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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实验用健康雄性家兔 & 只
,

以直接撞击法造成左胫骨中段闭合性骨折
,

并将动物随机均

分为三组
∋

实验组外毅消癖袂骨散 , 药物对照组外数七厘散 ( 空 白对 照组 不用任何药物
。

骨折后
、

∀
、

#
、

) 周
,

分别经耳缘静脉或膝外侧静脉抽血
,

行血脚性碑酸畴 !∗ +, % 活性及血钙
、

碑含贵检查
,

观

察消瘾接骨散对骨折愈合 的影响
。

实验结果 显示
∋

消瘫接骨散能 够增加血 ∗ + , 活性
、

降低血钙
、

升高

血碑和钙碑乘积
,

从而说明消瘾接骨散具有促进骨折愈合 的作用
,

而且作 用强于七厘散
。

关钮词 消瘾接骨散 骨折愈合 血液化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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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癖接骨散是丁愕根据多年临床经验研制 定在动物试验架上
,

剪去左后肢小腿兔毛
,

在

而成的治疗软组织损伤和骨折的外用中药复方 牵 引下把左小腿置于 两块长宽适 当
、

厚 约

制剂
,

具有镇痛
、

消肿和促进骨折愈合的作用
。  

≅Ω Θ 木板上
,

使小腿中段位于长约 #Ω Θ 的两

为 了探讨该药对骨折愈合的作用
,

本实验采用 板间隙
,

纱布覆盖小腿中段以免损伤皮肤
,

另

家兔实验性闭合骨折
,

观察消痕接骨散在骨折 把两块长约 & ∃Ω Θ
,

宽约 ≅Ω Θ 的薄木制挡板垂

愈合过程中对血碱性磷酸酶 !∗ + ,% 活性及钙 直置于小腿中上及中下段交界处
,

以免损伤
。

用

磷代谢的影响
。

重 ∀ &馆
、

厚度约 Υ Θ 牵引论从两挡板 间以

材料与方法 ) &Ω Θ 高处垂直向下冲去
,

造成左胫骨中段闭合
 

实验动物
∋

健康新西兰雄性家兔 & 只
,

性骨折
。

体重 ∀一 ∀
 

∀ &Υ Φ
,

由安徽中医学院动物室提供
。

!∀% 动物分组及处理方法
∋

将造模后动物

∀
 

实验药品
∋

消疲接骨散为本院制剂室 自 随机分三组
,

每组 & 只
,

即
∋

实验组
,

局部外

制中药外用散剂
,

主要由川芍
、

生没药
、

生乳 敷消痕接骨散
,

每次取药 & !相当于 生药

香
、

三七
、

桂皮
、

草羞
、

公丁香
、

五加皮
、

白 & %
,

加适量蜂蜜调成糊状
,

敷于骨折处周围
,

芷
、

生南星
、

冰片等组成
。

七厘散由福建厦门 上下约 )Ω Θ
,

每 # 夭更换 次
(
药物对照组

,

局

中药厂生产
。

部外敷七厘散
,

每次取药 &
,

用适量白酒调成

#
 

实验方法
∋

! % 造模方法山
∋

将家兔固 糊状
,

敷法同实验组
( 空 白对照组

,

不用任何



药物
。

两用药组复位后牵引下敷药
,

纸棉包绕
,

∃
 

∃ & %
,

其中 ∀ 周时药物对照组亦明显低于空白

小夹板
、

绷带包扎固定
。

空 白对照组复位后直 对照组 !尸Ψ ∃
 

∃ & %
。

说明消察接骨散具有比七

接用纸棉包绕
,

小夹板
、

绷带包扎固定
。

实验 厘散更强的降低血钙含量的作用
。

期间注意调整夹板松紧度
,

尤其在损伤 Β 周以 #
 

对血磷的影响
∋

造模前测正常家兔血磷

内
,

以防发生肢端缺血坏死或夹板松动等现象
。

含量为
 

) 士 ∃
 

∀ ∃ Θ Θ 3Β Ζ Μ
。

从表 # 可以看出
,

!# % 血生化检查
∋

分别于造模前和造模后 骨折后 周三组血磷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

三
、

∀
、

#
、

) 周经耳缘静脉或膝外侧静脉取血
,

行 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Χ 一 ∃
 

# , 尸[ ∃
 

∃ & % ( 骨折

血 ∗ + , 及钙
、

磷检查
。

由本院生化室完成
。

后 ∀ 周时实验组血磷显著升高
,

明显高于另两

实验结果 组 !尸Ψ ∃
 

∃ % ( # 周时三组血磷均有升高
,

实验
 

对血 ∗ + , 的影响
∋

造模前测正常家兔 组和药物对照组均明显高于空 白对照组 !尸Ψ

血 ∗ + , 活性为 ∴ ]
 

& 士 ∀
 

∴ 金 氏 8Ζ ϑ
9 。

从表 ∃
 

∃ % ( ) 周时三组血磷继续升高
,

但程度不同
,

可以看出
,

骨折后 ) 周 内三组血 ∗ + , 活性均有 组间比较无差异 !Χ 一 #
 

∀⊥
,

, [ ∃
 

∃ & %
。

提示消

不同程度的升高
,

两用药组高于空 白对照组
,

其 痕接骨散具有 比七厘散更强的促进血磷含量升

中前 ∀ 周三组 之 间无 明显差 异 !Χ 一 ∃
 

∀ 或 高的作用
。

 

⊥∴
,

尸[ ∃
 

∃ & % (
骨折后 # 周时实验组达到高 )

 

对血钙磷乘积的影响
∋

根据血钙
、

磷含

峰
,

明显高于另两组 !尸Ψ ∃
 

∃ &% (
骨折后 ) 周 量计 算

,

正 常家 兔血 钙 磷 乘 积为 #
 

&⊥ 士

时药物对照组达到高峰与实验组无差异 !, [ ∃
 

)) Θ Θ 3Β Ζ Μ
。

从表 ) 可以看出
,

骨折后 周三

∃
 

∃& %
,

两用药组明显高于空白组 !, Ψ ∃
 

∃ & %
。

组钙磷乘积均升高
,

三组之间无明显差异 !Χ 一

) 周内空白组未出现高峰
,

实验组高峰比药物
 

&∴ 尸[ ∃
 

∃ & % (
骨折后 ∀ 周实验组钙磷乘积

对照组提前 周 出现
。

提示消痕接骨散和七厘 达到高峰
,

明显高于药物对照组 !尸Ψ ∃
 

∃ % (
骨

散均能增加血 ∗ + , 活性
,

消疲接骨散强于七 折后 # 周时药物对照组达到高峰
,

实验组和药

厘散
。

物对照组均明显高于 空白对照组 !尸Ψ ∃
 

∃ &% (

∀
 

对血钙的影响
∋

造模前测正常家兔血钙 骨折后 ) 周时两用药组下降
,

空白对照组升高
,

含量为 ∀
 

&) 士 ∃
 

# Θ Θ 3Β Ζ Μ
。

从表 ∀ 可以看出
,

三组无明显差异 !Χ 一
 

⊥
,

尸[ ∃
 

∃ & %
。

骨折后

骨折后 周三组血钙均不同程度升高
,

实验组 ) 周内空白对照组未出现高峰
。

说明消疲接骨

明显高于另两组 !尸Ψ ∃
 

∃& 或 尸Ψ ∃
 

∃ % (
骨折 散能够升高血钙磷乘积

,

使其峰值比七厘散提

后 ∀
、

#
、

) 周实验组血钙逐渐下降
,

明显低于 前 周出现
。

药物对照组和 空白对照组 !尸 Ψ ∃ ∃ 或 尸 Ψ

表 三组动物血 ∗ + , 活性比较 !叉士 ; % !单位
∋

金氏 8Ζ Μ %

周 ∀ 周 # 周 ) 周

实验组 !∗ % ∃ )
 

⊥土 ∀ ∴
 

# # ∃
 

∀ 士
 

) # ]
 

∀ 士
 

# _ △ # ∃
 

) 士 ∀
 

∃△

 

药物对照组 != %
 

∀士 ∀ ∀
 

#
 

⊥ 士 ]
 

⊥ ∃ ]
 

# 士 ∴
 

⊥ #
 

] 士 ⊥
 

)
’

空白对照组 !Ι % ]
 

⊥士 ∀ ⊥
 

⊥ ∀
 

#士 ⊥
 

& ∃ ∀
,

]士
 

& ]
 

士 ⊥
·

∴

注 ∗ 与 = 比
∋ _ 尸Ψ 。

 

∃&
( ∗ 与 Ι 比

∋

△ 尸Ψ 。
 

∃&
( = 与 Ι 比

∋ , 尸Ψ ∃
 

∃&
。

表 ∀ 三组动物血钙含量 比较 !叉士;% !单位
∋

Θ Θ 3Β Ζ Μ %

周 ∀ 周 # 周 ) 周

实验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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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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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 3
·

∴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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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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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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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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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与 = 比
∋

_ 尸Ψ ∃
 

∃&
,

_ _ 尸Ψ ∃
 

∃ ( ∗ 与 Ι 比
∋

△尸Ψ ∃
 

∃&
,

△△尸Ψ 。
 

∃ ( = 与 Ι 比
∋ ,

尸Ψ 。
 

∃&
, 二 二 尸Ψ ∃

 

∃
。

表 #
、

) 同此
。

表 # 三组动物血磷含量 比较 !叉士 ;% !单位
∋

Θ Θ 3Β Ζ Μ %

周 ∀ 周 # 周 )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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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三组动物血钙磷乘积比较 !叉士;% !单位
∋

Θ Θ 3Β Ζ Μ %

周 ∀ 周 # 周 ) 周

实验组 !∗ %

药物对照组 != %

空白对照组 !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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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论
 

消疲接骨散的组方依据
∋

骨血供是骨折

愈合的必要条件
,

骨血供破坏必然影响骨折愈

合
〔∀〕。 ,

活血化癖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

改善

骨血供
,

为骨折愈合创立 良好的环境
。

消疲接

骨散就是选用活血化痕和温经通络的药物组方

而成
。

方中川芍
、

生乳香
、

生没药
、

三七行气

活血化察
,

消肿止痛
(
桂皮

、

革差
、

公丁香
、

五

加皮
、

白芷温经通络止痛
,

并助活血化癖之力
(

生南星外敷专治跌打损伤
(
冰片芳香透络引诸

药直达病所
。

∀
 

消癖接骨散对血 ∗ + , 的影响
∋

现 已证

实成骨细胞有 ∗ + , 存在
,

其分泌出来的 ∗ + ,

渗入血液
,

使血 ∗ + , 明显增加
,

可作为代表骨

重建的活跃性改变和成骨细胞活动性增加的指

征
,

即可作为一项观察骨折愈合的指标
〔#〕。

实验

证明消痕接骨散能够增加血 ∗ + , 活性
,

说明

它能够促进成骨细胞的活动
,

加速骨折愈合
。

#
 

消癖接骨散对血钙
、

磷的影响
∋

血中钙

磷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系统
,

经常维持平衡
,

血

中的钙磷与骨中的钙磷亦维持动态平衡
,

即成

骨作用 !钙盐在骨 中沉积 % 和溶骨作用 !骨中

钙盐溶解 % 的正常进行是维持血中钙磷含量稳

定的重要环节
。

反之
,

血中钙磷含量的高低又

直接影响骨的钙化与溶解
,

它们是相互影响
,

互

相制约的
,

并受
,

∀ & !Γ Ε %
∀
一 ⎯

、 、

甲状旁腺

素及降钙素等的调节和控制
〔幻

。

血中钙磷相互

作用
,

钙磷乘积维持在一定水平
,

超过一定限

度
,

则体液中的钙和磷就在骨的有机质中先形

成胶体的磷酸钙
,

再沉淀为骨盐
以〕。

也就是说钙

磷乘积的升高
,

有利于钙盐的沉积
。

从实验结

果分析
,

骨折后 周三组动物血钙均有不同程

度的升高
,

实验组尤甚
,

这是骨折早期破骨细

胞活动较活跃
,

对骨折端进行溶骨作用
,

放钙

入血所致
,

消疲接骨散可能促进了这种作用
。

实

验组由于血钙迅速升高
,

引起甲状腺分泌降钙

素增加
,

促进成骨细胞活动
,

增加钙盐沉积
,

降

低血钙
。

血钙升高
,

对应血磷降低
(
血钙降低

,

对应血磷升高
’

。

实验组随着血钙降低
,

血磷升

高
,

钙磷乘积在骨折后 ∀ 周即达到高峰
,

又刺

激甲状腺分泌降钙素而促进成骨活动
,

降低血

钙
。

从总的趋势看
,

消疲接骨散能够降低血钙
,

升高血磷
,

使钙磷乘积高峰提前出现
,

促进钙

盐沉积
,

有利于骨折愈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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