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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的電療是否對於頸部疼痛具治療效果 
背景  
 頸部疾病十分常見，盛行率為 22~70%1，其受損之組織各式各樣，從肌肉、
神經等軟組織到關節內椎間盤、軟骨或骨頭本身的問題都有；造成的原因種類也
不少，例如：車禍、外傷、姿勢不正、過度使用…等，然而無論是哪一種頸部疾
病幾乎都有疼痛的問題存在，造成患者除了症狀上的不適外，也影響到心情、生
活品質、工作、甚至是社交活動，除個人外，醫療支出的負擔與生產力下降亦對
社會造成影響，在美國 1996~2013 共 18 年來排名第三的醫療支出為下背痛與頸
部疼痛—876 億美元 2。因此如何有效地解決頸部疼痛的問題為一大健康照護的
議題。 
電療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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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療是最常被用於治療頸部疼痛的方式之一，然而其治療成效卻未有定案，
以下將整理常用的幾種電療模式之其治療效果。 

Table 1. 
 

Galvanic 
current 

Iontophoresis Transcutaneous 
electrical nerve 
stimulation (TENS) 

Electrical 
Muscle 
Stimulation 
(EMS) 

Pulsed 
electromagnetic 
field (PEMF) 

Repetitive 
magnetic 
stimulation 
(rMS) 

Static 
magnetic 
field 

文章評值 very low  very low  very low  very low  very low  very low  low  
治療效果 X X 短期治療顯著

（Figure 1.） 
X（Figure 
2.） 

短期治療顯著 短期治療顯著
（Figure 3.） 

X 

X：無顯著效果 
 總結來說，無論是急性或慢性頸部疼痛，TENS 的治療效果都相較其他治療
來得好。然而由上表可以發現，大部分的電療文章品質都很低，結果的可性度不
高，再加上結果有一半的治療與安慰劑治療沒有顯著差異；有顯著差異的也大多
只有短期效果，因此下面針對臨床上也常用來解決頸部疼痛的兩類治療作探討，
以其找到更有效之治療方式。 
徒手介入—頸、胸椎之整脊術推拿與脊椎活動手法（manipulation&mobilization）4 

由於整脊術推拿即為在超過關節之生理活動極限的位置做高速低振福的脊
椎活動手法，而且有中高可信度的文章表示，整脊術推拿與脊椎活動手法的針對
頸部疼痛之治療效果並無顯著不同，所以，下表僅列出整脊術推拿的部分。 

Table 2. 
 

頸椎整脊術推拿 胸椎整脊術推拿 
無介入 藥物 頸椎活動手法 運動 按摩 TENS 胸椎整脊術推拿 無介入 

文章評值 very 
low-low  

moderate  moderate-high moderate low  very 
low  

very low  moderate  

治療效果 立即治
療顯著 

立即/長期
治療顯著
（Figure 
4.） 

X（Figure 5.） X 短/中
期治
療顯
著 

短期
治療
顯著 

短/中期治療顯
著 

短期治療顯著 

X：無顯著效果 
 徒手介入除了在文章品質平均較電療好外，結果也較一致，雖然中長期的效
果還沒有定論，但在立即或短期的治療成效上，無論是與安慰劑、藥物介入、按
摩、甚至是 TENS 相比，都有比較顯著的效果；但與運動介入相比則無顯著差異。 
運動介入 5 

Table 3. 
 

頸部-肩胛
胸廓與上
肢肌力訓
練 

肩胛胸
廓與上
肢肌耐
力訓練 

結合頸部、肩
部、肩胛胸廓
之肌力訓練與
伸展運動 

頸部-肩胛
胸廓肌力/
穩定度訓
練 

靜-動態 頸部-肩
胛胸廓肌力/肌耐
力訓練(包含壓力
回饋訓練) 

神經肌肉
眼-頸協調
/本體感覺
運動 

呼吸練習/一般
體適能訓練/伸
展/同步動作模
式之回饋運動 

文章評值 moderate very low  low 
治療效果 中-大；立

即/短期顯
著（Figure 
6.） 

些微；立
即/短期
顯著 

小-大；立即-
長期治療顯著
（Figure 
7.&8.） 

中期顯著 立即治療顯著 短期治療
顯著 

X 

X：無顯著效果 
運動介入之文章品質也較電療好，結果因介入種類眾多，根據病患狀況的不

同效果不一。整體來說，在持續時間方面，仍以短期的效果相對顯著；在種類方
面，則以針對頸部-肩胛胸廓與肩部的肌力與耐力訓練對減緩疼痛的效果最佳。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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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類治療比較 
Table 4. 電療 徒手介入 運動介入 
文章評值 very low-low low-moderate low-moderate  
治療效果 結論不一，

TENS 最好 
較 TENS 好，
與運動類似 

頸、胸椎、肩部的肌力
與耐力訓練效果最好 

健保給付 160 320 320 
 由文章品質與治療效果來看，徒手與運動介入在緩解頸部疼痛的效果上較電
療好，但臨床常規治療卻是電療，這可能是由於健保給付的關係。 

由上表知，雖然徒手與運動介入的健保給付為電療的 2 倍，但也相對耗時，
相同時間內電療執行次數可以是徒手或運動介入的 10 倍以上，最終申請到的健
保給付反而是電療多出許多，因此無論醫院或診所都以電療為復健科的主要業務
項目，此即美國醫學研究機構 （Institute of Medicine, IOM）所提出之「過度使用」
的問題。 

若政府能重新分配健保給付額，降低電療並提高徒手與運動治療的比率，藉
此增進醫院或診所執行徒手或運動介入的意願，創造三贏（醫院、治療師、病患）、
甚至是四贏（政府）的照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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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編號 診療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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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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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簡單治療      

42001A －簡單Simple   v v 160 

42002B   v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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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42003C   v    95 

42004A －中度(指實施簡單治療項目二項以上，且合計

時間超過30分鐘。) 

  v v 320 

42005B  v   280 

42006C v    190 

 註：簡單治療項目  

  PTS1.牽引 Traction (Intermittent) 

  PTS 2.治療性冷\熱敷 Hot\cold pack 

  PTS 3.紅外線 Infrared 

  PTS 4.石蠟浴 Paraffin bath 

  PTS 5.超音波 Ultrasound 

  PTS 6.短波 Shortwave diathermy 

  PTS 7.微波 Microwave diathermy 

  PTS 8.向量干擾 Interferential therapy 

  PTS 9.經皮神經電剌激 TENS 

  PTS 10.超高頻 High frequency discharge 

  PTS 11.低能雷射治療 Low power laser 

  PTS 12.紫外線 Ultraviolet 

  PTS 13.磁場治療 Magnetic field therapy 

  PTS 14.循環治療 Circulator 

  PTS 15.其他經健保局保險人核可者 

     

 中度治療      

42007A －中度Moderate   v v 320 

42008B   v   280 

42017C  v    265 

42009C  v    190 

42010A －複雜(指實施中度治療項目三項以上，且合計

時間超過50分鐘。) 

  v v 480 

42011B  v   420 

42018C v    400 

42012C v    290 

 註：1.中度治療之治療內容代碼 

  PTM 1.肌肉電刺激 Muscle stimulation 

  PTM 2.上肢水療 Hydrotherapy, U/E 

  PTM 3.下肢水療 Hydrotherapy, L/E 

  PTM 4.全身水療 Hydrotherapy, General 

  PTM 5.被動性關節運動 Passive R.O.M. 

  PTM 6.牽拉運動 Stretching Exs. 

  PTM 7.運動治療 Therapeutic Exs. 

  PTM 8.傾斜台訓練 Tilting table training 

  PTM 9.肌力訓練 Strengthening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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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診療項目 

基 

層 

院 

所 

地 

區 

醫 

院 

區 

域 

醫 

院 

醫 

學 

中 

心 

支 

付 

點 

數 

  PTM 10.耐力訓練 Endurance training 

  PTM 11.按摩 Massage 

  PTM 12.鬆動術 Mobilization 

  PTM 13.姿態訓練 Posture training (含步態訓

練     

         及姿勢訓練) 

  PTM 14.其他經健保局保險人核可者 

2.42017C、42018C限復健科專科醫師開設之基層

院所或基層院所聘有專任之復健醫師者申報。 

42013A 複雜治療Complicated   v v 600 

42014B   v   525 

42019C  v    500 

42015C  v    360 

 註：1.限復健專科醫師開具處方後，交由相關治

療專業人員親自實施始可申報。 

2.複雜治療項目 

PTC 1.促進技術 Facilitation techniques 

PTC 2.平衡訓練 Balance training 

PTC 3.義肢訓練 Prosthesis training 

PTC 4.等速肌力訓練 Isokinetic training 

PTC 5.心肺功能訓練 Cardiopulmonary 

training 

PTC 6.行走訓練 Ambulation training 

PTC 7.其他經健保局保險人核可者 

3.42019C限復健科專科醫師開設之基層院

所或基層院所聘有專任之復健醫師者申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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