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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方中药促骨生配剂对骨折愈合影响的实验研究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医院

陈履平 倪 正 韩祖斌 蔡雪珠
‘

张少峰 付 魏 陈

摘要 为验证 已研制的纯 中药复方外用促骨生配剂对骨折愈合 的影响
,

新

对 只兔挠骨实验

性人工骨折后分为对照组和实验组
,

后者施行局部持续敷药
。

于各生长周期分别予摄片
、

病理及

生物力学测试
。

结果显示 周 以内作用 尚不 明显
,

周后用药组 三 项观察指标均优于或明显优

于对照组
。

提示该制剂确有利于提高骨愈合速度与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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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医学对创伤骨折的诊治积累了丰富的 天
,

以浸渍促骨生配剂 的药物棉纸为 内衬裹

经验
。

作者在中西医药理论指导下
,

经长期临 敷前肢
,

外层仍以夹板外固定
。

通过包埋于棉纸

床实践
,

于 一 年研制中药复方促骨生 内的硅胶管注射促骨 生浸 出液
,

每 日

配剂
。

为证实其疗效
,

进行了促骨生配剂对骨 次
。

分笼饲养
。

对照组石膏小夹板固定
,

不给药
。

折愈合影响的实验研究
,

取得较满意疗效
,

特 每周摄片一次
,

并在第
、 、 、

周末分

报告如下
。

批宰杀
,

立即锐性解剖出完整挠骨
,

半小时内

材料与方法 置材料试验机定速加载
,

进行弯曲破坏试验
,

同

采用体重为 一 杂交兔 只
,

雌雄 时送验病理
。

检查内容包括

不限
,

以氯胺酮 一 腹腔注射麻醉
,

病理切片 标本经 甲醛固定后脱

无菌手术暴露前肢一侧或两侧挠骨
,

在挠骨中 钙
、

染色
,

光镜下注意断端间肉芽组织
、

纤

段稍剥离骨膜
,

并用电锯造成横骨折
,

间距缺损 维组织
、

软骨骨痴和新骨增生规律
,

按主要成
。

尺骨不断
,

以支撑肢体
。

缝合小切 口
。

暂 分所占比例予病理评级
。

级 未愈合
,

断端间

予石膏小夹板固定
。

按实际参加试验的兔腿 只有肉芽组织或纤维组织 级 初步愈合
,

软

只
,

随机分为治疗组和对照组
。

治疗组术后 骨为主
,

少量新骨 级 愈合良好
,

软骨
、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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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表
农 外用药物与对照不同时期组织 合等级及 线片观启愈合等级

周数

碧燮今
线片观察愈合等级

骨各半 级 骨性愈合
,

新骨多
,

少量软骨
。

线片 据骨折断端间模糊程度
,

内外

骨痴递增量予集体评分
。

级 无骨痴
,

断端间

隙清晰
,

断端边缘稍模糊 级 出现外骨痴
,

但量少
,

断端间仍清晰 级 外骨痴量多
,

骨

折间隙模糊
,

但未消失 级 间隙不清
,

外

骨痴多
,

完全连接
。

力学测试 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匀速

加载
,

四点纯弯曲加压试验
,

测试前传感器均

予精确标定
,

测定最大承载荷重 及破坏弯矩
。

实验结果

以兼备上述三项指标完整参数者分别数据

处理
。

其中病理及 线片予卡方检验
,

四格表

精确检验法
。

病理切片观察 治疗组第 周末宰杀

的 只兔腿中有 只达病理 级
,

而对照组

同期宰杀的 只中才有 只达到 级
,

大多居

级阶段 只
。

第
、

周愈合的病理等级

亦有同样规律
。

尸 值均
,

说明药物组愈合

机制十分旺盛
,

差别极为显著
。

表
、

线片观察 略显滞后
。

治疗组第 周

末宰杀的 只腿中有 只达 级
,

而对照组宰

杀 只仅有 只达 级
,

级 为 。 尸

。

第 周 线片中用药组 只
,

只达

级
,

然对照组处死 只腿中仅有 只达到

级 ,尸
。

用药腿的愈合质量明显高于

对照侧
。

但第 周情况 线片对比两组间差别

不大
,

而病理结果治疗组反而不如对照组 表
、 。

农 外用药物组与对照组不同时期病理切片及 线片观察

,

裹 免挠骨骨折意合不同时期有曲试验 大旅荷双侧比较

治疗组 对照组

周

数

组织学愈合等级 线片愈合等级

治疗组

小计

对照组

小计

治疗组

小计

对照组
, 小计

五一一一之一 鱼一 些 复 多 二爪东 ⋯二 一艳
川

力学测试结果 只力学测试动物
,

于

第 周处死的药物组其弯曲试验最大承载力平

均达
,

对照组为
,

第
、

周用

药组承载增至
,

而对照组仅仅
,

经

配对比较 检验
,

结果分别为 尸 及 尸

。 。 。 。

,

讨 论

疗效分析 本实验骨折后第 周骨愈

合情况并不理想
,

探究原因是否为在骨折血肿

形成期
,

参与骨折修复的各种细胞组织均开始

活跃
,

但由于促骨生配剂的刺激作用促使造血

系统细胞过度活跃
,

以至骨折端积聚的炎症细

胞中单核细胞与巨噬细胞成分大量增多
,

再由

单核细胞分化
、

融合成破骨细胞的机能旺盛
,

乃

至破骨作用大为增强所致
。

此外
,

术后第 夭

伤 口 尚未愈合
,

外敷药中的酒精势必直接渗入

伤 口 内造成充血过度
,

影响骨愈合
。

实验性骨折后 周
,

外用药物组情况大为

改观
,

骨愈合机能产生突变
,

三项观察指标均

明显优于对照组 表 一
,

连接骨痴形成质量

与速度均发生飞跃
。

提示促骨生配剂在骨折进

入修复阶段发挥明显作用
,

线片内外骨痴增

多
,

病理切片骨组织成分多于软骨成分
。

用药

组骨质强度 比对照组明显增强
,

其中弯曲试验

最大载荷平均增加 尸 ,

值呈正态

分布
。

生物力学性能相应增加
。

一 周骨愈合作用稳步上升
,

愈合速度增

加幅度变慢
,

此期用药组宰杀前活动表现 已和

正常兔相似
,

兔腿骨性骨痴占绝对优势 图
。

药理探讨 骨折修复早期
,

机化的血肿

内新生毛细血管和成纤维细胞出现
,

形成肉芽

组织
。

成纤维细胞产生大量胶原纤维
,

把骨折

端包裹起来
,

形成纤维骨痴
,

暂时固定骨端
。

日

后经此内骨痴的钙化形成骨组织
。

第二
,

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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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圈

一 周数

图 各周期组织学愈合等级的构成

膜生发层和骨内膜均存在骨祖细胞和血管
,

此

为形成外骨痴的基础
。

一般规律骨祖细胞增殖

较快
,

而毛细血管增生较慢
,

因此在远离骨表

面部位因血供差而分化为软骨细胞
,

形成软骨

骨痴
。

然贴近骨干处因血循较佳
,

则骨祖细胞

优先分化为成骨细胞
,

形成骨性骨痴
。

一旦骨

性骨痴堆积速度快
、

数量多
,

则骨愈合质量明

显提高
。

可见促骨生配剂力主加速血供恢复
,

为

治疗之关键所在
。

中医理论认为骨折初期血脉受伤
,

痕血留

滞
,

痕血不去
,

则新血不生
。

由于
“

恶血留内
,

经络受阻 ” 故应予活血化痪为先
。

《灵枢
·

本

脏篇 》云 “

血和则经脉流行
,

营复阴阳
,

筋骨

劲强关节清利矣
。 ”

说明筋骨功能的恢复完全依

赖血的濡养阁
。

反之
,

清
·

陈士铎断言
“

血不

和则癖不去
,

疲不去则骨不能接
。 ”

促骨生配剂

中重用当归
、

丹参
、

苏木
、

桃仁等可起活血祛

察
,

和血补血作用
,

以达舒筋活络
、

宣通气血
、

消除凝滞之功
。

在活血化疲基础上再助以理气
,

气行则血行
,

可望改善气滞血癖现象
,

亦即让

损伤造成体内紊乱恢复平衡
。

如制剂中木香
、

甘

松等品理气止痛
,

散疲生新
,

气促血运
,

进入

良性循环
。

软骨骨痴减少而骨性骨痴大量产生
,

骨愈合过程加速
。

然
“

骨伤必内动于肾
,

筋伤内动于肝
,

肾

不生髓则不能养骨
,

血不濡筋
,

则筋松而不束

骨
, ” 均能导致骨质软弱

,

骨折愈合延缓
。

故第

二阶段
,

促骨生配剂择怀牛膝
、

续断
、

骨碎补

补益肝肾
,

接骨强筋
,

促进肉芽修补
。

经

周的持续敷药
,

优良效果可充分显示
。

剂型选择 促骨生配剂具有显著活血
、

化疲
、

止痛作用
。

然而在 周内并未见显示疗

效
,

分析原因其剂型为酒精浸出液
,

又佐以皮

肤渗透促进剂
,

药物内渗造成对软组织的过度

刺激
。

兔肢骨折后 天
,

形成以
“

充血
”
为主

的第一个血容量高峰
,

骨折后 天系 “
血管增

殖
”
为特征的第二个血容量高峰闭

。

此阶段用药

过猛
,

酒精内渗
,

如火如茶
,

反招致炎症过程

剧烈
,

破骨作用炽盛于成骨
。

不如改变剂型为

细粉状散剂
,

暂免去皮肤增吸剂
,

均匀粘载于

棉织物中外敷
,

以平抑此期强烈刺激
,

全身辅

以丹参等药物活化毛细血管床的调节疏导作

用
,

以避免创伤后两次局部充血反应
,

使充血

减缓并略微推迟软组织新生血管增殖出现时

限
,

迅速渡过创伤炎症期
,

以确保
“

化察
” 之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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