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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治疗实验性膝骨关节炎的血流动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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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 西 兰大 白兔 �( 只 随机分 为三组
,

) 组为对 照组 ∗ + 组为手法治疗组
∗ , 组 为开 窗治疗组

。

通过结扎

股静脉及臀下静脉 形成骨内高压模型
,

在造模前后及取材前作骨内压侧量
,

在手法前后作彩 色多普勒 血流检测
。

结

果显示
−

结扎静脉能有效造 成骨内持续高压
,

手法能减轻骨内高压
,

降低股动脉远端阻 力指数
,

增加收缩期峰值

速度
、

平均流速及加速度
,

改善了局部血流 动 力状况
。

关键词 手法 膝关 节 血流动 力

自 � � % ( 年 ./0 12 ! 山 首 先 提 出 骨 内 压 # 周
。

∃�∋ 对照组
−

不作治疗
,

仅以普通饲料喂

∃3 45 ∋ 概念以来
,

许多实验研究表明骨内高压 养
。

∃&∋ 手法组
−

点揉膝周
,

每处 6∀ 次
∗ 屈伸

在骨性关节炎 ∃4 ) ∋ 发病中起了重要作用
。

通 膝关节 �∀ 次
∗
逆

、

顺抱推右后肢各 �∀ 次
∗
大

过骨内压测定能够预测和发现放射学前期甚至 腿中上段坐骨神经部位点按一分钟
∗ 屈髓屈膝

临床前期的骨内病变
〔&〕。

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 位按压腹股沟股动脉处
,

阻断血流 &∀ 秒
,

然后

∃,7 83 ∋ 在灰阶 + 超显示血管解剖结构的基础 伸膝松压
,

共重复 6 次
。

手法每天 � 次
,

每周

上 能提供血流的信息
,

345 及 , 7 83 结合能较 6 次
,

由专人操作
。

∃% ∋ 开窗组
−

在静脉麻醉下

好地反映膝关节局部的血流动力状况
。

本实验 于股骨 内裸上方约 ∀
9

1: ; 和胫骨结节内侧切

从 34 5 及 , 7 83 变化来观察手法对实验性 4) 开皮肤及各层组织
,

剥离骨膜
,

用摇钻钻一直

的治疗作用
。

并探讨其作用机理
,

为临床治疗 径为 < ; ; 骨孔达骨髓腔
,

创面骨蜡止血
。

膝 4 ) 提供实验依据
。

<
9

检测
−

∃�∋ 34 5
−

使用 => 一 ! 型智能生

材料与方法 理压力测试仪
,

�# 号带芯穿刺针
。

所有动物在

�
9

动物及分组
−

新西兰纯种大白兔 �( 只
,

造模前及术后 �& 周 在静脉麻醉下双下肢外展

均为 6 月龄雌性兔
,

体重 &
9

 ? %
9

≅Α Β
。

随机分 � 6∀
、

膝关节屈曲 %∀
。

位作双侧膝旁骨内压测定
,

为 )
、

+
、

, 三组
,

每组 # 只
。

) 组为对照组
∗

右下肢保留穿刺针
,

在结扎右股静脉后再作骨

+ 组为手法治疗组
∗ , 组为开窗治疗组

。

内压 测定
。

具体测量部位为股骨内裸上方约

&
9

造模原理及方法
−

手术造成右下肢骨内 ∀
9

1: ; 处及胫骨结节内侧
,

穿刺针穿通骨皮质

高 压 形成兔 右膝骨关节炎
。

戍 巴 比妥钠针 达髓腔后
,

抽 出针芯注入 & 6 Χ∀Δ Ε肝素生理盐

∃% Χ ; Β ΦΑ Β ∋ 兔耳缘静脉内麻醉
。

仰卧位固定于 水约 ∀
9

1; Γ
,

连接三通阀
,

调整仪器进行测压
,

手术台上
,

两髓关节外展稍屈曲
,

双膝关节屈 待其测值平稳后记录其数值
。

, 组动物在开窗

曲 % ∀
”

于右腹股沟处作 3: ; 纵切 口分离出股静 减压前再进行一次骨内压测量
。

取材前同时作

脉
,

紧靠腹股沟韧带处作双重结扎
,

并于结扎 双侧膝关节内压测量
,

测量方法除测压针为刺

线 间切断
。

松开下肢
,

于右臀部髓关节后外侧 入关节腔内和导压管内充盈的为气体外
,

其它

做小切 口
,

分离出骼内静脉的属支臀下静脉
,

同 与骨内压测量基本相同
。

∃& ∋ , 7 83
−

使用

样行双重结扎
,

结扎线间切断
。

缝合皮下各层 +Η Χ1 ΧΔ
! Ι 一) ϑ 一 < ∀ ∀ ∀ 型彩超仪

,

选用探头频

及皮肤
。

所有动物照常运动
、

负重
,

单笼饲养
。

率为 �% Κ Λ Μ ,

彩色频率为  
9

=Κ Λ Μ 。

增益调至

%
9

治疗
−

治疗在造模后 # 周进行
,

共治疗 最大灵敏度而不产生噪音
,

脉冲重复频率设置

, 上海市伤骨科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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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6∀ 。? Γ∀ ∀ ∀ Λ Μ 。

帧频置于低水平
。

壁滤波置于

6∀ Λ Μ 。

脉冲 7 ΧΝ Ν Γ2 0
取样容积 的大小视血管而

定
,

通常为 �
9

6一 % ; ;
。

+ 组兔造模 �∀ 周后
,

将

兔仰卧捆绑在固定板上
,

大腿前内侧行剃毛处

理
,

屈骸
、

外展各 �6
” ,

充分暴露被检 区
。

首先

用 , 7 83从腹股沟到膝上作纵横扫查
,

当探及

股动静脉时
,

仔细调整声束至与血管平行
,

在

膝关节上 % 一 <: ; 的股动脉处 作脉冲 7 ΧΝ Ν Γ20

频谱检测
。

在血流检测完毕后
,

再作股动脉的

内径测量
。

检测后作手法治疗
,

具体操作同前
。

手法后 �∀ 分钟再重复检测
。

指标有
−

收缩期峰

值速度 ∃51Ο ∋
、

舒张末期流速 ∃Π 7 Ο ∋
、

平均

流速 ∃Κ Θ ∋
、

加速度 ∃) , , ∋
、

阻力指数 ∃Ρ Γ∋
、

搏动 指 数 ∃53 ∋
、

股 动 脉 直径 ∃7 ∋
、

心 率

∃Λ Ρ ∋
。

结 果

�
9

造模前后右膝旁骨内压测值明显增高
,

有非常显著意义 ∃5Σ ∀
9

∀ � ∋
,

见表 �
。

&
9

患侧膝旁骨内压造模后与治疗后 比较
,

) 组无显著差异
,

+
、

, 二组均有显著意义
,

,

组动物开窗前与取材前比较亦有显著差异
。

见

表 &
。

%
9

关节 内压 测 量具有 极大的个体差 异

∃一 �
9

ΧΤ Ν /一 �
9

ΧΤ Ν / ∋
,

变异系数均较大
。

·

<
9

健侧和患侧 , 7 83 作配对比较
,

除心率

外其它各项指标均有显著或非常显著差异
,

其

具体测值见表 %
。

6
9

患侧手法前后 , 7 83 各指标均有显著或

非常显著差异
,

其具体测值及其 Υ
,

5 值见表 <
。

表 � 造模前膝旁骨内压测值及

术后右膝旁骨内压测值 ∃ς 一 � (∋

结扎股静脉前 结扎股静脉后 5 值

. Υ &
9

&  士 ∀
9

# %

. 8 &
9

% &士 ∀
9

#  

Ρ Υ &
9

� < 土 ∀
9

6 ( %
9

# � 士 �
9

� & Σ ∀
9

∀ �

Ρ 8 &
9

& % 士 ∀
9

6 � %
9

 6 士 ∀
9

� 6 Σ ∀
9

∀ �

注
−

单位
−

Τ Ν /

江Υ
−

左胫骨 上端 ∗ . 8
−

左股骨下端
∗ Ρ Υ

−

右胫骨上端
∗ Ρ 8

−

右股骨下端
。

表 & 各组动物治疗前后右膝周骨

内压测值变化 ∃Ω 士 = 7 ∋

造模前 造模后 开窗前 治疗后

) Ρ Υ &
9

�6 士 ∀
9

# %
9

6 &士 �
9

< % %
9

∀ (士 ∀
9

# %
!1

Ρ 8 &
9

� # 士 ∀
9

6 % %
9

# %士 �
9

& & %
9

� 6士 ∀
9

 � ! 1

+ Ρ Υ &
9

� & 士 ∀
9

( 6 % ( %士 �
9

& % &
9

6 %士 ∀
9

% % /

Ρ 8 &
9

< 6 士 ∀
9

< 6 <
9

& &士 ∀
9

( % &
9

# ∀士 ∀
9

< �Ξ

, Ρ Υ &
9

& ( 士 ∀
9

% ( %
9

( ∀ 士 ∀
9

�< %
9

& �士 ∀
9

 ∀ &
9

6  士 ∀
9

< ( /Ι

Ρ 8 &
9

� ( 士 ∀
9

< ( %
9

# ∀ 士 ∀
9

� # %
9

∀ %士 ∀
9

# � &
9

% ∀ 士 ∀
9

<  / :

注
−

上标字母表示
− ! 1 5 Ψ 。

9

∀ 6 与造模后对照 比较
, / 5 Σ

。
9

∀6 与造模后对照比较
,

Ξ 5Σ ∀
9

∀� 与造模后对照比较
, :

5Σ ∀
9

∀6 与开窗前对照 比较
,

Ι 5Ψ ∀
9

∀� 与开窗前对照 比较
。

表 % 兔健侧和患侧各具体测值

指标 健侧∃=7 士 Ω ∋ 患侧∃= 7 士Ω ∋ Υ 值

5 = Θ ∃2 ; Φ = ∋ 6 �
9

< ∀ 士 6
9

∀  < (
9

6 ( 士 <
9

6 # �∀
9

∀ #

Π 7 Θ ∃2 ; Φ 1 ∋ � (
9

6  士 &
9

# < � &
9

∀ < 士 �
9

#  � �
9

# &

) , , ∃2 ; Φ
6 & ∋ � (

9

 # 士 #
9

6 % � %
9

 #士 &
9

 # &
9

( 6

Ρ Γ ∀
9

 ∀ 士 ∀
9

∀ ∀ ∀
9

 #士 ∀
9

∀ 6 %
9

� #

5Γ �
9

 ( 士 ∀
9

∀  &
9

� (士 ∀
9

� � � <
9

< 6

Κ Θ ∃2 ; Φ 1 ∋ ∀
9

&  士 ∀
9

∀ < ∀
9

& ∀士 ∀
9

∀ % � 6
‘

6 �

7 ∃; ; ∋ �
9

# 6士 ∀
9

& < �
9

% ∀士 ∀
9

∀ 6 <
9

�6

Λ Ρ ∃Ξ Φ 0! ∋ & 6 <
9

�  士 � #
9

∀ # & 6 &
9

�  士 � (
9

�  �
9

�(

5 值

Σ ∀
9

∀ �

Σ ∀
9

∀ �

Σ ∀
9

∀6

Σ ∀
9

∀6

Σ ∀ ∀ �

Σ ∀
9

∀ �

Σ ∀
9

∀ �

表 <

指标

患侧手法前后各测值及其 Υ
,

5 值

手法前 ∃= 7 士 Ω ∋手法后 ∃=7 土 Ω ∋ Υ 值 5 值

5=Θ ∃2; Φ 1 ∋

Π 7 Θ ∃2 ; Φ 1 ∋

) ,, ∃2 ; Φ 6 & ∋

Ρ 3

53

Κ Θ ∃2; Φ 1 ∋

7 ∃; ; ∋

Λ Ρ ∃Ξ Φ ; ∋

< (
9

6 ( 士 <
9

6 # # �
9

% 6士 #
9

# � (
9

 6 Σ ∀
9

∀ �

� &
9

∀ <士 �
9

#  � <
9

& �士 &
9

∀ � #
9

% � Σ ∀
9

∀ �

� %
9

 #士 &
9

 # & #
9

∀ &士 <
9

% % #
9

&  Σ ∀
9

∀ �

∀
9

 # 士 ∀
9

∀ 6 ∀
9

 士 ∀
9

∀ # %
9

� ∀ Σ ∀
9

∀ 6

&
9

� (士 ∀
,

� � &
9

< 士 ∀
9

& ∀ �
9

∀ ( Σ ∀
9

∀ 6

∀
9

& ∀士 ∀
9

∀ % ∀
9

& < 士 ∀
9

∀ < 6
9

 ∀ Σ ∀
9

∀ �

�
9

% ∀土 ∀
9

∀ 6 �
9

# 6 士 ∀
9

& < <
9

< � Σ ∀ ∀ �

& 6&
9

�  士 �(
9

�  & 6 (
9

6士 & &
9

�  %
9

% < Σ ∀
9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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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
9

本实验 的手法治疗是以 已故著名中医

魏指薪先生 的伤科手法明并借助 于 34 5 及

, 7 83 检测血流动力学指标
,

观察手法的治疗

作用
。

实验采用结扎股静脉及臀下静脉
,

阻断后

肢大部分静脉回流
,

同时又保留了股深静脉向

骼外静脉回流这一通路
,

防止肢体过度肿胀及

坏死
。

其膝关节结构发生类似临床上早期骨关

节炎的改变
〔<〕。

本实验在股静脉结扎后可引起

胫骨上端和股骨下端骨内压 同步大幅度上升
,

平均升高值右胫骨上端为 �
9

#( 士 ∀
9

�6 Τ Ν / ,

右

股骨下端为 �
9

#∀ 士 ∀
9

6( Τ5/
,

结扎前后骨 内压

具有非常显著的差异 ∃5 Σ ∀
9

∀� ∋
。

对开窗组动

物在开窗前 ∃即造模 # 周后 ∋ 作骨 内压测定
,

发

现其稍低于股动脉结扎后的骨内压
,

但仍高于

股动脉结扎前的骨内压 ∃5 Σ ∀
9

∀ � ∋
,

说明本方

法能有效地造成骨内持续高压
。

对照组右膝旁骨 内压较高
,

取材前与造模

后 比较无显著差异 ∃5 Ψ ∀
9

∀ 6 ∋
,

表明骨 内高压

持续存在
。

手法组
、

开窗组各组治疗后与造模

后的 比较
,

骨 内压下降明显
,

均有 显著意义

∃5 Σ ∀
9

∀ � ∋
,

其下降值比较以开窗组为最 明显
,

说明采用直接在骨皮质开窗减压较彻底
。

&
9

在血流检测中各测值的变异系数较小
,

说明重复性好
,

具有较好的诊断价值
。

实验性

膝 4) 兔动脉的 5= Θ
、

Π 7 Θ
、

Κ Θ
、

和 ),, 明

显减低
,

Ρ Γ
、

5Γ 增高
,

这种改变是由骨 内静脉

疲滞所致的骨内压力增高引起
。

Υ /Ζ ΓΧ 0
等在颅

内血流的研究中也表明 Ρ Γ 的增高与脑动脉灌

注压的增高有很好的相关性
〔6〕 ,

我们与 Υ /Ζ ΓΧ0

等的研究结果均说明 Ρ Γ 是反映远端阻力增加

的一个敏感指标
。

5= Θ
、

Π 7 Θ 和 ) , , 的变化与

Ρ Γ一样
,

也与远端阻力的变化有关
。

患肢经手

法治疗后 5 =Θ
、

Π 7 Θ
、

) , ,
、

Κ Θ
、

Λ Ρ 明显增

高
,

7 增大
,

Ρ Γ 明显降低
,

53 无明显变化
。

说

明手法不能明显地改变血管的性质
,

但能加快

各期血流速度
,

提高加速度
,

增大股动脉直径
,

降低远端血管阻力
,

提高了单位时间内通过血

管的血流量
,

为组织的代谢提供足够的营养和

氧气
,

并清除有害的代谢产物
。

故手法治疗的

机理可能是手法通过皮外的挤压而产生对血管

的挤压
,

促进了血液 的流动
∗
同时 由于手法的

作用提高了肢体的温度
,

改变血液流变学性质
,

降低全血粘滞性
,

有利于血液的流动
,

这一点

在沐实验同时所作的血液流变学检测中已被证

实
。

参考文献

�
9

�
矛2 0 1 2 ! Ρ [

9

3! ∴ 0 / ; 2Ι Δ ΓΓ/ 0 Ζ Ν 0 2 1 1 Δ 0 2 ] Η∴⊥ Ν / 0 ∴Η2 Δ Γ/ 0 0 2_2 0 2 ! 2 2

∴Χ ; / 1 1 ΗΟ 2 Ι Η/ Ν⊥ Ζ 1 2 / Γ Ξ Χ ! 2 ! 2 2 0 Χ 1
Η1

9

) ! ! = Δ 0 Β , �� % ( ∗ �∀ (
−

� &  
9

&
9

赵炬才
,

张铁良
,

主编
9

骸关节外科学
9

第一版
9

北京
−

中

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 � � �&

− � # �
9

%
9

李国衡
9

魏指薪
,

治疗手法与导引
9

第一版
9

上海
−

上海科

学技术出版社
,

& � 6 & − � # (一 �  &
9

<
9

+0 Χ Χ Α 2 1 Κ
9

Υ ⊥ 2 Ο / 1 2 Δ Γ
/ 0

_
/ 2 ∴ Χ 0 Η! Χ 1 ∴ 2 Χ / 0 ∴⊥ 0 Η∴Η1

9

=⎯ 4
, � � # # ∗

� & % − � & 6 6
9

6
9

Υ / ΖΓΧ 0 ⎯ )
,

=⊥Η0 ∴ + .
,

[ / ΓΑ 2 0 3 Τ
, 2 ∴ / Γ

9

3! ∴ 0 / 2 / ! Η/ ΓΞΓΧ Χ Ι

_ΓΧ ]
− α Δ / ! ∴ Η2 / ∴ΗΧ ! ] Η∴⊥ Ι Δ Ν Γ2 β 7 Χ Ν Ν Γ2 0 / ! Ι 2 Χ ΓΧ 0

7Χ Ν Ν Γ2 0 _ΓΧ ]

ϑ =
9

Ρ / Ι ΗΧ ΓΧ Β Ζ , � � � ∀ ∗ �  # −
& % � 一 & % #

9

∃收稿
−

� � � #一 ∀ #一 & # ∋

� � � ( 年 《中医杂志 》征订启事
《中医杂志》是我国中医药界创刊最早

、

发行量最大
、

最具权威和影响的医药学术期刊之一
。

主要栏 目中
“

专题笔谈
”

每期由几位学者介绍常用中药扩大治疗范围的新经验
,

启发思路
∗ “

临证

心得
”

介绍名老中医辨证用药治疗疑难病的经验
,

即学即用
∗ “

临床报道
”

介绍全国中医药治疗的

新方法
、

新成果
,

真实可靠
∗ “

临床解惑
”

回答读者所遇到的各类疑难问题
,

深入浅出
。

此外
,

还

辟有针灸经络
、

证的研究
、

思路与方法
、

综述
、

百家园等栏 目
。

读后可使您临证得心应手
,

大大

提高临床疗效
。

《中医杂志 》 � � � ( 年每册 <
9

∀∀ 元
,

全国各地邮局办理订阅
,

邮发代号
− & 一 # �(

地址
−

北京东直门内北新仓 � ( 号
,

邮编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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