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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治法为蒙医临床医疗四施饮食C起居C药物C
外治的一个内容o古来虽然通称为五种术疗p但实际
则包括 y个内容o本疗法又分峻疗与软疗 )种o峻疗
包括放血疗法C火灸疗法和穿刺疗法r软疗法包括罨
敷法C涂擦疗法和浸浴疗法i(-)2o 在其发展过程中又
逐渐形成了将穿刺与温热疗法结合的蒙医温针疗法

以及将整复手法与喷酒按摩相结合的整骨术等独特

的治疗方法o 本文针对蒙医外治法在骨伤科疾病的
临床应用及基础研究相关论文进行综述p 以期为骨
伤科同仁提供参考o
0 蒙医外治法

0C 0 整骨术
整骨术指将喷酒捋抚术与手法复位术相结合的

骨折复位整复手法概念 iB2p其属于骨折闭合复位的

一种手段p因创伤小C起效快在北方地区广受欢迎o
蒙医整骨术主要依靠定位y保持结构C 功能完整
性y动静结合p力力对应的系列操作来治疗骨折 i22p
其中动静结合既指近折段保持静止p 移动远折段来
需求复位p 又指在整骨术实施的整体过程中强调
g静h的结构完整性的同时强调g动t的功能完整性o
g力力对应h即近折端与远折端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的相互适应r 针对尺桡骨骨折的有限元分析证明了
通过桡骨远端施加的复位力p 及通过上尺桡关节施
加的反作用力形成的切应力在尺桡骨骨折治疗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p二者与轴向拉力C骨间膜拉力等共同
维持了骨折断端的力学平衡ij2o 整骨术作为蒙医治
疗骨折的传统疗法有其独特的优势n (F通过喷酒捋
抚与手法复位p恢复骨折断端对位对线r与钢板内固
定等手术方案相比创伤较小p费用较低o  )F利用人
体自我固定原理与小夹板固定术对骨折断端进行弹

性固定p有利于患者早期功能锻炼r弹性固定配合功
能锻炼会在局部形成微动效应 iy2p有利于骨折的愈
合o但作为历史悠久的一项特色疗法p蒙医整骨术尚
存在不足之处n (F该方案只能针对闭合性骨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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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医外治法治疗骨伤科疾病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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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摘要p 蒙医外治法C古称五种疗术C是包括火灸o罨敷o浸浴等疗法在内的一种外治疗法p 该疗法在蒙古族人民
长期与疾病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完善C具有创伤小C适宜长期应用的特点y 本文将近年来蒙医外治法治疗骨伤科疾
病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C认为蒙医外治法治疗骨伤科疾病特色鲜明C疗效确切r但在临床操作规范化与疗法作用机制
研究方面尚有欠缺C需进一步研究完善y

i关键词g 蒙医r 整骨术r 蒙医温针r 综述文献

中图分类号nＲ)0
ＤＯＩ：( h())  ／ ｊhgｓｓFh(  B-  B2h) )) ８22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ＯＳＩＤ）：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ＤＡＩ Ｊｕｎ ｚｅpＤＥＮＧ Ｘｉａｏ ｘｉpＷＡＮＧ Ｃｈａｏ ｌｕ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ｔｈｏｐａｅｄ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ｕｍａｔｏｌｏｇｙpＷａｎｇｊｉｎｇ ＨｏｓｐｉｔａｌpＣｈｉｎａ Ａｃａｄｅ鄄
ｍ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pＢｅｉｊｉｎｇ (  ( )pＣｈｉｎａF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ＭlFｇl.goF CAｄgｃgFA AｘEArFo. ErAoECAFEpｗngｃn ｃo..Aｄ ｆgｖA ｋgFｄｓ lｆ ErAoECAFE gF oFｃgAFE EgCApgｓ o ｋgFｄ lｆ AｘEAr鄄
Fo. ErAoECAFE gFｃ.sｄgFｇ ｆgrA ClｘgｂsｓEglFpcls.EgｃApｓloｋgFｇ oFｄ lEnAr EnArocgAｓh tnA EnArocｙ ｗoｓ ｇroｄso..ｙ ｄAｖA.lcAｄ oFｄ cAr鄄
ｆAｃEAｄ gF EnA ｃlsrｓA lｆ ＭlFｇl.goF cAlc.A＇ｓ .lFｇ EArC ｓErsｇｇ.A oｇogFｓE ｄgｓAoｓAｓpｗngｃn noｓ ｃnoroｃEArgｓEgｃｓ lｆ ｓCo.. ErosCo oFｄ
ｓsgEoｂ.A ｆlr .lFｇ EArC occ.gｃoEglFh ＩF Engｓ cocArpEnA rAｓAorｃn crlｇrAｓｓ lｆ AｘEArFo. ErAoECAFE lｆ lrEnlcAｄgｃ ｄgｓAoｓAｓ gF ＭlFｇl.goF
CAｄgｃgFA gF rAｃAFE ｙAorｓ ｗoｓ ｓsCCorgｚAｄpoFｄ gE ｗoｓ ｃlFｃ.sｄAｄ EnoE AｘEArFo. ErAoECAFE lｆ lrEnlcAｄgｃ ｄgｓAoｓAｓ gF ＭlFｇl.goF
CAｄgｃgFA noｄ ｄgｓEgFｃE ｃnoroｃEArgｓEgｃｓ oFｄ oｃｃsroEA Aｆｆgｃoｃｙh ＨlｗAｖArpEnArA orA ｓEg.. ｄAｆgｃgAFｃgAｓ gF EnA ｓEoFｄorｄgｚoEglF lｆ ｃ.gFg鄄
ｃo. lcAroEglF oFｄ EnA ｓEsｄｙ lｆ EnA CAｃnoFgｓC lｆ EnArocAsEgｃ oｃEglFpｗngｃn FAAｄ ｆsrEnAr rAｓAorｃn oFｄ gCcrlｖACAFEh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ＭlFｇl.goF CAｄgｃgFAr dｓEAlcoEnｙr ＭlFｇl.goF CAｄgｃgFA ｗorC FAAｄ.Ar ＲAｖgAｗ .gEAroEsrA

·综述·

0BjC C



 Ltd . .Al lri ghsi le servd ; Ｏｒｔeｏｐ Ｔｒdｕｍdｔｏｌ，Ｓｅｐ．. .A，Ｖｏｌ．gh，Ｎｏ．l

治疗C开放性骨折不利于手法的实施与夹板的固定o
p.y主要针对不合并关节损伤的长骨骨折C其力力对
应的原理在长骨骨折中可以得到较好的诠释C 但关
节内骨折较为复杂C 单纯手法复位配合夹板固定疗
效尚不明确C 虽有研究认为其针对三踝骨折的疗效
也比较理想但相关研究较少C证据不足r igy缺乏系
统性指南规范C尽管近代蒙医家包金山提出g三诊六
则九结合h为临床应用作出了一定指导th(C但与作为
临床指南应用尚有距离C 如手法复位后适合采用喷
酒按摩治疗的骨折类型C 不同类型骨折所采用的复
位手法规范等问题需要临床研究进一步明确以便于

蒙医整骨术的临床推广c
) 2 穿刺疗法i蒙医温针y

蒙医针刺疗法往往取蒙医 0白脉h 上的对应经
穴C并且在进行针刺穴位操作时C常采用在针体尾端
放置艾柱或闪火烧针的方式以提高针体温度C 借助
热力进一步深入机体C起到更好的临床疗效r这种治
疗方案称为蒙医温针C即将针刺与热疗相结合C可有
效缓解关节局部疼痛-肿胀情况o 斯琴高娃等 t2(对

h 例膝骨关节炎i0vｅｅ ｏBｔｅｏdｒｔeｔrｔrBCiＯjy患者分别
给予单纯玻璃酸钠关节内注射治疗与蒙医银针加热

疗法加玻璃酸钠关节内注射疗法C 比较治疗前和治
疗后 .-n周和 g 个月后的临床疗效C 认为治疗后患
者的疼痛症状减轻C关节活动度改善C且合并蒙医银
针加热疗法治疗的患者疗效更佳o作用机制方面C研
究认为蒙医三根平衡针刺i依据 g 根理论取穴C在针
尾以电热银针治疗仪加温刺y 可以对 ＮＯFouEc 信
号通路进行调控 tl(C而 ＮＯFouEc 信号通路与骨重
塑-骨质流失密切相关tt (o水玲等ttt(研究发现蒙医温

针可以抑制 rＮＯＳ通路C进而减轻炎症反应与氧化应
激反应的损害o 该机制从通路角度对蒙医温针疗法
改善骨科炎性疾病i如 iＯjy患者临床症状C减缓疾
病进程方面进行了研究o 蒙医温针与中医温针灸在
原理与操作上均有相似C 但仍有其独特之处nity选
穴r蒙医选穴多为局部选穴r蒙医将人体血脉分为初
成脉-依存脉-连接脉-寿命脉 A 种C其中连接脉主要
负责调节血压运行及周身脏腑功能C 又可分为黑脉
和白脉 tt.(r 蒙医认为白脉外达四肢官窍C分布于周
身C在经络系统中起主导作用 ttg(s因此C临床常通过
针刺白脉上的穴位调节三根C恢复机体功能C缓解骨
关节疾病患者的临床症状r 髋穴和大腿穴等均为蒙
医的独创穴位C在临床应用中疗效理想r i.y针刺理
念r蒙医温针又名穿刺疗法C其遵循蒙医引病外出的
理论C 认为通过针刺的方式可以将关节内的病气排
出以达到治疗目的r 与中医针灸中泻法理念较为相
似C偏重于泻出病邪C而较少提及补法所包含的扶正

气等功能rigy针刺手法r蒙医针刺手法包括直刺-横
刺-上刺-下刺-转动-外翻等 2 种手法C与中医针刺
手法相比较为简单r基于以上特点C认为蒙医温针疗
法较为适用于伴随局部肿胀-疼痛等症状的疾病i如
iＯjy的治疗C而针对一些全身性r 累及多部位的疾
患疗效有待进一步研究r 在临床中应多发挥蒙医温
针镇痛-祛邪的作用C与中医针灸技术相结合C借鉴
中医针灸提插捻转等手法C可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r
) C 蒙药外用

) C ) 蒙药外敷 药物外敷作为传统蒙医疗法的

重要组成部分C 是指将外用药剂敷于人体表面的部
位或穴位C以达到治疗目的的一种方法r传统蒙药剂
型分为散-丸-膏-酒 A 种类型C其中膏剂和酒剂可以
作为外用剂型应用于临床C具有使用方便-起效迅速
等特点C多用于骨与关节退行性疾病的治疗r常用蒙
药外敷方剂有森登FA 味汤C沙日汤等s用药常从祛
风湿-止痹痛的角度考虑C选取诃子-川楝子-森登等
药物进行配伍C制备时加入蛋清或白醋搅拌C制成糊
状敷于患处r研究ttA(表明蒙药外敷疗法治疗 iＯj疗
效确切C具有良好的兼容性C与口服蒙药C针刺等疗
法联合应用可达到较好的治疗目的r 孟克布和等ttn(

将 , 例 iＯj 患者分为两组C 一组采取针灸局部穴
位治疗i针刺穴位组yC另一组在此基础上加蒙药森
登FA汤外敷i联合应用组yr 治疗后联合应用组总有
效率为 l,．hLC优于针刺穴位组i2 LyC认为蒙药森
登FA汤外敷配合中医针刺治疗效果显著r 有关蒙药
组方的相关研究表明C蒙药森登FA 汤作用机制具有
多组分-多靶点的特点tt,(C其对骨科疾病的治疗作用
与其对骨破坏的抑制有关tth(r 蒙药外敷法作为蒙医
传统外治法单独应用时常被用于治疗关节退行性疾

病C尤其以 iＯj 为主C其利用外敷的形式C使药物的
有效成分通过皮肤传递到关节内部C 可有效改善局
部疼痛-肿胀症状s与口服药物相比C外用疗法降低
了对消化道的刺激C 同时蒙药治疗骨科疾病常用药
多有毒性i如诃子yC外用的给药途径有助于提高治
疗安全性r 0外用之药既内用之药hC治疗骨伤科疾病
的外敷蒙药与内服蒙药所用药物基本一致C 但由于
给药途径不同C药物作用的通路-靶点等均可能存在
差异r 蒙药外敷治疗骨伤科疾病的机制需要进一步
探明以完善临床应用规范r
) C 2 蒙药熏洗 蒙药熏洗与蒙药外敷同属于外

用蒙药治疗的手段C熏洗疗法由来已久C汉代马王堆
出土的d五十二病方.就有用熏蒸治疗痔瘘-烧伤-毒
虫咬伤等多种病症的描述tt2(r d中国医学百科全书 
蒙医学.记载C蒙医常在皮肤-关节进行药物熏蒸C以
消除积痹C通利关节tt(c 伍春梅等ttl(治疗 .  例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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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关节炎患者C对照组予中药熏洗治疗C治疗组在此
基础上加用蒙药熏洗配合蒙医药酒按摩治疗C 结果
发现治疗组临床积分改善优于对照组C 且总有效率
更高C 认为蒙药熏洗针对创伤性关节炎有一定的疗
效C且配合药酒按摩可进一步祛湿除痹C增强疗效o
蒙药熏洗将药物通过高温熏洗的方式C 使药物有效
成分透皮入体C多用于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治疗o蒙药
熏蒸的最大优势在于其用药的独特性C 常用药物诃
子p森登等均为蒙药独有C且相关药理学研究证实其
可对与骨关节疾病相关的多个通路进行调控C 进而
改善患者疼痛等症状C延缓疾病进程yrigo目前蒙药熏
洗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C 蒙药治疗骨伤科疾病多
采用口服的方式C给药路径较为单一h针对一些存在
消化系统疾病或抗拒口服中草药的患者C 熏洗的方
式是一个理想的选择o 今后的研究中可多借鉴中医
熏洗疗法的经验C 将治疗退行性骨病的蒙药成方制
成熏洗方C丰富蒙药治疗骨伤科疾病的给药路径C以
满足不同患者的需要o
t( c 罨敷法

罨敷法是指用盐p沙p星水)星夜所取之水 等物
品敷于身体某一部位或穴位C对患处施加压力p热力
或低温处理以期达到治疗效果的方法o 罨敷法在针
对骨伤科疾病的治疗中常对局部施加热力而较少采

用低温C主要适用于关节退行性病变的治疗o临床应
用时C 该疗法通过对局部施加压力促进热力深入机
体C有效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与新陈代谢C可作为辅助
疗法配合关节腔玻璃酸钠注射p 蒙药口服等其他治
疗方案以提高疗效o但沙疗p盐浴疗法等操作较为复
杂C实施不便C可考虑借鉴原理相似的热奄包治疗方
案yedgC以便于临床推广o
t( 2 按摩疗法)喷酒按摩 

按摩疗法是指利用蒙医传统按摩手法治疗C并
在按摩前于特定按摩部位喷酒以增疗效的一种治疗

方法o 蒙医喷酒按摩作为蒙医传统治疗手段常在过
去多被应用于骨折的治疗之中C 通过改善局部的血
液循环C加快局部炎症的消除进而促进骨折愈合yergo
随着蒙医疗法的不断发展C 喷酒按摩疗法良好的活
血化瘀C消肿止疼的功效逐渐被重视C应用于关节疼
痛C活动障碍等症状的临床治疗当中o 许青 yeeg对

e0 例外伤性肘关节僵硬症患者进行中药熏洗配合
喷酒按摩治疗C每例患者平均治疗 r0 次o 治疗结束
后以肘关节屈伸度评价临床疗效C 发现该疗法治疗
总有效率达 ９e．0-C在 i 个月的随访期内均无复发o
目前喷酒按摩在临床主要应用于关节僵硬症p2Ｏ 
等疾病的治疗C改善关节僵硬p活动障碍的效果较为
理想h 也可在骨折患外固定状态下进行以促进骨折

愈合C有效恢复关节功能o 喷酒按摩包括B摩捋法e
B抟摩法e等诸多手法C作为一类外治疗法具有安全
性高C疗效理想的特点o但该方案将手法与喷酒相结
合C临床操作较为复杂C对施术者喷酒角度p范围C按
摩力度等要求均较高C 而临床目前尚无公认的喷酒
按摩操作规范C应进一步探究C形成规范化诊疗流程o
t( i 药浴疗法

蒙医药浴疗法采用将传统蒙药配置成药液并让

患者洗浴的方式C 使药物有效成分经皮抵达患处并
利用药液的温度促进新陈代谢o 蒙医药浴属于蒙医
阿尔善疗法的范畴C 药浴时多应用五味甘露饮这一
经典方剂C由刺柏叶)乌日格斯图j阿日查 p冬青叶
)阿拉坦n哈拉布尔 p水柏枝)巴勒古纳 p麻黄p小白
蒿等药物组成C具有祛巴达干C除黄水等功能o 该方
剂最早见于藏医典籍F四部医典uC组成与功效在蒙p
藏医学中都较为相似C 多用于皮肤病p 骨与关节
疾病的治疗o 针对佐剂关节炎大鼠的研究中C韦婷
等ye３g认为五味甘露药浴可以有效改善类风湿关节炎

大鼠的关节炎程度C其作用机制可能与对转录因子n
nE)ｎｕlｌｅａｒ cａlｔｏｒnnECＮtnnE C肿瘤坏死因子nr)ｔｕo
ｍｏｒ ｎｅlｒｏsｉs cａlｔｏｒnrCＴＮtnr C白细胞介素nr)ｉｎｔｅｒo
ｌｅｕCｉｎC.,nr C 表皮生长因子 )ｅｐｉLｅｒｍａｌ Aｒｏgｔｈ cａlo
ｔｏｒChvt 水平ye;g的调控有关o 更桑等ye５g基于网络药

理学与分子对接的研究认为五味甘露浴治疗 2Ｏ 
的作用机制可能与其对 .,nipＴＮt 等多种炎症因子
水平的调节作用有关o 蒙医药浴作为传统蒙医治疗
手段C 根据蒙医理论将特色蒙医药浴临床主要用于
四肢关节疾病的治疗C缓解四肢关节疼痛p肿胀p活
动障碍等症状C尤以针对类风湿关节炎及 2Ｏ 治疗
的应用最多C 疗效最为显著o 药浴作为一种操作简
便p疗效理想的外治手段C在中p藏p蒙医学等多个民
族医学中都有所记载与应用o 蒙医药浴将蒙药配伍
并制成药液对患处进行洗浴C以起到祛除黄水p干涸
B协日乌素e的目的h以五味甘露饮为代表的蒙医药
浴所用药物富有特色且疗效明确C 但制备方法较为
传统C流程复杂C耗时耗力C影响了临床应用C今后可
考虑将药液制备为便于储藏运输的剂型C 充分发挥
蒙医药浴的社会和经济效益o
t( ７ 茶酒疗法

茶酒疗法是传统蒙医学中一种常用的外治疗

法C主要以茶与酒为媒介以达到活血消肿C温经止痛
的治疗目的o其中B茶e是指砖茶C包括蒙古人民日常
饮用的青砖茶p黑砖茶等hB酒e过去指度数较高的白
酒C现常用 ９５％医用乙醇代替o其操作方法主要采用
湿毛巾铺在患处C 再将用高度酒浸泡好的茶叶于毛
巾之上 )有些术者会在茶叶下加一层纸板以确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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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Co将茶叶点燃o过程中反复搅拌茶叶o并反复于明
火熄灭后喷酒点燃pgyri茶酒疗法在蒙医g关节协日乌
素病h的治疗过程中o有着广泛应用和理想效果i 作
用机制方面o刘立民等 pgdr研究认为茶叶中所含有的

主要成分茶多酚能够通过激活骨形态发生蛋白 g
t(ｏｎｅ ｍｏｒｐｈｏcｅｎｅｔｉ) ｐｒｏｔｅｉｎ go20-gC 等通路减低组
织氧化应激损伤o促进骨折愈合i茶酒疗法主要应用
于包括腰椎间盘突出2 腰肌劳损等疾病在内的蒙医
g协日乌素病ho 用以缓解局部疼痛及疾病所引起的
放射痛i茶酒疗法o通过在捣碎茶砖上进行喷酒点燃
的操作o提高局部温度o激活茶叶中的有效成分t茶
多酚等C 并使其通过皮肤渗透至患部深处进而发挥
疗效i 该疗法兼具茶疗2温热疗法2灸法等多种外治
法的优势o能有效祛除关节内的寒湿邪气o帮助通利
关节o促进赫依运行o清除瘀滞黄水o进而达到减轻
患者症状o改善关节功能的目的i传统茶酒疗法作为
一种特色明显的蒙医外治法有其独特优势o 但仍有
不足之处i 如操作工程中有明火出现o 操作难度较
高o有一定危险性o患者易产生抗拒心理0同时由于
明火加热所需的操作面积较大o 茶酒疗法被局限于
腰部2腹部等平坦而表面积较大的部位i今后可考虑
将茶酒疗法与蜡疗法或罨敷法相结合o 以蜡袋或热
罨包加温代替明火增加安全性o 降低操作难度i 同
时o也可扩大茶酒疗法的适应证o将其祛除黄水o通
利关节的作用应用于膝2踝等关节疾病的治疗中i
02  联合疗法

蒙医外治法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o 其内容不
断被众多优秀的蒙医医师扩充o 出现了数目繁多的
治疗方式i 除上述总结的治法外o还有如拔罐放血o
擦涂疗法等治疗手段0 但这些治疗手段相关研究较
少且临床应用时常作为辅助治疗手段配合其他治疗

方案o因此统一归纳为联合疗法进行叙述i放血疗法
是指在一定的部位o将浅部脉道t静脉C切开或穿破o
进行放血o借以引出病血o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
的i 蒙医放血疗法与中医刺络放血疗法原理与操作
相似o临床中常有应用i 王剑波等 pgBr对 yh 例老年
iＯj 患者分别采用刺络放血治疗与口服双氯芬酸
钠双释放肠溶胶囊治疗o以视觉模拟评分 pg rtnｉFｕａｌ
ａｎａｌｏcｕｅ F)ａｌｅoＶjＳC2oｅFｔ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ａｎu 0)0ａFｔｅｒ
大学骨关节炎指数 pehrtoｅFｔ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ａｎu 0)0ａFｔｅｒ
rｎｉnｅｒFｉｔｉｅF ＯFｔｅｉａｒｔｈｒｉｔｉF EｎuｅlooＯ0jＣC 分别评估
两组的临床疗效o 结果发现刺络放血组总有效率和
显愈率均高于口服西药组o且 ＶjＳ 与 oＯ0jＣ 改善
更明显i擦涂疗法指在疾病相应的穴位上进行涂油o
并摩2擦o以起到治疗作用的一种治疗方法o可分为
油涂法2软膏涂法等i 其原理与中医穴位按摩相似o

但穴位选择上根据蒙医理论选取特色穴位o 在白脉
上的对应经穴进行按摩i
e 小结

蒙医针对骨伤科疾病的外治疗法包括蒙药的外

用2夹板固定2喷酒按摩2温针等多种手段i针对以骨
折病为主的伤科疾病进行治疗时强调筋骨并重2内
外结合2动与静相协调的原则0针对骨与关节的退行
性疾病tiＯj2非外伤性腰椎间盘突出C则重在调节
g三根ht赫依2希拉2巴达干Co以祛除黄水2通利关
节2引邪外出为要i应用蒙药的外治法t如蒙药熏洗2
外敷2药浴Co其最大特色在于所用药物的独特性o骨
伤科疾病常用蒙药诃子2森登等药均为蒙药独有o具
有较大的研究潜力i 而其余外治法也均各有特点与
优势y 整骨术优势在于利用小夹板弹性固定与喷酒
按摩在骨折后较早进行功能恢复性训练o 与内固定
术相比o可以更早进行功能锻炼o有利于促进骨折愈
合o恢复肢体功能i蒙医温针特色在于独特的穴位选
择o喷酒按摩2茶酒疗法等的特点则在于其独特的操
作手法i作为历史悠久的骨伤科治疗技术o蒙医外治
法内容丰富o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ytsC缺乏标准化i
包括整骨术2喷酒按摩2茶酒疗法在内的几种对临床
操作要求较高的疗法均缺乏规范化的临床操作指

南o极大地影响了临床的应用与推广i tgC现代研究
证据不足i蒙医的现代化医学研究起步较晚o针对骨
伤科疾病的治疗作用机制研究较少o 疗效缺乏分子
生物学层面研究i总之o针对骨伤科疾病的蒙医外治
疗法o具有独特的治疗理念2技术o且临床应用疗效
确切o但蒙医外治法的现代化医学研究较少o大多缺
少规范化的操作指南与细胞分子层面的作用机制研

究o有待进一步发掘和提高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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