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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正骨散联合功能锻炼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疗效，并分析其对患者膝关节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２０１４
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在北京市丰盛中医骨伤专科医院骨科门诊接受治疗的膝骨关节炎患者９０例，依据就诊序号分为治
疗组（ｎ＝４５）和对照组（ｎ＝４５）。治疗组给予正骨散外用结合功能锻炼治疗，对照组仅给予正骨散外用治疗，２组均连续
治疗３０ｄ。比较２组临床疗效，采用Ｌｙｓｈｏｌｍ膝关节评分表比较２组治疗前后膝关节功能，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等长肌力、
肌容积、活动范围、ＪＯＡ及ＶＡＳ评分。结果：治疗后，２组Ｌｙｓｈｏｌｍ各项评分中除跛行外，其余各项评分均明显升高，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与对照
组比较，治疗组膝关节功能正常比例明显升高，较差比例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与治疗前比较，治疗
后２组患者屈肌肌力明显增大，活动范围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治疗组明显大于对照组，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伸肌肌力也明显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２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Ｐ＞００５）。治疗后２组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活动受限度及 ＪＯＡ总分均明显增加，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且２组间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９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７８％，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Ｐ＜００５）。结论：正骨散联合功能锻炼可以更明显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降低关节疼痛，增加等
长肌力，明显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提高整体治疗效果，临床疗效优于正骨散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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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群老龄化，膝骨关节炎发病率逐年增加，
成为骨科常见疾病。膝骨关节炎是指膝关节软骨退

行性病变，引起软骨下骨质硬化、骨刺形成、肌肉萎

缩无力、关节间隙狭窄、关节囊挛缩、滑膜增生。患

膝关节疼痛引起周围肌肉肌力及膝关节稳定性进行

性下降，膝关节不稳反过来加剧关节疼痛和软骨组

织损伤，如此形成恶性循环，因此提高患膝关节稳定

性、增强患肢肌肉力量是治疗本病的关键［１２］。有研

究显示，辅助功能锻炼可改善膝骨关节炎患者的关

节稳定性，增强韧带及肌腱强度，改善患肢平衡能

力［３］。我院采用正骨散联合功能锻炼治疗膝骨关节

炎，疗效显著，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１　资料与方法
１１　一般资料　选取２０１４年１０月至２０１６年４月
在我院骨科门诊接受治疗的膝骨关节炎患者９０例，
依据就诊序号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各４５例。对照
组男２１例，女 ２４例；年龄 ３９～７５岁，平均年龄
（６３５８±６２２）岁；病程 ３个月至 １１年，平均病程
（３２６７±５２８）个月；患膝屈肌肌力 ４９５～２０５１
Ｎ，平均（１２９３８±２２３１）Ｎ；患膝伸肌肌力 ５７６～
３１０５Ｎ，平均（１８２３５±５３２４）Ｎ；日本骨科协会
（ＪＯＡ）评分１３３～２３９分，平均（１７２３±２３７）分；
肌容积３６８～６１２ｃｍ３，平均（４２３８±４１１）ｃｍ３；活
动范围９２１～１４２８度，平均（１１５６２±１５８５）度。
治疗组男２４例，女２１例；年龄３９～７３岁，平均年龄
（６４１２±５２９）岁；病程 ４个月至 １０年，平均病程
（３３２５±５１１）个月；患膝屈肌肌力 ５０６～２１０８
Ｎ，平均（１３２６８±２０１５）Ｎ；患膝伸肌肌力 ５５１～
３２６５Ｎ，平均（１８０１２±４８５７）Ｎ；ＪＯＡ评分１２６～
２４１分，平均（１７３２±２４４）分；肌容积３５４～６５２
ｃｍ３，平均（４１８９±４５２）ｃｍ３；活动范围 ８９９～
１４５７度，平均（１１７２２±１４１２）度。２组患者主要
一般基线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
因此可以进行组间比较。本研究经该院医学伦理委

员会审批同意。

１２　诊断标准
１２１　西医诊断标准　符合《膝骨关节炎诊断标
准》［４］：近１个月大多数时间有膝痛；Ｘ线提示关节
边缘骨赘；晨僵小于３０ｍｉｎ；关节活动时有骨响声。
１２２　中医诊断标准　参照《中医病症诊断疗效标
准》［５］：起病隐匿，发病慢；初起多见膝关节隐隐作

痛，俯仰、屈伸、转侧不利，轻微活动稍缓解，气候变

化时有明显加重趋势；局部关节轻度肿胀，活动时有

摩擦音；严重者可见肌肉萎缩，关节畸形。

１３　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者；年龄３９～７５
岁者；膝关节正侧位 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放射学分级
≤Ⅱ级者；单侧膝骨关节炎者或双侧患者选取病程
较短的一侧；患者及家属均知情同意。

１４　排除标准　急性期患者；有膝关节手术史者；
合并有类风湿性关节炎者；膝关节出现明显积液、内

外翻畸形者；过敏体质或对本研究药物过敏者；伴有

其他脏器严重功能不全者。

１５　剔除与脱落标准　依从性差，不能配合按时完
成功能锻炼者；临床资料不全者；中途因各种原因退

出研究者。

１６　治疗方法　治疗组给予正骨散外用结合功能
锻炼治疗：正骨散由我院制剂室制备（批准文号：京

药制字，Ｚ２００５００５），由红花、血竭、儿茶、当归、乳香、
没药、白芷、防风等１３味药物精制而成，以患侧髌骨
为中心均匀涂抹，纱布覆盖，绷带固定，３ｄ换药 １
次，连续用药３０ｄ。膝关节功能锻炼：股四头肌等长
收缩训练：取坐位或仰卧位，下压膝关节，收缩股四

头肌，５～１０ｓ／次，然后放松，反复练习，１０～２０次／
组，３～５组／ｄ；双腿踩空法训练：取仰卧位，双腿向
空中做交替踩空动作，３～５ｓ／次，１０～２０次／组，３～
５组／ｄ；直腿抬高练习：取仰卧位，膝关节伸直，直腿
尽量抬起距离床面约１０～１５ｃｍ，维持２０～３０ｓ，然
后自由落下，反复练习，１０～２０次／ｄ；立位勾腿练
习：患者双足站立，足尖向前，患侧小腿向后勾起，屈

曲膝关节至最大角度，维持２０～３０ｓ，然后伸直，反
复进行，１０～２０次／ｄ；绳肌等长练习：患者取坐位
或仰卧位，患膝伸直，小腿下垫一枕头，大腿后侧

肌肉绷紧，小腿用力下压至 ５～１０ｓ，然后放松，
反复练习，１０～２０次／ｄ；坐位抗阻伸膝练习：小
腿于床沿自然下垂，尽量向前伸膝，２０～３０ｓ／次，
然后自然下垂，反复进行，１０～２０次／ｄ；以上训
练方法均坚持３０ｄ。对照组仅给予正骨散外用治
疗，具体用法同治疗组。

１７　观察指标　采用 Ｌｙｓｈｏｌｍ膝关节评分表评价
并比较治疗前后２组患者膝关节功能指标，包括上
楼（１０分）、下蹲（５分）、肿胀（１０分）、疼痛（２５
分）、跛行（５分）、支持（５分）、不稳定感（２５分）、绞
锁（１５分）８项，各项分值越高，提示膝关节功能越
好，总分＞８０分，说明膝关节功能正常，６５～７９分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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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膝关节功能尚可；＜６５分说明膝关节功能较差。
比较２组治疗前后等长肌力（屈肌肌力和伸肌肌
力）、肌容积及活动范围。采用 ＪＯＡ评分评估２组
患者治疗前后功能障碍程度，该评分主要包括主观

症状（９分）、临床体征（６分）及日常活动受限度（１４
分），总分２９分，分值越低，提示患者功能障碍越严
重。采用视觉模拟评分法评估２组患者治疗前后负
重状态５ｍｉｎ时的疼痛程度，ＶＡＳ总分１０分，其分
值越高，说明疼痛程度越严重。

１８　疗效判定标准　治疗后患膝无积液，关节无肿
胀现象，关节活动正常为显效；患膝有少量积液，关

节肿胀程度明显减轻，关节活动度有明显改善为有

效；治疗积液及肿胀程度等均无明显变化，甚或有加

重趋势为无效。总有效率＝显效率＋有效率。
１９　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００统计学软件对
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关节功能各项评分及等长肌力、

肌容积等以（珋ｘ±ｓ）表示，并进行 ｔ检验，临床疗效及
膝关节功能以百分比（％）表示，进行 χ２检验，以 Ｐ
＜００５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２　结果
２１　２组治疗前后膝关节功能比较　治疗后，２组
Ｌｙｓｈｏｌｍ各项评分中除跛行外，其余各项评分均明显
升高（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
明显高于对照组（Ｐ＜００５或Ｐ＜００１）。见表１。

此外，经过治疗后，对照组膝关节功能正常 ４
例，膝关节功能尚可３１例，膝关节功能较差１０例；
治疗组膝关节功能正常１１例，膝关节功能尚可３１
例，膝关节功能较差３例；治疗组膝关节功能正常比
例明显高于对照组，膝关节功能较差比例明显低于

对照组（Ｐ＜００５）。
２２　２组治疗前后等长肌力、肌容积及活动范围比
较　与治疗前比较，治疗后２组患者屈肌肌力明显
增大，活动范围明显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
００５或Ｐ＜００１），且治疗组明显大于对照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治疗组伸肌肌力也明显
增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但２组间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肌容积治疗前后及２
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２。
２３　治疗前后２组ＪＯＡ及ＶＡＳ评分变化　与治疗
前比较，治疗后２组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活动
受限度及ＪＯＡ总分均明显增加，且治疗组各项评分
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或
Ｐ＜００１），２组 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且治疗组 ＶＡＳ
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１）。
见表３。
２４　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　治疗组总有效率
为９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７８％，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Ｐ＜００５）。见表４。

表１　２组治疗前后膝关节功能比较（珋ｘ±ｓ）分

组别 时间 上楼 下蹲 肿胀 疼痛 跛行 支持 不稳定感 绞锁

治疗组（ｎ＝４５）治疗前４２５±１１１ ２３３±０８６ ５２７±２４６ １５３８±５３６ ３６７±１２０ ４０１±１２１ １８３７±５３４ ８７６±２３８
治疗后８１９±１５３△△４１２±０５５△ ７８５±２１１△ ２２３４±５１９△ ４１１±１２５ ４８６±０８９△ ２３４７±５３９△△１３２５±３１１△△

对照组（ｎ＝４５）治疗前４３１±１３２ ２５１±０７５ ５７１±１９８ １５０１±５８８ ３６０±１５１ ３９９±１１２ １８０７±５１８ ８１２±２１１
治疗后６２２±１０８ ３８１±０８３ ６８１±２１５ １９３４±５６６ ３９９±１２９ ４４５±１０１ ２０１１±４２７ １０５５±２３３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表２　２组患者治疗前后等长肌力、肌容积及活动范围比较（珋ｘ±ｓ）

组别 时间 屈肌肌力／Ｎ 伸肌肌力／Ｎ 肌容积／ｃｍ３ 活动范围／°

治疗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３１６８±２０１５ １８０１２±４８５７ ４１８９±４５２ １１７２２±１４１２
治疗后 １４６８５±２１３８△ １９９７７±４３２１ ４１９９±４２８ １２７６８±１４２４△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１２９３８±２２３１ １８２３５±５３２４ ４２３８±４１１ １１５６２±１５８５
治疗后 １３８２２±１９１６ １９０１４±４６３８ ４１９８±４２４ １２１６５±１２３９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表３　治疗前后２组ＪＯＡ及ＶＡＳ评分变化（珋ｘ±ｓ，分）

组别 时间
ＪＯＡ评分／分

主观症状 临床体征 日常活动受限度 总分
ＶＡＳ评分

治疗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５２５±１６９ ３３８±１０２ ８６９±２２５ １７３２±２４４ ６１９±１７４
治疗后 ７９６±１９５△△ ５１２±１５３△ １２３４±２０１△△ ２４５３±２３９△△ ３１１±１２５△△

对照组（ｎ＝４５） 治疗前 ５１４±１３４ ３３０±１３２ ８７９±２１８ １７２３±２３７ ６２４±１８６
治疗后 ６５６±１３８ ４４９±１０４ １００２±２３３ ２０８８±２８６ ４５６±１５８

　　注：与治疗前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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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２组治疗后临床疗效比较［ｎ（％）］

组别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治疗组（ｎ＝４５） １９（４２２２）２３（５１１１） ３（６６７） ４２（９３３３）

对照组（ｎ＝４５） ９（２０００）２６（５７７８）１０（２２２２） ３５（７７７８）

　　注：与对照组比较，Ｐ＜００５。

３　讨论
中医理论中并没有膝骨关节炎的名称，根据其

临床症状分析，其应属“骨痹”“痹证”等范畴，中医

研究者认为该病本虚标实，内外相合而致病［６］。中

医古书《内经》中明确记载该病病变部位在骨，与现

代Ｘ线显示一致。《张氏医通》及《素问·宣明五气
篇》中均提示“膝为筋之府”，认为筋骨劳损是本病

主要病理基础，也是导致现代医学认为的软骨缺失

最主要病因［７８］。《素问·痹论篇》中阐明风、寒、湿

等外邪侵袭筋骨，以致闭阻经络，最终导致气血凝

滞，诱发该病［９１０］。总体而言，肾气虚衰、肝肾亏虚

导致筋骨退化，骨枯则髓减，无以濡养筋骨，筋脉、骨

骼等不得滋润，外感风寒湿邪则引发本病。此外，瘀

血痹阻经络关节，致关节出现肿胀、疼痛、活动受限

等。因此，治疗多以补益肝肾、活血化瘀、祛风除湿、

舒筋通络为主要治疗方法。

正骨散由红花、血竭、儿茶、当归、乳香、没药、白

芷、防风、骨碎补、续断、麻黄、天南星、栀子１３味药
物精制而成，方中红花、血竭活血化瘀，消肿止痛，共

为君药；儿茶、当归、乳香、没药活血养血，亦有消肿

止痛功效，白芷、防风止痛、祛风胜湿共为臣药；骨碎

补、续断祛瘀血，生新血，补益肝肾，续骨生筋，共为

佐药；麻黄消肿利水，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止痉，栀

子清利湿热、凉血散瘀共为使药［１１１３］。全方共用，

有活血化瘀，消肿止痛，补益肝肾、续骨生筋之功。

针对该病发病诱因，标本兼顾，达到祛风除湿、舒筋

通络，消肿止痛之功效［１４］。本研究中对照组采用单

纯正骨散治疗，结果有效率为７７７８％，膝关节功能
也有所好转。研究显示［１５１６］功能锻炼可以有效抑

制肌蛋白降解，明显增加关节周围软组织韧性及强

度，降低膝关节损伤程度。此外，通过功能锻炼还可

以促进关节液吸收循环，加强患肢关节稳定性，有助

于关节软组织的修复［１７１８］。本研究中治疗后，２组
患者Ｌｙｓｈｏｌｍ各项评分中除跛行外，其余各项评分
均明显升高，且治疗组各项评分均明显高于对照组，

治疗组膝关节功能正常比较明显高于对照组，膝关

节功能较差比例明显低于对照组，提示正骨散联合

功能锻炼对膝骨关节炎患者膝关节功能的改善程度

更明显。膝骨关节炎患者关节出现疼痛，导致小腿

肌肉收缩，疼痛剧烈时甚至可以引起肌肉痉挛，降低

腿部肌力，患肢负重减少，长期发展，引起关节活动

受限［１９２０］。功能锻炼可以延缓肌力下降，缓解肌肉

萎缩。本研究结果显示，联合功能锻炼治疗后，总有

效率为９３３３％，明显高于对照组的７７７８％，治疗
后２组患者主观症状、临床体征、日常活动受限度及
ＪＯＡ总分均明显增加，ＶＡＳ评分明显降低，且２组间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此外，治疗后２组患者屈肌肌力
明显增大，活动范围明显增加，且治疗组明显大于对

照组，治疗组伸肌肌力也明显增大，提示联合功能锻

炼后，患者关节疼痛及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和体征

均有明显改善，屈肌肌力和伸肌肌力也增加程度更

为明显，总体临床疗效优于单用正骨散治疗。

综上所述，正骨散联合功能锻炼可以更明显改

善膝骨关节炎患者活动受限等临床症状，降低关节

疼痛，增加等长肌力，明显改善患者膝关节功能，提

高整体治疗效果，临床疗效优于正骨散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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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浸润时，血小板以及激活的星状细胞可大量分

泌ＰＤＧＦ，与此同时ＰＤＧＦ可通过不同的方式反作用
于星状细胞，使其发生增殖及迁移，从而诱发胶原的

产生及堆积，最终加剧肝纤维化程度［１２１６］。本研究

中我们发现中药方可降低 ＰＤＧＦ的水平，说明随着
ＰＤＧＦ浓度的下降，肝纤维化程度可逐渐改善。

综上所述，清热祛湿健脾方可明显改善慢性乙

型肝炎早期肝硬化的病情，其作用机制可能与下调

外周血ＴＮＦα及ＰＤＧＦ浓度介导逆转肝纤维化进程
有关，值得临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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