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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 例
,

死亡 �#� 例
。

统计表 明
%

功能恢复率为

&∋
(

� )
,

无功能改变率 ��
(

∋ )
,

死亡率为 ∃
(

∗ )
(

讨 论

�
(

脊柱脊谈损伤是凶险顽症
,

除造成损伤平面以

下躯体神经功能障碍外
,

又引起植物神经机能紊乱
,

并

发症丛生
%
如心搏缓慢与低血压

、

呼吸困难与肺部感

染
、

腹胀与便秘
、

排尿功能障碍与泌尿系感染
、

体温调

节障碍
、

褥疮等为其早中期沉病
。

也是瘫痪病人死亡的

主要因素
〔# 〕。

经多年临床实践
,

自拟了健脊复翻汤为基

本方
,

广泛治疗脊柱脊位损伤缺血
、

缺氧水肿
、

癖血等

病理改变
,

纠正脊位中央灰质与四周白质先后出血
、

自

溶
、

坏死 + 同时
,

又辨证的治疗了诸多并发症
,

恢复了

正常生理机能
。

#
(

健脊复健汤由血府逐寮汤
、

小承气汤
、

抵挡汤
、

柴胡达原饮和济川煎等加减化裁而成
。

脊柱脊位损伤

当以祛癣消肿为先
,

方中当归
、

川芍
、

丹参并血肉有情

之品土元
、

水蜓
、

娱蛤等攻逐督脉脊里之童滞寮血
,

正

所谓疲血祛则新血即生 + 益母草
、

合欢皮
、

泽泻
、

疏利

督脉急
、

慢性缺血性水肿
,

从而降低了脊做硬膜内外的

压力
,

有效的恢复其微循环
,

改变了缺血缺氧状况
。

宗
“

有所堕坠
,

恶血留内
,

腹中胀满
,

不得前后
,

先饮利

药
”
之旨

,

方中大黄
、

积实
、

厚朴
、

槟榔
、

郁李仁等攻

下破结
,

通利下焦
,

二便得以协调 + 川苟
、

葛根主治颈

项之疾患
,

以升提内陷之邪 + 泽兰
、

杜仲为治胸腰部损

伤之要药
(

石曹蒲开窍宁神
、

化湿和 胃
,

合欢皮安神解

郁
,

疗创伤之痈肿内痛
,

二药合用可纠正植物神经机能

紊乱
。

仙灵脾
、

肉欢蓉有补肾及振奋督脉诸阳之功
,

能

防止催伤脊盈的自溶
、

坏死和液化
。

故该方能活血化

寮
,

通利督脉
,

调整阴阳
、

气血
、

经络
、

脏腑
,

使机体

重新平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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吠镁液治疗梨状肌综合征 ∋, 例

解放军  ! , � ∃ 部队医院 .江苏宜兴 # �∋ ## # /

徐旱情 补幸奎
� � � # 年 & 月 − � � � ∗ 年 ∗ 月

,

我院共收治 &∃ 例梨 一种似针尖刺入豆腐内样感觉
,

患者有酸胀感并且沿

状肌综合征病人
,

对 ∋, 例采取映镁液穴位注射治疗
,

坐骨神经走行向下放射
,

这时将针头向后退出少许
,

回

取得较肯定的效果
,

现报告如下
。

抽注射器
,

无回血时
,

将该药液缓慢推注
。

这时病人一

临床资料 般有酸胀感加重的反应
,

并且有药液向大腿后侧向下

�
(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岁 + 流动感
。

注射完拔出针头
,

用酒精棉球按压片刻
(

隔 日

左侧发病者 � 例
,

右侧发病者 ## 例
+

病程 ∋ 天− ! 年 , 注射一次
,

∃ 次为一疗程
。

∋ , 例中 !∃ 例有腰腿痛发作史
。

治疗结果

#
(

诊断标准
%

.�/ 发作时均有患侧下肢酸胀伴烧灼 �
(

疗效评定标准
%

治愈
%

症状与体征完全消失
,

能

样疼痛
+ .#/ 体检时粤部压痛明显

,

且沿坐骨神经向下 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 有效
%

症状与体征明显减轻
,

放射
+
.! / 在臀部可触及条索状硬物 + .∋/ 梨状肌紧张 能做一些轻的工作和进行一般日常生活 + 无效

%

经治疗

试验阳性
,

直腿抬高试验阳性 ∋ ,, − & ,, + .∗ / 腰部无压 二个疗程
,

症状和体征与治疗前无明显变化
。

痛
,

镜关节内旋
、

内收时受限并疼痛加重 + .∃/ 经摄片
、

#
(

治疗结果
%

本组 ∋, 例中
,

治愈 #& 例
,

有效 ��

血沉
、

类风湿因子
、

抗
“0 ”

等检查均无异常
。

例
,

无效 # 例
。

治疗方法 讨 论

�
(

药物组成
%

∗, ) 葡萄糖注射液 ∃1 2
,

#∗ )硫酸镁 梨状肌综合征的病因主要是由扭伤及受寒
、

受潮

注射液 ∋ 1 2
,

映喃硫胺注射液 #, 1 3 混合备用
。

刺激等原因引起
,

其主要表现为此肌肉与有关神经的

#
(

方法
%

病人取俯卧位
,

在秩边穴常规消毒
,

用 & 损伤
,

从而使梨状肌产生痉挛及肌纤维间相互粘连而

号麻醉针头直刺入皮肤
,

进针到梨状肌下缘时
,

术者有 引起症状
。

秩边穴
,

位于第四能椎棘突旁开 ! 寸
,

属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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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膀脱经
,

是临床常用以治疗腰腿痛的主穴之一
。

药

物镁离子对中枢神经系统有抑制作用
,

对运动神经肌

结合点有阻滞作用
。

葡萄糖溶液有局部镇痛
、

脱水作

用
。

盐酸映喃硫胺有营养神经作用
。

在该穴位上注射有

加强穴位的效能
,

直接刺激该部经络
,

激发经气
,

疏通

经络
,

可活血
,

消除神经和周围组织的水肿和粘连
,

改

善梨状肌的紧张
,

缓解肌肉的痉挛
。

本组 ∋, 例病人采

用穴位注射治疗
,

分别 。
(

∗ 年
、

� 年和 # 年随访未见复

发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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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附麻辛桂草姜汤加减治疗肩周炎

四川省垫江县中医院 .∃ ∋  ! , , /

张绍华
� �  ∗ 年 �# 月 − � � � ∗ 年 �# 月

,

笔者运用乌附麻辛 治疗效果

桂草姜汤加减治疗肩周炎 # �∗ 例
,

取得满意效果
,

现报 �
(

疗效标准
%

痊愈
%

临床症状完全消失
,

肩关节运

导如下
。

动正常 + 显效
%
临床症状墓本消失

,

肩关节活动基本正

临床资料 常 + 好转
%

临床症状明显减轻
,

肩关节活动轻度受限
+

#� ∗ 例中男 �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岁 + 病 无效
%

临床症状和体征无变化
。

程 # 个月 − �, 年 + 伴有颈推病 ! 例
,

非创伤性复发性 #
(

治疗效果
+

本组 # �∗ 例治疗后
,

治愈 �∗& 例
,

显

肩关节脱位 ∗ 例
,

三角肌皮下肌瘤 � 例 .术后 / + 发病 效 !& 例
,

好转 �� 例
,

无效 # 例
。

治疗时间最短为一疗

原因
%

肩部外伤 ∗, 例
,

慢性劳损 “ 例
,

感受风寒 ∃, 程
,

最长八个疗程
(

例
,

无明显诱因 ∋, 例
(

体 会

治疗方法 肩周炎在治疗上主要是缓解患肩疼痛
,

解除粘连

药物组成
%

生川乌 ! ,� 生草乌 !,� 麻黄 !鲍 恢复肩关节功能
(

本剂型具有温经散寒
,

祛风除湿止痛

桂枝 # ,� 细辛 #鲍 干姜 ! ,� 甘草 �馆 大黄 !鲍 之功
(

借酒之力
,

减轻组织水肿
,

炎症吸收
,

解除肌痉

小菌 #, 克 莫茱英 !,� 姜黄 ! , � 附片 !鲍 白 挛
,

促进局部血循环
,

加速组织修复
,

阻止关节囊
、

肩

酒 ∋ ,, 12
。

将上药打成粉末
,

酒炒热
,

用白布或纱布包 周滑囊的粘连
,

挛缩
,

恢复肩关节的正常活动
。

尤为老

裹热敷患肩
。

每天热敷患肩 ! 次
,

每次 !, 分钟
,

热敷 年患者及合并心血管疾患病人所接受
。

时用生菜油涂患部少许
,

每剂 ! 天更换一次
,

每次敷前 .收稿
% � ��∃一 ,& 一 � �/

宜炒热
。

连用 ! 天为一 疗程
,

一般用一至 八个疗程
。

上海市清华科技函授学院中医
、

中西医
、

计算机
、

书画

函授面向全国常年招生
办学许可证沪社管办第 ,, &# 号

为弘扬祖国医学和东方文化
,

培养新型专业技术人才
,

解决广大青年和在职人员晋升
、

应聘
、

考核和自谋职业的难题
,

本院以下专业继续面向全国常年招生
。

� 中医和西医结合专业� 针灸推

拿骨伤专业 中国刮痞疗法!皮肤性病
、

性医学与不孕症 ∀ 中医气功
、

书法
、

绘画
、

计算机等
。

以

数百幅中医针灸推拿图象和彩色图谱指导临床和教学
#
各专业均由著名专家教授任教

,

为您解答

疑难间题
,

结业发钢印证书
。

参加中医专业高等教育自考及格国家承认其大专学历
。

详见简章
。

汇

款 ∃ 元至 %& & & ∋ ∃ 上海 & ∋ ∃一 ()∗ 信箱上海市清华科技函授学院招生办即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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