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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氏牛芬子汤治疗腰推间盘突出症术后 ∃∀ 例

上海市黄浦区中医医院 %& ∀ ∀ ∀ ∀ ∋(

于沈敏 吴军豪

运用石氏牛劳子汤
,

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症状

的治疗有独特的经验
,

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均为本院术后病人
,

共 ∃∀ 例
,

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岁
)

∃∀ 例均有腰痛症状伴有单侧或双

侧下肢放射性疼痛
、

麻木
,

与咳嗽
、

站立
、

行走有明显

关系
,

病程为 # 个月 , ∋ 年 ) 有腰部外伤史 ∋& 例
,
∗ 例

有间隙性跋行
,

∋∃ 例直腿抬高试验− ∃∗ 度
,

加强试验

%. ( ) ∋∗ 例 / 0 提示
1

腰椎间盘髓核突出
,

其中 ∋∀ 例

伴有关节肥大增生
、

黄韧带肥厚
、

侧隐窝狭窄及神经根

明显受压 ) 病变部位
1 2 ∃ 一 ∗

间隙有 !+ 例
、

2 3

一∗ !

间隙

有 !# 例
、

二间隙同时存在病变的有 ∗ 例
。

∃∀ 例均明确

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

术中所见及手术方法
1

术中探查可见椎间盘纤维

破裂突出
,

椎管狭窄或侧隐窝狭窄
,

黄韧带增厚
,

受压

的神经根色泽苍白肿胀
,

与周围组织粘连
,

硬脊膜及神

经根受压出现有缩扎环
,

神经根移动范围缩小
,

卡压神

经根最明显的因素是椎间盘组织
、

增厚的黄韧带和增

生的小关节突
。

所有 ∃∀ 例患者均行腰椎 间盘髓核摘

除
,

黄韧带切除
,

神经根粘连松解
,

同时根据病情选择

地行全腰椎板
、

半椎板减压
、

稚板开窗术
。

如伴有侧隐

窝狭窄存在的
,

侧充分扩大侧隐窝
,

使受累的神经根完

全减压
。

减压后缩扎环消失
,

硬脊膜恢复搏动
。

术后第 二天 观察
1

腰痛症状缓 解有 ∋ 例
,

占
4

∗ 5
。

患肢麻木
、

乏力缓解仅 ! 例
,

占 &
4

∗ 5
,

∋∗ 例

患肢疼痛缓解
,

占 +
4

∗ 5
。

观察方法

∃∀ 例患者随机抽样
,

分成二组
1 6 组为服药组

,

共

& ∗ 例
,

自手术后第二天开始服药
,

每日一帖
,

煎成汤剂
,

分早晚二次内服
。

7 组为对照组 %不服药(
,

共 !∗ 例
。

6
、

7 二组病人均观察 & 周
、

! 月疗效
,
∋ 个月的症状变

化
。

方药组成
1

牛劳子 8
、

白僵蚕 馆
、

白芥子
、

炙

地龙
、

泽漆
、

炙南星
、

金雀根 ! ∗
、

丹参 ! &
、

全当归
、

生甘草 #
、

9:;牛膝 ! &
。

指导 石 仰山 石鉴玉

治疗结果

疗效评定标准
1

有效
1

全部症状消失者或患肢麻

木
、

疼痛消失
,

稍感乏力者 ) 无效
1

患肢麻木
、

乏力
、

疼痛未见明显缓解者
。

疗效分析
1

6 组麻木
、

乏力加疼痛症状共 &∗ 例
,
7

组麻木
、

乏力加疼痛症状共 ! 例
。

两组比较
1
& 周症状

消失率
,

6 组为 ∗& 5
、

7 组为 。5
,

<− 。
4

∀∗
,

! 月症状

消失率
, ,

6 组为 ∗ ∀ 5
、

7 组为 & #
4

5
,
<− ∀

4

∀ ∗
,
∋ 月

症状消失率
,

6 组为 & 5
、

7 组为 ∗∋
4

∋ 5
,

< − ∀
4

∀∗
。

说明牛劳子汤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症状的治疗

效果十分显著
。

讨 论

石氏认为风寒湿三邪外侵阻络
,

必然使气机受阻
,

气机阻滞
,

则血的运行失畅
,

凝而成痰
,

血疲也可使气

机运行失畅
,

促成痰的凝聚
。

因此石氏提出
1 “

痰夹疲

血碍气而病
” ,

是本病发生的一个重要环节
。

在临床上

可见有腰痛
、

腰腿痛
、

麻木牵制等症状
。

在手中所见到

的神经根苍白
、

水肿增粗
、

活动范围减少
,

更证明了石

氏伤科的这一观点
。

石氏伤科在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患者的治疗上
,

认为本病虽然是本虚标实
,

但在治则上应采用急则治

标
,

缓则治本
。

牛著子汤用药以豁痰透剔之品
,

再合活

血通利
,

以此疏通经络
,

则血滞痰阻无不立豁
。

本方以

牛芬子
、

白僵蚕二味药为主药
,

牛芬子具有豁痰消肿
,

通十二经络之功效
,

《本草纲 目》中谓之能散结除风
,

和

腰膝凝滞之气
)
白僵蚕有化痰散结之功效

,

《本草思辨

录》谓之有
“

治湿胜之风痰
”
的作用

,

二者配伍
,

专治

湿痰留注经络
。

甘遂
、

大戟
、

白芥子三药配伍
,

具有很

强的化痰利水之功效
,

然而甘遂
、

大戟的毒性甚强
,

故

方中以泽漆
、

金雀根二味药替之
,

而使其疗效不变 ) 白

芥子有豁利皮里膜外
,

由气血凝滞而聚积的无形之痰

的作用 ) 泽漆有利水消肿
,

化痰消癖之功效 ) 金雀根有

利水祛风之功效
,

三味药配伍加强了消退神经根水肿

的功效
。

炙南星加强了本方的化痰作用
)

丹参
、

当归有

养血活血化痕的作用
,

佐以地龙的通络作用
,

加强了本

方的活血化痪之功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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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推间盘突出症术后并发症的中药防治

江苏省泰兴市第四人民 医院 %& & ∗ ∃ ∀ ∀(

高 峰 王亚斌

我院 ! ∀ 年 , ! ∋ 年共收治腰椎间盘突出症 +∋

例
,

术后抗感染治疗的同时采用中药治疗
,

取得了较好

的疗效
。

现报道如下
。

一般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 例
,

女 ∋ ∗ 例 ) 年龄 & , # ∋ 岁 )

病程半年一 ?年 ) 突出部位 2卜 ∃ ∃ 例
,
2卜

∗ ∗& 例
,

2 ?? ! ∃ ∋

例 )行脊髓造影者 &∃ 例
,

≅ Α : Β 例
,

所有病例均作 / 0

检查
。

治疗方法

手术均采用连续硬膜外麻醉下行
“
开窗

”

或半椎板

切除突出髓核摘除术
。

无术中意外
,

术后抗感染的同时

采用中药治疗
,

拆线后结合腰背肌功能锻炼
。

术后早期

采用攻下逐癖
、

利水行气法
。

方用
“

大成汤
”
加减

。

药

物组成
1

大黄 !∀ %后下( 芒硝 !∀ %冲服 ( 苏木 !鲍 红

花 ! ∀ 当归 ! ∀ 厚朴 ! ∀ 积壳 ! ∀ 牛膝 ! ∀ 陈皮 ! ∀

木通 !∀ 泽兰 !∀ 甘草 ∗8
。

中期采用补气活血
、

通络

止痛法
。

方用
“

补阳还再汤
”

加减
。

药用黄蔑 #∀ 当归

!∀ 赤芍 ! ∀ 地龙  Χ 8 9Δ;芍 # 红花 & ∀ 桃仁 ! ∀ 牛膝

! ∀ 生地 !&
。

后期采用补肝肾
、

益气血
、

强筋骨
、

祛

风湿法
。

方用
“

独活寄生汤
”

加减
。

药用独活 ! ∀ 桑寄

生 ! ∀ 杜仲 ! ∀ 牛膝 ! ∀ 细辛 ∋ 秦充 ! ∀ 肉桂 # 获

菩 ! ∀ 9 ;芍 # 熟地 ! & 白芍 ! ∀ 党参 ! ∀ 甘草 ∗
。

治疗效果

优
1

症状和体征完全消失
,

恢复原工作
,

共 #∃ 例 )

良
1

症状和体征基本消失
,

可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
,

共

!# 例 ) 可
1

症状和体征较术前减轻
,

可恢复轻工作
,

共

∋ 例 ) 差
1

症状和体征无改变
,

无
。

所有病例均随访 &

年以上
。

讨 论

!
4

对手术后疤痕组织粘连
、

压迫的防治
1

髓核摘除

术中
,

由于手术操作粗糙
、

止血不彻底或创口引流不畅

造成血肿
、

日久血肿机化
,

硬膜外粘连及疤痕形成
,

压

迫神经
,

导致医源性腰椎管狭窄
,

症状不得改善
。

本组

病例术后早期采用攻下逐窟
、

利水行气的中药
,

可促进

血肿的吸收
、

水肿的消退
,

对术后疤痕组织粘连及神经

根水肿有一定防治作用
。

&
4

对术后椎间盘炎的防治
1

髓核摘除术中椎管内

静脉丛损伤
,

形成血肿
,

易并发椎间盘炎
,

其症状为术

后半月左右出现剧烈腰痛伴下肢放射痛
,

体温及白细

胞计数多正常
,

血沉常明显加快
。

其发生除低毒感染外

可能是自身免疫反应性无菌性炎症田
。

故早中期通过

活血化窟的药物
,

促进了血肿的吸收
,

防止血肿形成
。

后期运用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物以改善 自身免疫应答反

应
,

减轻或消除无菌性炎症而对本病有较好的疗效
。

∋
4

防治手术后复发
1

腰椎间盘突出症术后复发
、

主

要是残留的椎间盘组织经破裂的纤维环再突出或其它

间隙的椎间盘突出
。

术后由于椎间关节活动增加和椎

间压力不平衡
,

促使遗留在椎间内的髓核加快退变进

程
。

当椎间压力超出未能完全愈合的纤维环强度时
,

残

留髓核就会从原位再脱出图
。

加之术中损伤了脊柱的

后柱
,

使腰椎应力发生了改变
,

后部剩余结构可能导致

损伤
。

腰椎失去正常的节段稳定性后由于应力的转移

常导致相邻的椎间盘退变
、

突出
。

本组病例通过活血化

窟
、

强筋健骨的药物治疗加速了纤维环的修复
。

结合腰

背肌功能锻炼
,

恢复了腰背肌的肌力
,

加强了脊柱的稳

定性
,

重建其生物力学功能
,

有效防止了椎间盘的再突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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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 页 ( 川牛膝在本方中起引经药的作用
,

具有

活血通络的功效
。

因此
,

本方诸药配伍完全体现了石氏

伤科对本病的独特观点及治法
,

运用化痰祛寮法消退

神经根粘连变性期的水肿
,

缓解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术后出现的患肢麻木
、

酸痛
、

乏力等症状
,

并在临床实

践运用中
,

取得了优 良率为 & 5的良好疗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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