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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治疗脊椎骨骺发育不良验案

张雪枫宋立群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市香坊区和平路24号，150040)

关键词脊椎骨骺发育不良／中医药疗法

1病案举例

患者某，女，19岁，学生，于2006年12月19 Et初

诊。该患者自6岁发现双手指间关节增粗呈梭形，无疼

痛及压痛，步态异常，轻度鸭步。就诊于哈尔滨某医院，

诊断为肾小管性酸中毒，口服枸橼酸钾钠24mL／d，无明

显疗效。此后3年内病情逐渐加重，双手指间关节肿

大，屈伸功能受限，双侧髋关节旋转差，步态异常，于9

岁至北京，先后就诊于北京几家医院，最终确诊为脊椎

骨骺发育不良(晚发型)。后病情发展，继发股骨头坏

死，于2005年行髋关节置换术。现全身肌肉萎缩，肌力

减退，行走困难，脊痛，脊柱侧弯。

四诊可见：四肢痿软无力，行走困难，腰脊酸软疼

痛，眩晕耳鸣，月经不调，不能久立，食少纳呆，腹胀便

溏，神疲乏力，动则气短，舌暗苔白，脉沉弱。检阅实验

室报告为：全身x线片示：多发指指关节肥大，前端增

宽，腕关节骨性关节面致密，椎体扁平，前缘变扁，中后

部隆起，椎体后缘凹陷，膝关节增大，骨质疏松，关节面

轻度骨硬化，欠光滑，骨皮质薄，双膝退行性骨关节病。

中医诊断：痿证，证属脾肾两虚型；西医诊断：脊椎骨骺

发育不良(晚发型)。患者先天不足，肾精亏虚，无以充

骨养肌，先天不能充养后天，脾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虚化

源不足，不能充养肢体肌肉，法当健脾益肾，除湿通络。

方拟补中益气汤合加味金刚丸加减治之。处方：党参

209，黄芪209，焦白术159，茯神209，柴胡109，革薜159，

木瓜159，菟丝子159，砂仁109，牛膝159，杜仲159，狗脊

159，松节159，穿山龙159，姜黄159，土鳖虫59，葛根

209，炙甘草159。7剂，水煎服，每El 1剂，每剂煎成

450mL，分2次，早晚饭后口服。服药期间嘱忌生冷辛辣

之品，慎起居，适寒温，勿过劳。

复诊：服上方后，患者脊痛大减，活动较前灵活，面

色转佳，思食，证见腰膝酸软，乏力，关节时痛，舌淡苔

白，脉沉细。考虑患者先天禀赋不足，非一日之病，虽进

补剂，终是亏虚，法当补肾益精，通络止痛。效不更方，

故于上方去柴胡、土鳖虫，加续断159，桑寄生159，白芍

209，乌梢蛇109，14剂水煎服，医嘱同上。

三诊：脊痛减，若坐时间长则酸痛，各关节活动灵

活，行走后疲乏酸痛感大减，察患者精神佳，面色红润，

活动灵活，肌肉渐实，但遇阴天则四肢发僵，舌红苔白，

诊其脉沉缓。此乃病邪渐去，正气来复，邪虽去而正未

复，表虚不胜风寒湿邪，故阴天外邪入络，阻滞经脉。法

当祛风散寒，活血通络。于原方去柴胡、萆薜，加伸筋草

159，鹿衔草159，五爪龙159，14剂水煎服，医嘱同上。

四诊：服药后无阴天肢体发僵症状，仅见晨起肢体

活动较平时僵硬。因经脉未盛，素体脾胃虚弱，气虚血

少，血虚不能濡养筋脉，故见肢体僵硬。当以养血舒筋，

滑利关节之法治之。原方加伸筋草159，白芍159，7剂

水煎服，医嘱同上。

五诊：现可自行上楼，无疲乏感，活动灵活，无关节

僵硬感，精神乐观，饮食及睡眠良好，月经正常，与初诊

时举步维艰，面容痛苦之状判若两人。现邪去正复，但

虽复犹虚，当健脾益胃，补血养筋，故继用原方加鸡血藤

159，焦三仙各159，14剂以巩固疗效。后同上法调治月

余后证情平稳，现间断门诊复诊，继续调治。

调节免疫功能的作用。1年多来，患者临床病证虽时有

变化，但“治病必求于本”“扶正祛邪”的根本始终贯穿

于治疗中。每隔3个月或半年给予胸片或胸部CT检

查，肺部肿块未见明显增大，通过积极有序的治疗，目前

患者病情基本趋于稳定，生活质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

善，带瘤生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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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讨论

脊柱骨垢发育不良在传统中医书籍中无明确记

载，根据其症状与中医的“痿证”“五迟”“五软”“腰

痛”等病证有关。其病因病机可归纳为肺热津伤，津

液不布；湿热浸淫，气血不运；脾胃亏虚，精微不输；肝

肾亏损，髓枯筋痿。虽其主要的病理机转有以上几种

区分，但常常互相传变。本病病证常常涉及诸脏，而不

局限于一经一脏。因肝藏血主筋，肾藏精生髓，津生于

胃，散布于肺，故本病与肝肾肺胃关系最为密切，正如

《临证指南医案·痿》所说本病为“肝肾肺胃四经之

病”。临症时应分急缓与虚实，起病急者，多属肺热津

伤或湿热浸淫之实证；病程长，病情逐渐发展者多属脾

胃肝肾亏损之证。治当“独取阳明”，且不可妄用风药。

痿证的发病和病变过程，与脾胃亏虚密切相关。

不论起病急缓，多由脾胃虚损引起，如《医宗必读·

痿》云：“阳明者胃也，主纳水谷，化精微以滋养表里，

故为五脏六腑之海，而下润宗筋⋯⋯主束骨而利机

关”，“阳明虚则血气少，不能润养宗筋，故弛纵；宗筋

纵则带脉不能收引，故足痿不用”。阳明多气多血，为

后天精微生化之源。肺之津液来源于脾胃，津液充足

则肺气布散周身，气布血行，四末得润；肝藏血主筋，经

言：“食气入胃，散精于肝，淫气于筋”，可见筋之屈伸

运动须得后天水谷精微之濡养；肾藏精主骨生髓，赖脾

胃生化，肾气得旺，骨髓方充，人之活动方能灵转；心藏

神主脉，水谷之气洒陈于下，输布于上，心气旺则神气

在，神气达于四末，则足能步，掌能握，指能摄。故五脏

虽皆能使人痿，但脾胃为之根本，故《素问·痿论》提

出的“治痿独取阳明”之说得到历代医家的推崇，并将

其作为治痿的根本大法。所谓独取阳明，其义有二：一

为补益后天，即益胃养阴，健脾益气之法。二为“取”

者，去阳明之热邪，即清阳明之热。所以治痿取之阳

明，补益后天，调五脏六腑之气血，正如《医宗必读》所

云：“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气入胃，洒陈于六腑而气

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

关于痿证的治疗，历代医家通过实践总结出治疗

的用药禁忌，即不可妄用风药。因治风之剂，皆为发散

风邪，开通腠理之药，若误用之，阴血愈燥，酿成坏病。

至于因七情六欲太过而成痿者，必以调理气机为法，盖

气化改善，百脉皆通，其病可愈。即吴师机所谓“气血

流通即是补”之理。

晚发型脊椎骨骺发育不良是一种进行性不可逆的

疾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而只能以预防为主，

但由于尚未发现生化代谢异常，故不能用生化方法进

行产前诊断。而中医从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人手，辨

证精确，用药恰当，故能取得较满意的效果。

(2008—10—13收稿)

参松养心胶囊治疗缓慢性心律失常36例

邓 产 业

(广西民族医院，广西南宁，530001)

关键词缓慢性心律失g／中医药疗法；@参松养心胶囊

笔者于2006年1月一2008年12月应用参松养心胶囊治疗

缓慢性心律失常36例，取得满意疗效，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36例均为我院门诊和住院患者，均符合《内科学》第6版教

材标准⋯。36例中男2l例，女15例，年龄最大79岁，最小37

岁，平均59岁；病程最短30天，最长2年。所有病例均经常规

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确诊为缓慢性心律失常。其中窦性心动过

缓20例，病态窦房结综合征6例，心房内传导阻滞4例，Ⅱ度窦

房结传导阻滞4例，Ⅲ度窦房结传导阻滞2例。原发病：冠心病

2l例，高血压病9例，扩张型心肌病6例。

2治疗方法

36例患者均停用扩张血管及提高心率和营养心肌的药物。

I：1服参松养心胶囊(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国

药准字Z20030058)每次4粒，每日3次，30天为1个疗程。

服药前后分别行心电图、24h动态心电图和血、尿常规及生化

检查。

3疗效观察

3．1 疗效标准参照《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呤1中缓慢

性心律失常的疗效拟定。临床痊愈：临床症状消失，24h动态心

电图心率(窦性心律)比治疗前提高，缓慢性心律消失。显效：

主要症状消失，24h动态心电图率(窦性心律)比治疗前提高，缓

慢性心律失常明显改善。有效：部分症状消失，24h动态心电图

率(窦性心律)比治疗前提高，缓慢性心律失常有不同程度的改

善。无效：症状和24h动态心电图心率(窦性心律)无改善。

3．2治疗结果临床痊愈5例，显效18例，有效9例，无效4

例，总有效率88．8％。

4讨论

缓慢性心律失常，临床以气阴两虚、心脉瘀阻型常见，参松

养心胶囊由人参、麦冬、丹参、赤芍、土鳖虫、黄连、甘松、龙骨等

组成。全方具有益气养阴、活血通络、清心安神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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