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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血生肌膏外敷治疗指
、

趾端损伤的实验研究

浙江中医学院 #∃ ! ! ! %

王维佳 杨米雄 许笋筱 王建三
’

摘要 采用 离断法造成家兔趾开放损伤
。

分止血生肌青组
,

烧伤 宁组
,

对照组进行实验观察
。

结果表明
&

止

血生肌膏有较好的止血作用
。

能显著地缩小创 面 #∋ ( !
)

! %
。

用药第一周显著特点为间质中中性白细胞浸润较 多
,

第二
、

三周显著特点为肉芽组织增生 明显伴表皮组织增生
,

第三
,

四周显著特点为上皮组织高度增生且完善
。

经

急性毒性试验及急性皮肤过敏试验证实无毒性作用
,

无不良反应
。

关键词 止血生肌青 指 #趾% 损伤

采用止血生肌膏外敷治疗指
、

趾端损伤疗效显 #体重 ∗
)

+ , ∃− . %
,

准备皮肤
,

在背部两侧预先脱毛
,

分

著/&
,

为研究其对指
、

趾端损伤促进组织修复的作用和 一侧为试验区
,

一侧为自身对照 区
。

将止血生肌膏 !
)

+

机理
,

我们进行 了实验研究
,

现报告如下
。

均匀地涂在 0
)

12 3 4

纱布上
,

将纱布贴于背部脱毛处固

材料和方法 定 ∗∀ 小时
,

观察反应
,

 ∗ 小时后第二次观察反应
,

每

5) 病理实验
&

采用雌雄兼用家兔 ∃0 只
、

 ∗ 肢 #重 次按以下内容记分
&

#5 % 红斑和焦痴形成
&

无红斑 。分
6

约 ∗) +一 ∃− . %
,

烧伤宁 #磺胺啥吮银 % 为沈阳市红旗制 很轻的红斑 #仅能觉察 % 分
6
明显红斑 ∗ 分

6

中等到

药厂生产的外用膏剂 #辽卫药准字 7 ∗ ! ∀∗ 一  号 %
,

止 严重红斑 ∃ 分 6 严重红斑 #甜菜色 % 至轻度焦痴 #损伤

血生肌膏为本院制剂室提供
。

造模方法
&

选择家兔两上 的深度% ∀ 分
。

#∗ % 水肿
&

无水肿 8 分
6

非常轻的水肿

肢
,

在 ∗一 ∀ 趾平行于第一趾骨末节趾骨的部位作好标 #仅能觉察出来 % 分
6

轻度水肿 #突起的边缘% ∗ 分
6

记
,

局部去毛
,

将全身及前肢固定
,

在无菌条件下
,

将 中等水肿 #边缘高出约 − 3 % ∃ 分
6

严重水肿 #边缘突

四趾用锋利的组织剪刀剪去造成离断伤
。

然后分为三 起大于 − 3 % ∀ 分
。

组
&

止血生肌膏组
、

烧伤宁组
、

对照组各 ∗∀ 肢
。

造模 将红斑和水肿分数相加
,

计算每一动物的平均数
,

后对照组不用药仅用纱布包扎
,

其余二组分别外敷止 若指数( ∗ 为轻度刺激
,

∗
)

+ 为中度
,

9 0 为重度
。

血生肌膏及烧伤宁包扎处理
。

除部分纱布脱落重新换
)

结 果

药外
,

均每周换药一次
。

自造模后第 天肉眼观察止血
)

止血情况
&

将各组包扎的实验动物患肢于造模

情况
,

然后分别在第
、

∗
、

∃
、

∀ 周随机各组各取 ∃ 只 后第一天打开
,

见止血生肌膏组有血凝块无出血
,

烧伤

家兔
,

首先肉眼观察创面修复情况
,

然后处死家兔
,

将 宁组表面有黑色痴皮
、

痴皮下少量出血
,

对照组有不同

距创面 !
)

12 3 处整个取下
,

以制病理切片用
。

程度出血
。

∗
)

安全性试验
&

取 : ;< 种小 白鼠 #体重 7 , ∗
)

创面愈合情况
&

用药前分别测量各家兔患肢创

∗ ∗ % ∃ ! 只
,

雌雄兼备
,

分别灌胃给药 − 3 #约相 当于 面的直径
,

敷药后于
、

∗
、

∃
、

∀ 周分别测量创面
,

以

人体常规剂量的 ∃!! 倍%
,

观察  ∗ 小时进行急性毒性 给药前后家兔患肢的创面之差作为愈合程度
,

结果见

试验
。

并进行急性皮肤过敏试验 #斑贴试验 %
,

家兔 0 只 表
。

表 外敷不同药物创面愈合程度 #父士 => %

组 别 实验数 #肢% 周 ∗ 周 ∃ 周 ∀ 周

对照组

烧伤宁组

止血生肌膏组

!
)

! +士 !
)

! 7 !
)

+ ∗士 !
)

+ ∃ !
)

7 7士 !
)

7 7
)

∃  士
)

∗∀ ∀

!
)

! ∀ 士 !
)

! ! 番 !
)

7 士 !
)

!∗
书 )

!  士 !
)

 !
“ )

0 ∃士
)

∀ !
)

!
)

∗ ∗ 士 !
)

0
)

)

! 7 士 !
)

0
) 赞 )

+ + 士
)

∀ ! 0 长 )

  士
)

0 ! 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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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对照组比较%
。

经统计学处理表明
&

止血生肌膏组能显著地缩小 创面
,

与对照组比较有显著差异
,

与烧伤宁比较第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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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明显差异
,

而 ∗
、

∃
、

∀ 周均有显著差异
。

∃
)

病理切片结果
&

止血生肌膏组第
、

∗ 周以肉芽

组织增生及中性白细胞浸润为主
,

同时伴有表皮组织

增生
。

在 ∃
、

∀ 周以肉芽组织机化
、

纤维母细胞增多为

主
,

表皮组织修复至愈合
。

烧伤宁组在
、

∗ 周亦出现

止血生肌膏组的病理变化
,

但可见坏死组织的存在
。

∃
、

∀ 周肉芽组织开始机化
,

但表皮修复程度不及止血生肌

膏组
,

同时还伴有细胞的中性白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
。

对照组在
、

∗ 周以炎症反应为主
,

同时伴有肉芽组织

增生及表皮组织轻度增生
,
∃

、

∀ 周表皮组织始有高度增

生
,

同时伴有中性白细胞及淋巴细胞浸润
。

∀
)

急性毒性试验
&

观察  ∗ 小时
,

无死亡
。

+
)

急性皮肤过敏试验 #斑贴试验 % &

本实验 ∗∀ 小

时
、

 ∗ 小时的观察
,

红斑和焦痴形成水肿的得分均为

8
,

说明对皮肤无过敏及刺激作用
。

讨 论

止血生肌膏由血竭
、

血余炭
、

生石膏粉
、

当归
、

炉

甘石粉
、

生地
、

龟板
、

珍珠粉诸药组成
,

该方配伍适当
。

生石膏粉
,

炉甘石粉有清解的作用
、

配当归具有镇痛的

作用
,

血竭
、

血余炭
、

生地配伍当归为活血生血
,

龟板
、

珍珠粉生肌
,

故具有清热解毒
、

活血止血
、

生肌长皮之

功效
。

从本实验研究看止血生肌膏的作用有以下几个较

显著的特点
&

)

应用膏剂覆盖整个创面
,

使膏剂如血栓堵住了

血管的破裂口
,

同时膏剂为油脂性基质
,

药物的吸收率

较差
,

因此药物的释放大部分作用于局部
,

使起止血作

用的药物较好发挥作用
,

进一步使局部血管收缩
,

促进

血液凝固
,

而起止血作用
,

加上外敷药后纱布加压包

扎
,

故止血生肌膏组止血作用较好
。

∗
)

本实验的病理实验中看到止血生肌膏组第 周
显售特征为间质中中性白细胞浸润较多

,

而中性白细

胞具有吞噬后依赖细胞内氧基杀灭细菌
,

同时释放蛋

白酶溶解失活组织
,

有利于防止伤 口感染的作用
。

说明

本膏剂作用之一是参与了创面愈合过程中早期局部炎

症反应
。

∃) 通过对第 ∗
、

∃ 周的病理切片及肉眼观察
,

止血

生肌膏在这期间的显著特点是 肉芽组织增生明显伴表

皮组织增生
。

创口 内的肉芽组织一般认为由内皮细胞

和成纤维细胞增殖形成
。

同时
,

从第 ∃
、

∀ 周病理及肉

眼观察
,

上皮组织高度增生且完善
,

故认为该膏剂可促

使细胞增殖加速了创 口愈合和上皮化的进程
,

使创面

愈合完全
。

∀
)

膏剂经急性毒性试验及急性皮肤过敏试验证实

无毒性作用
、

无不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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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状刀闭式手术治疗弹响指 +! 例

宁夏区灵武市中医院

我科 ∀ 年, + 年中运用眼科线状刀闭式手

术治疗弹响指 +! 例
,

效果满意
,

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7 例
)

女 ∃∗ 人
6
年龄

7 , + 7 岁 6 患指共 +∃ 个
,

其中拇指 + 个
,

食指 ∗! 个
,

中指 ! 个
,

无名指 + 个
,

小指 ∃ 个
6

本组患者中均为

患病一年以上
,

经针灸
、

封闭治疗后无好转而来就诊

者
。

治疗方法 患者坐位
,

手掌向上
,

手置于桌面上
。

常规皮肤消毒准备
,

局部浸润麻醉
。

仔细按摩患处
,

明

确弹响和肿胀部位
,

用刀 尖探得增厚腔鞘的近侧缘
,

再

将刀尖插人腔鞘的深侧
,

以后渐向上
,

向远侧挑割开缩

窄的键鞘
。

切断鞘状韧带时
,

有明显的横形纤维组织切

断的感觉
。

令患者伸屈手指
,

如弹响症状完全消失
,

则

#  + ∀ ! ! % 朱 泽

说明手术成功
,

如仍有弹响
,

表示挑割不彻底
,

应重复

以上动作
,

至弹响症状消失为止
。

术后
,

压伤口片刻止

血
,

再用敷料加压包扎
。

经上述治疗 +! 例 +∃ 个患指全部一次性全愈
。

体会 行线状刀 闭式手术具有创伤小
,

切 口不足

;2 3
,

术后不用缝合
,

可有效防止一般手术因切 口太大

而发生手术感染
。

愈合快
,

术后  天左右即可进行日常

生活活动
。

手术时
,

定位一定要准确
,

深度要适宜
,

进刀时刀

刃一定要直向上 #掌面 %
,

切不可将刀刃斜或偏向一侧
,

以防伤及肌膜动脉或神经造成不良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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