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长度及踝穴的平整。切开复位可以在直视下将涉及关节面

的碎骨片一一复位, 并用细克氏针固定。对于松质骨压缩明

显的取自体髂骨植骨, 一方面有利于骨折愈合, 另一方面防止

骨折愈合过程中由于骨质的吸收, 关节面再塌陷。对关节面

粉碎严重或骨质疏松, 单纯螺钉钢板固定不牢固的, 可结合克

氏针固定, 钢板起支撑及固定双重作用。

根据我们的经验, 对开放骨折只要清创彻底, 术后合理应

用抗生素和脱水剂; 闭合损伤者术中严格无菌操作, 均可避免

感染的发生。近年来随着解剖钢板技术的进步,各种胫骨远

端钢板越来越薄, 越来越牢固, 这减少了软组织张力, 既防止

软组织坏死, 又能达到牢固固定的效果, 患者可以早期活动踝

关节,有利于关节的磨造, 减少软组织挛缩, 对日后踝关节的

功能恢复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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穴位植线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王守星,王守永, 李德宪,黄凤杰
(四平市骨质增生病医院,吉林 四平 136000)

Zhongguo Gushang /Ch ina J O rthop & T raum a, 2007, 20( 6): 420 www. zgg szz. com

椎动脉型颈椎病是临床常见疾病之一, 颈性眩晕是其最

为常见的症状, 为临床学者的研究热点。近年来采用穴位植

线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108例, 疗效颇佳,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共 108例, 男 66例, 女 42例; 年龄 23~ 71岁, 平均

44 5岁;病程 2 d~ 12年。所有入选病例均符合椎动脉型颈

椎病的诊断标准。即全国第二届颈椎病专题座谈会纪要中提

出的椎动脉型颈椎病的诊断标准 [中华外科杂志, 1984, 22( 12) :

719]。诊断依据:  曾有卒倒发作并伴有颈性眩晕: ! 旋颈试
验阳性: ∀ X线片显示节段性不稳或钩椎关节骨质增生; #多

伴有交感症状, 除外眼源性和耳源性眩晕。对患有心脏病、糖

尿病、肾功能不全、高热、身体极度虚弱者、妊娠妇女、皮肤疾

病等不宜用此法。

2 治疗方法

患者均采用穴位植线法治疗, 取穴有风池、大椎、华佗夹

脊穴、阿是穴等,合并神经根型配手三里、合谷、阿是穴;颈型

配天宗、昆仑穴;交感型配合谷、阳陵泉; 脊髓型据症状取穴。

阿是穴取疼痛点。器具采用大号医用三角皮肤缝针, 1- 4号

肠线,持针器 1把, 剪子 1把, 止血钳 1把, 一次性注射器1副,

均常规消毒备用。操作方法: 在取穴两侧 1~ 2 cm处,用龙胆

甲作进针点、出针点标记, 皮肤常规消毒后, 在标记处用 2%

利卡多因局麻 (在距离穴位两侧 1~ 2 cm处作局麻皮丘 ), 捏

起两皮丘间皮肤, 用持针钳夹住带羊肠线的皮肤缝合针, 从局

麻皮丘刺入, 穿过病灶部位的皮下组织或肌层。此时注意来

回牵拉药线产生针感后, 从对侧局麻皮丘处出针, 然后紧贴皮

肤剪断两端线头, 放松皮肤。线头不得外露,轻揉局部,使药

线完全埋入皮下组织, 覆盖消毒纱布或贴创可贴 1周。每

30 d治疗 1次, 连续治疗 2次。需要注意的是,本法操作时宜

轻巧,用力均匀,针穿过皮肤时不能用力过猛, 避免断针。要

严格无菌操作, 避免术后感染,尽量避开血管, 防止损伤神经

及穴位邻近组织。

3 治疗结果

疗效判断标准 [中华外科杂志, 1984, 22( 12) : 719] : 治愈, 原

有病症消失, 肌力正常,颈、肢体功能恢复正常,能参加正常劳

动和工作。好转, 原有症状减轻, 颈、肩背疼痛减轻, 颈、肢体

功能改善。未愈, 症状无改善。本组平均随访 6个月, 治愈

66例,好转 39例,无效 3例。

4 讨论

穴位植线法根源于中医针灸学理论, 是将炮制后的肠线

这种异体蛋白组织埋植于病灶 (阿是穴 )及有关穴位, 此线在

体内遇温度、水分、血液后逐渐软化、分解、液化和吸收, 对局

部产生的生理、物理及生物化学刺激可长达 1个月或更长时

间,从而弥补了普通针刺时间短、易复发及就诊次数多等缺

点。该法初为机械刺激, 后为生物和化学刺激原,具有短期速

效和长期续效的优点。局麻产生的穴位封闭效应、针具刺激

产生的针刺效应和植线时渗血起到的刺血效应, 是短期速效;

植线时穴位机体组织损伤的后作用, 肠线在体内特殊的留针

和植线效应及组织疗效效应, 可起长期持续作用。

穴位植线法在病灶局部植入肠线进行长久的持续刺激,

较毫针的经络刺激疗法又进了一层, 为较单纯针刺疗效更佳

的方法之一。穴位植线法取穴少, 操作简便, 疗程间隔时间

长,节省时间,符合现代人快速高效的生活节奏, 疗效安全可

靠,无药物所致的不良反应,易被患者接受, 适合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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