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 实验证明 ≈ 生长激素对大鼠肺组织的吸入性损伤有明显

的抗凋亡作用 ∀

肺功能衰竭的患者往往伴有心功能不全 生长激素有刺

激心肌细胞的蛋白代谢使心肌重塑 提高心肌的收缩力 能

量利用率 ≈ 因而在改善心功能的同时也间接地改善了呼吸

功能 ∀

生长激素最初有抗胰岛素作用 增加组织摄取葡萄糖和

氨基酸 降低脂肪分解 ∀数小时后有胰岛素拮抗作用抑制糖

的利用 促进脂肪分解 糖耐量降低 使血糖升高 出现糖尿 !

血中脂肪酸和酮体增加 ≈ ∀应用生长激素治疗中要注意患

者血糖的改变 而重症患者往往有应急性高血糖 ∀两组患者

每天均监测血糖 并调整葡萄糖的输入 较高者以胰岛素控

制 ∀我们的经验是有糖尿病或明确糖耐量降低的患者不宜

使用 在使用时每天监测血糖 根据血糖的改变 用胰岛素作

相应的处理 不至于发生代谢性并发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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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运用中药 强筋壮骨袪风汤结合推拿治疗老年人慢性腰腿痛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该治疗组 例 年龄 至

岁 每日内服 剂 共 剂为疗程 每日结合推拿治疗 ∀结果  治愈 症状消失 例占 ∀好转 关节有些隐痛 例占

∀未愈 疼痛减轻 跛行 例占 ∀结论  服药后缓解退行性骨关节病引起的疼痛症状 有效松解神经根受压 对全身

产生补气升阳 !强身壮骨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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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综合治疗 效果满意 报告如下 ∀

1  方法与对象

1 1  自拟强筋壮骨袪风汤

炒黄芪 炒白术 巴戟天 淮牛膝 女贞

子 狗脊 全当归 茯苓 泽泻 天花粉

防风 穿山甲 制川乌 全蝎 蜈蚣 ∀

1 2  功效主治

功效 补气升阳 强筋壮骨 解痉祛风 ∀

主治 退行性骨关节病及腰椎间盘突出症 ∀

黄芪 ≈ 甘温入脾 补气健脾 利水消肿 摄血有权 督脉

安固为主药 ∀巴戟天辛温入肾 补肾助阳 袪风除湿为辅药 ∀

二药相合 补肾健脾 ∀防风辛甘温 入膀胱 肝 !脾经 袪风除

湿 滑利关节 温中散痛 故为佐药 ∀牛膝苦酸平入肾 !肝经

性善下行 活血祛瘀 ≈ 益补肝肾 故为使药 ∀方中茯苓利水

渗湿 与泽泻甘淡渗湿 增加利水作用 缓解腰腿痛的局部组

织渗出液引起肿胀 ≈ 穿山甲通经活血 善于走窜 当归尾活

血化瘀 以行散滞 减轻慢性腰腿痛的程度 提高行走的活动

灵动性 ∀全蝎与蜈蚣协同息风止痉 散结通络 天花粉 ≈ 清

热生津 作用于清胃热 !降心火 ∀女贞子补益肝肾之阴 狗脊

温补固摄之功 增加腰膝力量 ∀阴阳相济 ∀用补阳药于阴中

求阳 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 ∀如用补阴药务必阳中求阴

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 ∀诸药合参 有强筋壮骨 介痉袪风 补

气升阳之功效 ∀气滞者 加香附 !乳香 理气止痛 ∀血瘀者

加茜草 !紫丹参 活血化瘀 ∀疼痛者 加延胡索 !豆豉 行气散

痛 ∀痉挛者 蜈蚣适当增量 息风镇痛 ∀只要药物合拍 适宜

病机 共奏功效 ∀

1 3  对象

1 3 1  该老年组 例 男 例 女 例 其中 ∗ 岁老

年患者 名 ∗ 岁老年人患者 名 男性发病率高于

女性 ∀病程最长达 年 最短 个月 有反复发作史兼病者

例 曾有外伤史 例 ∀

1 3 2  主要临床症状  腰椎间盘突出症 出现单侧或双侧

坐骨神经痛 动则加剧 ∀骨质疏松症 伴有不能久站久坐 腰

腿痛平卧略有缓解 腰部有束带感 ∀腰椎增生或骨桥形式

往往有神经根受累受压 引起痉挛麻木 ∀腰椎滑脱 !错位 易

造成腰部失稳 侧弯凹凸变形 行走障碍 ∀肥大性脊椎炎 腰

部隐隐作痛 腰腿处窜痛 受冷加重 ∀椎管狭窄症 间歇性跛

行 严重者可引起尿频或排尿困难 ∀

1 3 3  病理分型  型 急性期 炎症渗出期 所示症状 双

侧腰腿痛 例 单侧下肢活动功能障碍 例 ∀ 型 慢性

期 吸收恢复期 所示症状 腰部出现晨间僵直 活动后疼痛

逐渐加重 跛行 例 ∀

1 3 4  查体  腰椎侧弯者 例 !生理弧度过凹者 例 !后

凸者 例 !脊柱 / ≥0型畸形者 例 !下肢肌张力降低 例 !膝

跟腱反射减弱 例 !感觉减退者 例 ∀

1 3 5  影像学检查  ÷线 ≤ 摄片 ≤×和 检查 腰椎间

盘突出症 例 神经根受压 例 多节段突出 ) ≥

例 腰椎骨质增生 例 骨质疏松症 例 ∀ 椎体前滑

脱 度 例 椎体前滑脱 度 例 黄韧带增生肥厚

例 椎体后缘骨赘或后纵韧带钙化 例 ∀

2  治疗与结果

2 1  治疗

2 1 1  平按腰腹法  沿任脉经的中极穴 循经腹部 翻身体

位 再用掌按手法作用于督脉经的腰阳关穴 命门穴 ∀

2 1 2  下肢和煦法  俯卧位 沿足太阳膀胱经脉络两侧 手

法滚法操作 作用脊椎两旁的肌层 滚法于承扶穴 ∀

2 1 3  节段正骨法  作力于腰骶部 使局部有微微发热感

或关节脱空感 搬正腰部病变节段 合力正骨治疗 做到微调

动作灵动 使错位脊椎节段自然缝合 ∀

2 2  结果

该治疗组中 疗效最长 最短 ∀随访 年 病情

稳定 ∀按 5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6

≠ × 2 ∀治愈 临床症状消失 关节活动恢复正常 能正

常生活 例 ∀好转 临床症状消失 遇到疲劳时隐痛 例 ∀

未愈 关节疼痛减弱 功能活动部分恢复间歇性跛行 例 ∀

3  讨论

黄芪具有补气升阳 !益卫固表 !排毒生肌等功能 是诸多

补气或补血方剂中重要成分组成 ∀对机体的免疫力和造血

系统有广泛的影响 ∀但是黄芪易于助火 风表实邪 气滞阻

阳 食积内停 脉浮腹痛 阴虚阳亢者 禁用 ∀

遇外感身热 苔腻腹胀 表现为实证者 待消除身热 症

状改善后可以继续使用 ∀

本方根据本标虚实 年迈病久 气滞血瘀 充分体现了君

臣佐使原则组方 口服中药 老年人容易接受 ∀老年人腰腿

痛发病的原因很多 老年人肾气已衰 ≈ 精血亏耗或禀赋不

足 劳累过度 伤筋动骨 如西医诊断退行性骨关节病 !骨结

核 !骨肿瘤 !老年人妇科疾病等 ∀要定期检查 鉴别诊断 一

旦出现症状就应早发现早治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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