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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脏腑，促进运动功能恢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从本研究 VAS 与 FMA 的结果可知，主客配穴

法与传统取穴法在缓解疼痛及改善上肢功能上均有

疗效，但主客配穴法的疗效比传统取穴法更佳；从△
VAS评分与△FMA评分关系可知，治疗组的方案对

于一部分患者可以产生相对于对照组方案更好的疗

效，而恰恰是这种个别较好的疗效降低了治疗组

VAS与FMA的相关性，也表明治疗组新方案的稳定

性有待加强。本疗法有待进一步探索，以期更广泛

的适用于各类脑卒中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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