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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风湿骨痛药酒药褪外治法防治关节软骨退变的作用机理
。

方法 选用 日本大

耳白兔 !6 只
,

随机将 ! 只通过结扎右股静脉造成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模型
。

未造模兔 9 只为正常组
,

!

只造模兔随机分为造模组和治疗组
。

造模 6 周后
,

治疗组施以风湿骨痛药酒药褪外治法进行治疗
。

造

模 : 周后
,

观察软骨病理组织形态学
、

滑膜中 2; 浓度
、

软骨中 <= 及 <= >活性和关节液中 ? = 含量变

化
。

结果 治疗组滑膜中 2; 浓度
、

软骨中 <= 及 <= >活性和关节液中 &认 含量与正常组相比有显著性

差异
。

造模组所测各项指标与治疗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
。

治疗组滑膜中 2 48浓度及软骨中 <= 含量明

显低于造模组
,

而软骨中 <户( 含量及关节液中 !诬= 含量明显高于造模组
。

治疗组关节软骨退变不明显
,

类似正常组
,

而造模组关节软骨退行性变明显
。

结论 风湿骨痛药酒药褪外治法能通过改善骨内及周

围组织的微循环
,

抑制滑膜组织中 2; 的过度产生
,

降低软骨中 <= 的活性
,

提高 <= >的活性
,

消除导致

关节软骨退变的内在因素
,

提高关节液中 1认 的含量
,

从而达到保护关节软骨
、

抗关节软骨退变的目的
。

【关健词】 骨关节炎 7 外治法 7 中医理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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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性关节炎4晓
∗代习) ∗

∃)% ∗% Χ

8亦称退行性关节炎
。

骨关节

病
,

是多发于中老年以后的慢性
、

进行性疾病
。

本方法将药褪

叩击与药酒作用结合起来
,

二者互补
,

可强化药物的渗透和扩

散作用
,

增强疗效
。

本实验从软骨及滑膜的生化变化上来观

察此外治法对关节软骨退变的防治作用
,

并探讨其作用机理
。

! 材料与方法

!
3

! 动物选择 日本大耳白兔 !6 只 4四月龄8
,

雌雄各半
,

体

重
3

一
3

∀吨
。

!
3

造模 白兔称重后
,

⊥ 乌拉坦  :%& 众Λ 体重
,

行耳缘静

脉麻醉
。

将家兔仰卧固定在兔台上
,

以右腹股沟中点以下约

&)Θ 为中心
,

作
3

Χ)Θ 的纵行切口
,

分离股静脉
,

分别在远
、

近

端双重结扎股静脉
,

在两道结扎线间将股静脉剪断
,

逐层缝合

皮下组织及皮肤
。

术后青霉素肌注抗炎
,

分笼饲养
。

造模 6

周后
。

治疗组开始治疗
。

!
3

5 药酒制备 药用乌药
、

川芍
、

血竭
、

灵仙
、

秦芙等药以等

量经 Σ∀ ⊥ 酒精浸制药酒4由湖北中医学院附院药剂科提供 8
。

!
3

 药褪制备 材质为尼龙棒
,

褪头为球面
,

布满细小微孔
,

褪体中空
,

以便治疗中因药褪叩击使药从微孔中慢慢渗出
。

褪尾为一可自由旋下的端盖
,

便于将药酒注人空褪
。

褪头中

部连接一长柄
,

以便手持
。

!
3

∀ 治疗方法 将风湿骨痛药酒注人药褪中
,

拧紧褪盖备

用
。

将实验兔固定于特制铁笼上
,

左手握紧实验兔右下肢
,

右

手持已注满风湿骨痛药酒的药褪
,

轻叩兔右膝关节
,

以膝内外

侧为重点
,

叩至局部皮温升高
,

皮肤发红
。

时间约 !∀ 分钟
,

每

日 ! 次
。

实验组治疗 5 周后
,

各组开始进行指标检测
。

检测内容

实验兔空气栓塞处死
,

采集标本进行检测
。

3

! 滑膜一氧化氮 42 ; 8浓度检测 切取右膝内侧滑膜组织

称重
,

按 ! ς
! 重量比于 .)%

,

缓冲液中匀浆
,

取上清液用硝酸

还原酶法检测
,

试剂盒由南京聚力生物医学工程研究所提供
,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

3

软骨中纤溶酶原激活物4<= 8及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因

子4<= >8活性检测 分离右膝关节胫
、

股骨软骨
,

在滤纸上拭

干称重
,

用眼科剪将软骨剪碎
,

按 ! ς
! 重量比置于 . )&Χ缓冲

液中
,

匀浆
、

离心
,

抽取上清液进行检测
,

试剂盒由上海医科大

学分子遗传研究室提供
,

操作按说明书进行
。

3

5 关节液中透明质酸 4? = 8含量检测 抽取兔右膝关节

液
,

用含 ⊥小牛白蛋白的 <ΨΞ 作 5 倍稀释
,

采用放射免

疫法检测
,

试剂盒由上海海军医学研究所提供
,

操作按说明书

进行
。

3

 关节软骨病理组织学观察 剪取右股骨内侧裸处 ∀
/

Α Χ
/

Α 5
/ 带少许骨质的软骨

,

放人 ! ⊥ 甲醛中固定  6

小时
,

再于 ! ⊥ 的甲酸溶液中脱钙 5 天
,

经乙醇逐级脱水后
,

石腊纵向包埋切片汗正 染色
,

光镜观察
。

3

∀ 统计学处理 所测数据各组间比较
,

运用 Ρ 检验和 _

检验
。

5 结果

5
3

! 关节液中 ?= 含量测量结果 表明风湿骨痛药酒药褪

外治法能促进滑液 ? = 含量的提高
,

并维持其在正常水平 4见

表 ! 8
。

表 ! 各组滑液 ? = 含∗ 变化比较4厉 士
ς

84单位
ς

):Λ ⎯ Θ &8

组别 动物数

正常组

造模组

治疗组

? = 浓度
3

6 9 α 士
3

5 !
3

5 ∀ 土
3

!6△

3

9 ! 9 α 士
3

∀ 5△△
3 ‘

了;了;了Κ

注
ς △与正常组相比 尸Ω

3

!
,

△△与造模组相比 尸 Ω
3

∀
, 二 ,

与正

常组相比 尸Ζ
3

∀
。

5
3

软骨中 <= 及 <=> 活性测定结果 说明风湿骨痛药酒

药褪外治法能够通过消除滑膜炎症
,

使软骨中 <= 及 <= >活

性恢复到正常水平
,

从而延缓关节软骨的退变4见表 8
。

表 软骨中 <= ⎯ <户( 活性检测结果4厉 士
ς

8

4单位
ς Ι ⎯) >瑶组织湿重 8

检测指标 正常组 造模组

!α 士
3

!α ∀

 士
3

!

治疗组

<=

Ρ户Φ

3

5 5 士
3

6 α
3

9
3

6 ∀ 士
3

Σ 5 ! ∀

3

 5 士
3

Σ△△ 二

!
3

Σ 9 士
3

 5 ∀△△二

注
ς △与正常组相比 尸 Ω

3

!
,

△△与造模组相比 尸Ω
3

∀
, 二 ,

与正

常组相比 尸 Ζ
3

∀
。

5
3

5 滑膜 2; 浓度检测结果 说明风湿骨痛药酒药褪外治

法能抑制滑膜中 2; 的过度产生
,

进一步消除滑膜炎症 4见表

5 8
。

表 5 滑膜2+ 浓度检测结果4β 士
、

84 单位
ς 拌伽1 ⎯Θ Σ

3

, )+∗ 8

组别 2 48浓度

正常组 !
3

!9 士5
3

! α 

造模组 !
3

士
3

αΣ 9△

治疗组 ! 
3

Σα5 士5
3

9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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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节软骨病理切片组织学观察 正常组 软骨表面光

滑
,

由表人里可以分为四层 表浅层
、

移行层
、

放射层
、

钙化层
,

软骨细胞排列整齐
,

呈柱状
,

无成簇现象
,

潮线完整
。

 造模

组 软骨表面不平滑
,

可见龟裂
,

部分软骨剥脱
,

形成缺损区
,

软骨细胞数量减少
,

排列紊乱
,

深层出现软骨细胞簇积现象
。

软骨下骨板增厚
,

潮线模糊
,

不完整
。

! 治疗组 软骨表面欠

光滑
,

表面有表浅裂隙
,

软骨细胞排列整齐
,

呈柱状
,

潮线完

整
。

∀ 讨论

∀
#

∃ 模型建立机理 本实验研究动物骨性关节炎模型的建

立
,

采取结扎兔股静脉
,

使其下肢静脉回流受阻
,

致股骨
、

胫骨

内静脉痕滞并产生骨内高压
,

出现早期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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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忠余 王安福

九工气乃溯牙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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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健词】 骨软骨炎 7 胫骨 【∴ ΒΔ Π份山】 晓
∗

二肠
: Φ众!∀7 .% Κ%∋

贵刊 ! 年 月 ! 卷
,

第 期
,

彭宗国
“

经皮胫骨结节

周围多个钻孔治疗胫骨结节骨软骨病
”

一文读后
,

对其治疗方

法尚存几个疑点
,

笔者 !ΣΣ 一 4以8年共诊治该病患者 9 例
,

遂想借贵刊与作者加以探讨
。

& 解剖生理 ε&φ

骨垢是骨骼发育阶段骨化中心所在
,

随骨发育成熟而与

原发骨化中心融合
,

而胫骨结节骨化中心的显现为
ς

女性出生

后 ! 一 月
,

男性出生后 一 5 月
,

其愈合年龄为
ς

男性 !α 一

岁
,

女性 巧 一 !6 岁
,

骨髓发育到成熟期
,

周围软骨向心性的增

殖与成骨活动也相继停止
,

因此骨能炎必然发生在发育停止

前
。

笔者诊治组中
,

年龄在 α 一 ! 岁
,

Σ 例
,

超该年龄组
,

胫骨

结节部硬化膨大
,

无任何症状
,

Ν 线显示干翁端完全融合
。

病理

胫骨结节骨软骨病4简称 7胫骨结节骨翁炎 8
,

临床高发于

儿童及青少年
,

其临床症状为
ς

胫骨结节处疼痛
、

增大
、

触痛明

显
,

伸屈膝及运动时加重
,

严重时玻行
。

追其病因
,

多无明显

外伤史
,

有长期运动疲劳史
。

因该结节为簇韧带附着点由于

长期运动疲劳超出其生理限度或损伤垢板后
,

而引发无菌性

大石桥市南楼经济开发区卫生院
,

辽宁 大石桥 !! ∀ !5

炎性反应
,

长时间导致筋软骨增殖
,

刺激骨膜
、

筋膜
、

韧带增

厚
,

进而出现局部膨大
、

硬化及上述症状
。

5 治疗方法

钻孔治疗该病其部位尚不十分明确
,

是于膨大周围钻孔 γ

还是原结节或原结周围γ 笔者认为
,

钻孔可能影响供应骨髓

血运
,

极易伤及翁板
,

因骨能侧面有软组织覆盖
,

血管在远离

器板部位通过软组织直接进人骨髓
,

而且进人的血管往往不

止一条 ε!β
,

血管如遭遇损伤
,

引起骨垢和器板缺血
,

直接影响

筋板生发细胞的增殖力
,

所以钻孔后的骨孔内除血肿机化骨

化外
,

不可能有新生的毛细血管
,

局部血运也不会改善
。

且损

伤周围韧带及骨膜
,

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粘连
。

另外
,

该方

法尚需严格无菌操作
,

儿童发育期
,

不能不考虑骨髓炎的发生

率
,

且多数家属对其治疗方法不易接受
,

我院诊治 9 例中
,

均

采用常规保守疗法
ς

中药燕洗
、

外敷
、

口服活血散寮
、

舒筋活络

药物
,

配以理疗
、

热敷等
,

患肢充分休息
,

降低活动度
,

均得以

治愈
,

部分患者通过自行调养
,

不治自愈
。

局部残留膨大者
,

随年龄增大而愈合
,

无功能障碍和任何症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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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扎股静脉引起兔膝关节软骨退行性变的机理主要在于
ς

因关节软骨无血液供应
,

靠滑液营养
,

而关节内滑液与周围微

循环中的成分及环境存在着动态平衡
,

故骨内静脉淤滞导致

的微循环的某些理化改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滑液
,

结果滑液

酸化
,

通过改变正常情况下保护氨基葡萄搪多糖的酶过程的

最适 %& 条件
,

而影响软骨细胞的代谢
,

促进了软骨的纤维化

及退变∋∃, () 。

 骨内压升高后动静脉压差缩小
,

营养血管的

血流减少
,

营养障碍可引起骨小梁坏死
。

坏死的骨小梁在修

复过程中可引起骨质硬化
。

这些都可加重关节软骨的损害
,

导致关节软骨退行性改变及骨性关节炎的发生 ∋∗)
。

本实验研

究中关节软骨病理切片显示造模组关节软骨出现明显退行性

改变
,

说明造模成功
。

∀
#

( 队
、

%+ ,
、

& +
、

−. 与骨性关节炎 骨性关节炎主要病理

特征是关节软骨发生缓慢
、

渐进性退变
。

分解蛋白多糖的蛋

白酶主要是中性金属蛋白酶
,

其在骨关节炎软骨退变中起着

重要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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