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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治疗冻结肩的方法及疗效。方法　选择门诊
就诊的１０６例冻结肩患者，经前瞻性设计随机分成两组。对照组采用肩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复方倍他米松治疗，观察组
采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肩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复方倍他米松治疗，行两组对照研究。所有患者一周治疗１次，连续
治疗３次。复方倍他米松只在对照组、观察组第一次注射时加入。治疗后两组同期进行正规肩关节功能锻炼。分别于治疗
前、治疗后６周观察患侧肩关节疼痛和活动度情况，用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对疼痛评分，用治疗有效率对两组治疗效果进行
评价。结果　两组ＶＡＳ评分治疗后比治疗前评分低，疼痛缓解均明显（Ｐ＜０．０５）。治疗６周后，两组比较，观察组的疼痛症状
较对照组轻，观察组治疗有效率９４．３４％高于对照组８６．７９％。结论　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及复方倍
他米松是门诊治疗早期冻结肩的有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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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结肩又称粘连性关节囊炎，是以肩关节疼痛
和活动障碍为主要症状的常见病。目前研究表

明［１］，甲状腺疾病、肩关节轻微外伤史、糖尿病史和

颈椎病是冻结肩发病的相关危险因素，进一步分析

得出，肩关节轻微外伤史和糖尿病史是冻结肩发病

的独立危险因素。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

病在国内的发病率逐渐增高，也意味着冻结肩的发

病率会随之增高，因此研究冻结肩的治疗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此外，冻结肩严重影响患者的日常生

活和工作能力 。针对冻结肩的治疗，目前还没有统

一的治疗方案，为探寻针对门诊冻结肩患者适合的

简单、有效、方便的治疗方法，笔者通过前瞻性设计

应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２４］联合肩关节腔注射玻璃

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治疗冻结肩，探究其治疗冻结

肩的临床疗效。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择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２０１６年５月
潍坊医学院附属医院关节外科门诊就诊的冻结肩

患者１０６例，其中男性４８例，女性５８例，年龄４２～
６５岁，病史２５ｄ～５个月（平均２．８个月）。左肩４０
例，右肩６６例，均为初诊，经前瞻性设计随机分为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５３例。对照组中男性２２例，
女性３１例，年龄４２～６３岁，平均年龄５５．６岁；观察
组中男性２６例，女性２７例，年龄４２～６５岁，平均年
龄５６．２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
１．２　纳入和排除标准　患肩前屈、外展、后伸、内
旋，外旋均受限，肩关节周围疼痛明显，肩关节正位

及Ｙ位 Ｘ线片检查无病理性骨损伤及肩关节碰撞
征象，肩关节磁共振成像（ＭＲＩ）检查无肩袖损伤。
排除感染、肿瘤等疾病者，未安装心脏起搏器、心脏

支架者，无凝血功能障碍、妊娠、中枢或周围神经损

伤者，选择自愿并配合治疗的患者。本研究经潍坊

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所有患者均

签署知情同意书。

１．３　治疗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用肩关节腔内注射
玻璃酸钠（山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生产，

批号：１７０３２１０２１，玻璃酸钠为肩周炎的改善药物，可
行肩关节腔或肩峰下滑囊内注射，一次２ｍＬ，一周１
次，３～５周为一个疗程）＋复方倍他米松（Ｓｃｈｅｒｉｎｇ
ＰｌｏｕｇｈＬａｂｏＮ．Ｖ．Ｂｅｌｇｉｕｍ 公 司 生 产，批 号：
６ＢＢＫＡＤＡＣ０３，肩关节腔注射 １次，每次注射 １
ｍＬ）。于患侧肩关节喙突外１．５～２．０ｃｍ，再向下
１．５～２．０ｃｍ处作为穿刺点，严格消毒铺巾，戴无菌
手套，严格执行无菌操作技术，用普通７号注射针
头垂直皮肤进针，有落空感即进入关节腔，注入２０
ｍｇ玻璃酸钠，第一次注射时肩关节腔注射复方倍他
米松注射液一支，规格为１ｍＬ，注射完后贴无菌敷
贴４８ｈ，玻璃酸钠一周注射１次，总共连续注射 ３
次。观察组患者采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肩关

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 ＋复方倍他米松治疗，患者取
坐位，将冲击波探头置于疼痛最明显部位（定位采

用指压法），冲击波频率为每分钟６０次，冲击２０００
次，能流密度为０．１６ｍＪ·ｍｍ－２，每周１次，共连续
治疗３次。每次冲击波治疗完成后同对照组一样
行关节腔注射治疗，第一次注射时加入复方倍他米

松１支，之后２次只注射玻璃酸钠。所有关节腔注
射操作均由对肩关节穿刺熟练的同一医生完成。

两组患者同期同时进行患肩功能锻炼，锻炼方法

为：在接受治疗后患肩立即开始每天进行肩关节钟

摆及环转运动，并在骨科医师指导下行攀墙锻炼，

每天３～５次，每次２０ｍｉｎ［５］。
１．４　观察指标　治疗前和治疗后６周对患侧肩进
行视觉模拟评分法（ＶＡＳ）评分及前屈、外展、后伸、
内旋、外旋活动度测定，评定肩部主观疼痛症状及

功能恢复情况。应用 ＶＡＳ评定患者主观疼痛症状
改善情况：０分为无痛，１０分为剧烈疼痛。采用疗
效评定标准评定患肩的功能恢复情况：（１）治愈：肩
部疼痛消失，肩关节前屈 ＞１５０°，外展 ＞１２０°，后伸
＞４５°，内旋／外旋＞６０°；（２）显效：肩部疼痛基本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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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肩关节前屈１２０°～１５０°，外展９０°～１２０°，后伸
３０°～４５°，内旋／外旋 ４５°～６０°；（３）好转：肩部疼痛
减轻，但关节活动受限；（４）无效：治疗前后症状和
体征无明显变化。总有效率 ＝（治愈 ＋显效 ＋好
转）／总例数×１００％［６］。

１．５　统计学方法　用 ＳＰＳＳ１８．０进行数据分析。
ＶＡＳ评分结果分别行配对 ｔ检验（组内前后比较）
和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两组间比较）。计数资料则
行χ２检验或秩和检验，以 Ｐ＜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
学意义。

２　结果
两组患者分别于治疗后６周门诊随访，其各项

评分评定结果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１，２，其中对照
组有７例，观察组有３例在治疗期间因疼痛及活动
度未见明显缓解，入院接受关节镜下手术松解治

疗。从患肩的ＶＡＳ评分来看，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
后较治疗前疼痛均明显缓解；对照组和观察组治疗

后的ＶＡＳ评分行两独立样本 ｔ检验，观察组患者疼
痛症状较对照组有明显改善（Ｐ＜０．０５）。从治疗有
效率来看，观察组的有效率为９４．３４％，对照组的有
效率为８６．７９％，观察组的治疗效果好于对照组。
在肩关节穿刺中两组均没有药物不良反应和关节

注射感染等情况。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治疗过程

中观察组也无不良反应发生。

表１　两组患者冻结肩治疗前后ＶＡＳ评分比较／（分，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后 组内比较Ｐ值

对照组 ５３ ７．１±２．２ ３．２±１．２ ０．０００

观察组 ５３ ６．９±２．５ ２．５±０．９ ０．０００

组间比较Ｐ值 ０．６６３ ０．００１

表２　两组患者治疗后６周冻结肩功能恢复情况比较／例（％）

组别 例数 治愈 显效 好转 无效 总有效率

对照组 ５３
２５

（４７．２）

１２

（２２．６）

９

（１７．０）

７

（１３．２）

４６

（８６．７９）

观察组 ５３
３２

（６０．４）

１３

（２４．５）

５

（９．４）

３

（５．７）

５０

（９４．３４）

Ｕｃ（χ２）值 ２．９０５ （１．７６７）

Ｐ值 ０．０８８ ０．１８４

３　讨论
冻结肩是肩关节周围的肌肉、肌腱、滑囊及关

节囊的慢性损伤性炎症。受损组织增生、粗糙及关

节囊内外粘连是肩周炎疼痛、功能受限的病理基

础。本病好发于 ４０～７０岁的中老年人，患病率
２％～５％，女性多见，该病的发病机制目前尚不

明确［７］。

王卫［８］进行的关节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对冻结

肩疗效的Ｍｅｔａ分析研究证明：关节内注射糖皮质激
素可以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是这种缓解作用不会

长期持续。关节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在短期和长期

内都可以改善关节活动度。复方倍他米松可通过

降低毛细血管和细胞膜的通透性，消除肩周组织的

水肿［９］。肩关节腔注射复方倍他米松可减少炎性

介质和免疫物质释放，消除关节滑膜囊炎症，并且

注入药物后使关节腔呈扩张状态，减少组织粘连和

炎症反应，从而有利于组织的修复和疼痛的缓解，

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１０］。复方倍他米松虽然可以

明显改善肩关节的功能，但也有很多副作用，因此

本研究只在第一针注射时注入复方倍他米松［１１］。

玻璃酸钠是一种由葡萄糖醛酸和乙酰氨基己糖组

成双糖单位聚合而成的粘多糖，是关节滑液的主要

成分。玻璃酸钠具有与蛋白结合生成蛋白多糖的

特性，从而发挥出润滑和保护的作用。同时还具有

抑制痛觉感受纤维，实现良好的阻断炎性介质释放

和扩散的目的［１２］。经研究肩关节腔注射糖皮质激

素和玻璃酸钠在解除早期冻结肩疼痛与改善肩关

节活动度方面效果良好［１１１３］。本研究中对照组治

疗前后ＶＡＳ评分的比较及患肩的治疗有效率也再
次证明了玻璃酸钠与复方倍他米松联合使用的确

切疗效。

陈修平［１４］研究结果表明低剂量放散式冲击波

可有效改善冻结肩患者的关节活动度，缓解疼痛，

故本文不再论证冲击波治疗冻结肩的临床效果。

本研究主要用于证明冲击波联合关节腔注射玻璃

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治疗冻结肩额治疗方案是否

优于关节腔注射玻璃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

冲击波是一种通过介质传导的机械性脉冲波。

在临床实践中，主要是应用冲击波的能量释放对病

变组织产生一定的治疗作用：（１）在冲击波的传递
过程中会造成不同密度组织之间产生能量梯度差

及扭拉力，产生松解粘连的作用［１５］。应用冲击波治

疗冻结肩可以松解肩关节囊、肌腱与肱骨头的粘

连，同时也可以使肩关节腔注射的玻璃酸钠及复方

倍他米松与粘连的周围软组织充分接触，这样复方

倍他米松可以更好的减轻软组织炎症，而玻璃酸钠

填充于关节囊与肱骨头之间，减少了两者之间的摩

擦，使肩关节的活动更容易。（２）体外冲击波会损
伤疼痛感受器，并抑制感受器发出高频脉冲，从而

阻断疼痛信号递质的传递，同时也可通过改变自由

基释放抑制疼痛的介质而缓解疼痛［１６１７］。Ａｂ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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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８］研究发现冲击波可促进局部组织Ｐ物质释放，
抑制疼痛信号的产生及传递而起到止痛作用。玻

璃酸钠也有抑制痛觉感受纤维的作用，这与冲击波

抑制痛觉感受器的止痛作用可以发生良好的协同

作用，使止痛效果更明显。（３）冲击波振动可以刺
激细胞膜的弥散过程，促进新陈代谢加强血液和淋

巴循环，改善组织营养，增强胶原合成。经研究表

明，生成的胶原主要为Ⅰ型胶原，这种胶原有助于
肌腱的恢复［１９２０］，从而进一步促进肩关节的恢复。

放散状体外冲击波与传统的聚焦状体外冲击

波相比，其更适合治疗肌键末端病和肌筋膜疼痛综

合征，特点是输出波平缓，治疗压力和频率可以由

低开始，随着患者疼痛阈值的提高，疼痛很快会被

适应［２１］。此外，体外冲击波治疗效率高，一次治疗

仅需要几分钟，同时还有较好的依从性和可操作

性。因此，本研究采用放散式体外冲击波治疗冻结

肩。张同海等［２２］研究显示关节腔注射臭氧、痛点注

射消炎镇痛液及臭氧配合体外冲击波三联法治疗

粘连性肩关节囊炎取得良好效果。本研究中观察

组比对照组在缓解肩部疼痛、改善肩患肩活动度及

治疗有效率方面效果均明显，因此证明了放散式体

外冲击波治疗冻结肩的作用。同时也说明放散式

体外冲击波联合玻璃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治疗冻

结肩的治疗方案疗效显著。研究中有１０例效果不
好，考虑与关节的粘连较重及病程较长有关，需进

一步行关节镜下松解术治疗。因此本方案比较适

用于冻结肩早期的患者。

综上所述，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关节腔注射

玻璃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是治疗早期冻结肩的优

选方案。该方案不仅价格低廉而且疗效确切，值得

临床推广。本研究的不足之处是随访次数少，随访

时间较短，未能证明放散式体外冲击波联合关节腔

注射玻璃酸钠及复方倍他米松治疗冻结肩的长期

疗效，这也是本课题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我们将继

续收集病例，对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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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１０］习冬生，殷磊．肩峰下滑囊联合肩关节腔注射治疗肩周炎的疗

效分析［Ｊ］．安徽医学，２０１６，３７（３）：３４８３４９．

［１１］王海龙，张丹丹，马建明．肩峰下滑囊封闭加肩关节腔注射玻

璃酸钠治疗肩周炎（冻结肩）的临床观察［Ｊ］．宁夏医学杂志，

２０１２，３４（１０）：１０２１１０２３．

［１２］李毅，王岩峰．肩关节镜结合玻璃酸钠注射液治疗粘连性肩关

节囊炎疗效分析［Ｊ］．中外医疗，２０１６，３５（９）：１２５１２７．

［１３］王凯利，万家兴，李萍．玻璃酸钠联合曲安奈德关节腔内注射

配合推拿手法治疗冻结肩［Ｊ］．中医正骨，２０１２，２４（１０）：４０

４１．

［１４］陈修平．放散式体外冲击波与超声波治疗冻结肩的比较研究

［Ｄ］．青岛：青岛大学，２０１３：１３３．

［１５］徐卫华．体外冲击波治疗网球肘的临床疗效研究［Ｊ］．南京体

育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０，９（３）：３２３３．

［１６］马泽辉，权毅，潘显明，等．冲击波治疗投掷伤８６例报告［Ｊ］．

四川医学，２００５，２６（６）：６００６０１．

［１７］ＨＳＵＣＪ，ＷＡＮＧＤＹ，ＴＳＥＮＧＫＦ，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

ｔｈｅｒａｐｙｆｏｒｃａｌｃｉｆｙｉｎｇｔｅｎｄｉｎｉｔｉ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Ｊ］．ＪＳｈｏｕｌｄｅｒＥｌ

ｂｏｗＳｕｒｇ，２００８，１７（１）：５５５９．

［１８］ＡＢＥＤＪＭ，ＭＣＣＬＵＲＥＳＲ，ＹＡＥＧＥＲＭＪ，ｅｔａｌ．Ｉｍｍｕｎｏｈｉｓｏ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Ｐａｎｄｃａｌｃｉｔ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ｅｐｔｉｄｅｉｎ

ｓｋｉｎ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ｓｔｅｕｍａｆｔｅｒｅｘｔｒａ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ｌ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ｉｎｓｈｅｅｐ［Ｊ］．ＡｍＪＶｅｔＲｅｓ，２００７，６８

（３）：３２３３２８．

［１９］ＶＥＴＲＡＮＯＭ，Ｄ′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Ｆ，ＴＯＲＲＩＳＩＭＲ，ｅｔａｌ．Ｅｘｔｒａ

ｃｏｒｐｏｒｅａｌｓｈｏｃｋｗａ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ｓｃｅｌｌ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ｌｌａ

ｇｅｎｓｙｎｔｈｅｓｉｓｏｆｐｒｉｍａｒｙ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ｈｕｍａｎｔｅｎｏｃｙｔｅｓ［Ｊ］．ＫｎｅｅＳｕｒｇ

Ｓｐｏｒｔｓ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Ａｒｔｈｒｏｓｃ，２０１１，１９（１２）：２１５９２１６８．

［２０］ＢＥＲＮＡＲＤＢＥＡＵＢＯＩＳＫ，ＨＥＣＱＵＥＴＣ，ＨＯＵＣＩＮＥＯ，ｅｔａｌ．Ｃｕｌ

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ｊｕｖｅｎｉｌｅｒａｂｂｉｔｔｅｎｏｃｙｔｅｓ［Ｊ］．ＣｅｌｌＢｉｏｌ

Ｔｏｘｉｃｏｌ，１９９７，１３（２）：１０３１１３．

［２１］刘文波．放散状体外冲击波治疗肩周炎５３例疗效观察［Ｊ］．贵

州医药，２０１２，３６（１２）：１１０８１１０９．

［２２］张同海，闫瑞曦，千石哲，等．关节腔内及痛点注射联合体外冲

击波治疗黏连性肩关节囊炎的临床观察［Ｊ］．中国疼痛医学杂

志，２０１６，２２（４）：３１９３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１２７，修回日期：２０１７０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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