该点袁必要时双手拇指同时按

压袁注意与对侧相同位置比较触感袁避免力度过大或

力度不均袁防止假阳性出现遥检查阳性反应点时袁如有

异常感觉或硬结袁指力由轻渐重袁往下按压 0.5 cm 左

右袁询问患者是否有酸胀感尧疼痛感或者其他感觉遥
3 结果

3.1 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患者在肩胛上下区阳性

反应点具体分布情况

在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患者阳性反应点分布例

次中袁盂点出现频率最高尧例次为 9袁于点出现例次

为 2袁淤点尧舆点尧余点出现例次为 1袁详见表 1遥 上述

阳性反应点在肩胛上下区具体分布情况袁详见图 2遥

在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患者阳性反应点分布例

次中袁余点出现频率最高尧例次为 7袁舆点出现例次

为 5袁愚点出现例次为 4袁虞点尧盂点出现例次为 2袁
榆点尧于点出现例次为 1袁详见表 2遥上述阳性反应点

在肩胛上下区具体分布情况袁详见图 3遥

图 1 肩胛区阳性反应点示例

注院淤位于肩胛肩峰端袁于位于冈上窝中部袁盂位于肩胛冈内侧端上

缘凹陷袁榆位于肩胛骨内侧缘横平第 4 胸椎棘突下袁虞位于第 6 肋间

隙与肩胛骨外缘交界处袁愚位于肩胛骨外侧缘横平第 3 胸椎棘突下袁
舆位于肩胛下角直上与肩胛冈的交界处袁余位于冈下窝中央凹陷遥

序号

1
2
3
4
5

部位

盂点渊肩胛冈内侧端上缘凹陷冤
于点渊冈上窝中部冤
淤点渊肩胛肩峰端冤
舆点渊肩胛下角直上与肩胛冈的交界处冤
余点渊冈下窝中央凹陷冤

例次

9
2
1
1
1

表 1 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患者肩胛上下区阳性

反应点分布例次

图 2 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患者肩胛上下区阳性

反应点分布例次渊以右侧为例冤
注院红点表示阳性反应点遥

序号

1
2
3
4
5
6
7

例次

7
5
4
2
1
2
1

部位

余点渊冈下窝中央凹陷冤
舆点渊肩胛下角直上与肩胛冈的交界处冤
愚点渊肩胛骨外侧缘横平第 3 胸椎棘突下冤
虞点渊第 6 肋间隙与肩胛骨外缘交界处冤
榆点渊肩胛骨内侧缘横平第 4 胸椎棘突下冤
盂点渊肩胛冈内侧端上缘凹陷冤
于点渊冈上窝中部冤

表 2 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患者肩胛上下区阳性

反应点分布例次

447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http://hnzyydxxb.hnucm.edu.cn 圆园24 年第 44 卷

3.2 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患者功能受限与肩胛上

下区具体对应情况

功能受限与肩胛区域的阳性反应点具体对应

为院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在肩胛上区出现 7 例袁肩
胛上下区均为 2 例袁无阳性反应点为 1例袁符合对应

关系共 9 例袁符合占比 90%曰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

在肩胛下区出现 8 例袁肩胛上区出现 1例袁肩胛上下

区均有为 1 例袁符合对应关系共 9 例袁符合占比90%遥
详见表 3遥

4 讨论

经筋在古籍中首见于叶灵枢窑经筋曳遥 叶素问窑痿

论曳云院野宗筋主束骨而利关节遥 冶经筋约束骨骼并维

系着人体各个关节的正常活动[12-13]遥 因而袁经筋对颈

椎的活动起着重要的支持和推动作用袁并与颈椎的

活动功能密切相关遥 其中循行经过颈项部的经筋数

量为 7 条袁分别为足少阴经筋及手足三阳经筋[14]袁循
行分布纵横交错袁仅仅通过颈部疼痛症状以及经筋

循行难以准确诊断出具体患病经筋遥 随着现代生活

和工作结构的改变袁如电脑办公尧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等袁导致伏案久坐的人越来越多[15]遥 长此以往袁这些

不良习惯会导致颈部肌肉疲劳尧僵硬等袁颈部气血亏

虚或气血运行不畅袁进而引起经筋循行受阻出现疼

痛袁即野不通则痛袁不荣则痛冶[16]遥 现代生活工作环境

中出现颈痛的患者越来越多袁针对颈痛伴功能障碍

尚未有精确的患病经筋评估袁因而需充分利用患者

症状尧体征袁从更为全面的视角评估患病经筋遥
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袁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与

肩胛上区尧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与肩胛下区存在对

应关系遥由手阳明经筋循行经过冈上区尧手太阳经筋

循行经过冈下区可发现袁手阳明经筋与旋转伴后伸

功能受限尧手太阳经筋与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存在

对应关系遥 查阅文献袁针对经筋野绕肩胛冶相关研究主

要在循行与诊疗上遥 在循行方面袁葛开发[17]认为与肩

胛区最密切的为手三阳经袁手三阳经筋均环绕结聚

于肩关节周围[18]袁并有手太阳环绕肩胛的循行考证[19]遥
在诊疗方面袁主要为肩胛部相关疾病袁如肩胛下肌筋

膜炎尧肩周炎遥肩胛上下区等循行部位异常病变可引

起的相关周围神经病变[20]袁并通过灭活触发点治疗

肩胛下肌筋膜炎[17]遥 因而手阳明尧手太阳经筋循行上

野绕肩胛冶袁且与肩胛部或肩关节相关遥 相关临床研究

表明袁颈痛患者经筋病变最多处为肩胛内上角袁并与

手太阳与手阳明经节相关疾病有关[21]遥同时袁手阳明尧
手太阳经筋对颈痛患者颈部功能活动具有改善作

用[8]遥 在治疗方面袁运用手三阳经筋松解肩胛提肌治

疗颈肩综合征[22]遥 赵勇等[23]认为肩胛肌筋膜炎软组

织张力与颈椎生理曲度有线性相关袁肩痹证与手太

阳尧手阳明经筋的功能失常有关袁治疗时宜寻找相应

条索状结节及压痛点[24-25]遥
因此袁颈痛患者常伴有肩胛区域的损伤袁其肩部

出现阳性反应点袁可从手阳明与手太阳经筋入手进

行治疗袁以此缓解颈部疼痛并改善功能障碍袁可运用

经筋理论对颈痛伴功能障碍患者进行患病经筋评

估遥 临床上袁对颈痛伴肩胛痛患者袁根据其为旋转伴

后伸功能受限还是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来评估是手

阳明还是手太阳袁从而对评估出来的患病经筋进行相

应治疗遥 实际临床中袁颈痛患者的活动受限往往不是

单一功能障碍袁而多为复合动作的功能障碍袁同时袁
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的患者并非单一经筋损伤袁常
有合病与并病的情况遥 因此袁精准且快速地鉴别患病

经筋袁缓解患者疼痛袁是治疗肌骨疼痛类疾患的关键遥

图 3 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患者肩胛上下区阳性

反应点分布例次渊以右侧为例冤
注院红点表示阳性反应点遥

表 3 颈痛伴肩胛区域疼痛患者功能受限与肩胛区域对应表

阳性反应点部位

肩胛上区

肩胛下区

肩胛上下区均有

无阳性反应点

符合占比

旋转伴后伸功能受限

7
0
2
1

90%

旋转伴前屈功能受限

1
8
1
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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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本文立足于中医经典原文袁从古籍中经筋循行

原文进行思考和解读袁结合原文与临床实践对颈痛

伴肩胛区域疼痛进行研究遥 通过收集颈痛伴肩胛区

域疼痛患者的阳性反应点袁验证了患者颈部复合功能

障碍与循行之间存在对应关系袁为颈痛经筋的精准

诊断提供辅助依据袁并为循行通过肩胛区域的 2条
经筋提供了鉴别思路袁以期为今后颈痛经筋临床诊

疗模型的构建提供证据支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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