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血管排列仍然按骨缺损区的方向排列: 垂直于骨皮

质(图 3~ 4)。

术后 30天: 对照组骨痂内血管开始变细, 变稀

疏,骨缺损区内的血管排列仍按缺损区的方向排列。

在实验组,血管变的更细,更稀疏。尤其需要注意的

是:骨缺损区内的血管排列由垂直于骨皮质变为平

行于骨皮质。这是由于骨痂改建已十分成熟, 哈佛

氏管已建立, 新生的血管走行在哈佛氏管内,故平行

于骨皮质。这种新生的血管分布与正常骨皮质内的微

血管分布较为接近。此时对照组微血管演化过程大约

处于实验组 20~ 30天之间,显示中药可使微血管演化

提前,骨痂改建加快,从而促进骨折愈合(图 5~ 6)。

3 � 讨论

祖国医学认为骨折后脉络必受损伤, 而致经血

瘀积不散,形成局部肿痛。采用活血化瘀理论, 行气

活血,通脉散瘀, 消肿止痛,以利于骨折治疗[ 1]。因

此,本研究按活血化瘀(乳香、没药、红花、血竭、三

七、煅自然铜、赤芍) , 止痛(沉香、羌活、桂枝、白芷、

栀子)和接骨续筋(杜仲、续断、骨碎补、五加皮、煅狗

骨、透骨草)之原则组方, 进行骨折后外敷用药, 观察

到中药对骨折后微血管重建的规律。在骨折早期,

促进新生血管生长、增多, 管径变粗, 加速骨折部位

局部血液循环的重建; 在晚期,随着骨痂改建, 血管

数量迅速减少, 直径变小, 并最终转为正常血管分布

形态。从形态上证明了中药对骨折愈合微血管形成

的促进和改善作用, 进一步补充了中药对骨折愈合

促进作用的资料。

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对损伤组织的作用机理:早

期可控制和减缓炎症反应, 增加吸收, 从而减少充

血、水肿,并修复组织及血管壁,降低致痛物质浓度;

在晚期,可使毛细血管扩张,减轻毛细血管静脉段的

压力,减少白细胞及其它有形成份的渗出
[ 2]
。此外,

煅狗骨可通过促进血肿吸收, 促进骨基质中胶元纤

维的合成, 促进骨细胞中的�酶活性 而促进骨折愈

合[ 3]。而煅自然铜亦能影响胶元纤维合成中关键酶

的活性,从而促进骨折愈合
[ 4]
。我们认为, 中药对骨

折愈合微血管重建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两个方面进行

的:一方面是直接刺激微血管生长; 另一方面是通过

组织、细胞、酶、分子等多层次促进骨折愈合, 增加对

营养物质的需要, 增强对代谢产物的排出, 间接刺激

微血管重建,二者互相影响,互为因果。

(本文图 1~ 6见插页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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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报告!
外伤致骨软骨瘤 2例

张弘1 � 金成哲1 � 王颖2

( 1� 前郭中医院, 吉林 松原 � 131100; � 2� 妇幼保健院,吉林 松原)

� � 例 1, 女, 9 岁。8 个月前左足趾被

砖砸伤, 当时趾甲下流血, 处置后痊愈。

一个月后自觉趾甲不适, 发现前内侧趾

甲向上翘起,缘前有一突起小包块, 无

疼痛。8 个月后该肿物增长并突出甲

下,因磨擦而感染, 遂来诊。查: 左趾

前内侧缘有一鲜红色肿物, 表面轻度感

染,无表皮覆盖, 无触痛, 无活动性, 质

硬。大小约 1� 5cm ∀ 1�0cm ∀ 1� 5cm。X

线见为末节趾骨骨性突起。临床诊断:

骨软骨瘤。行手术切除。术后病理诊

断 :骨软骨瘤。痊愈出院。

例 2, 男, 15岁。曾于一年前劳动时

被重物砸伤右趾,当时末节骨折, 经治

痊愈。三个月后穿鞋时趾内侧不适,

发现有一突起, 无不适感, 未加注意, 后

因肿物生长而来诊。查:右趾内侧, 近

关节处有一骨性突起。无压痛、无活动、

质硬。X 线见近末节趾骨关节处骨性突

起 ,基底部宽有松质骨和皮质骨。临床

诊断: 骨软骨瘤。手术切除后病理诊断:

骨软骨瘤。痊愈出院。

讨论 � 骨软骨瘤发病原因不十分清
楚, 但由于外伤刺激诱发骨软骨瘤者少

见。我院收治此 2 例病人, 均为外伤后

发病, 其病因、病史、症状及体征均较相

似, 非偶然性,且术后病理诊断均为骨软

骨瘤。考虑原因可能是外伤刺激干骺端

过度生长而致。

(编辑:连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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