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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膝骨关节炎属于骨科临床中常见骨关节疾病，相关调查

显示，该病发病率高达 �����。而发病与关节软骨组织退变

相关，发病后随着患病时间延长，会严重影响其关节功能和

生活治疗量。因此，为降低疾病引发的不适，应选择科学方

式对治疗患者病情 ���。本次研究将笔者所在医院收治的 ���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作为观察对象，分组后使用不同方式治疗，

重点分析温针灸疗法应用疗效，具体分析如下。

2�资料及方法

2.1�一般资料

本次研究中以笔者所在医院 ����年 �月至 ����年 �月

收治的 ���例膝骨关节炎患者为治疗对象，使用随机数字表

法将全部患者纳入对照组（Q＝ ��）和观察组（Q＝ ��）。

对照组：男 ��例，女 ��例，年龄 ��a�� 岁，平均年龄

（����±����）岁，病程时间 �a��年，平均病程（����±����）

年。观察组：男 ��例，女 ��例，年龄 ��a��岁，平均年龄

（�����±����）岁，病程时间 �a��年，平均病程（����±����）

年。对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统计分析，�＞ ����。

2.2�方法

对照组：常规针刺治疗。具体措施：取患者足三里、三

�OLQLFDO�2EVHUYDWLRQ�RI�:DUP��FXSXQFWXUH�RQ��QHH�2VWHRDU�
WKULWLV�LQ�WKH��DQLFXODU��D�V

�DQ��XDQJ

6KDQJKDL�%DRVKDQ��LVWULFW�<XHSX�7RZQ�6KHQJTLDR�&RPPXQLW��+HDOWK�6HUYLFH�&HQWHU��6KDQJKDL����������&KLQD

�EVWUDFW
2EMHFWLYH��7R�REVHUYH�WKH�FOLQLFDO�HIIHFW�RI�ZDUP�DFXSXQFWXUH�LQ�WUHDWLQJ�NQHH�RVWHRDUWKULWLV� LQ�WKH�FDQLFXODU�GD�V���HWKRGV��7R�WUHDW�
����FDVHV�RI�NQHH�RVWHRDUWKULWLV�SDWLHQWV�DV�WKH�WUHDWPHQW�REMHFW��DOO�SDWLHQWV�UDQGRPO��LQFOXGHG�LQWR�WKH�FRQWURO�JURXS��HDFK�JURXS�LV�
���FDVHV��FRQWURO�JURXS�SDWLHQWV�JLYH�URXWLQH�DFXSXQFWXUH�WUHDWPHQW��REVHUYDWLRQ�JURXS�JLYH�ZDUP�DFXSXQFWXUH� WUHDWPHQW��FRPSDUH�
WUHDWPHQW�EHWZHHQ�WZR�SDWLHQWV�ZLWK�WUDGLWLRQDO�&KLQHVH�PHGLFLQH�V�QGURPH�LQWHJUDO�� MRLQW�IXQFWLRQ��MRLQW�VHYHULW��DQG�SDLQ�VFRUH��DQG�
FOLQLFDO�WUHDWPHQW�LV�DOZD�V�HIIHFWLYH���HVXOWV��%HWZHHQ�7&0�V�QGURPH�SRLQWV��MRLQW�IXQFWLRQ��MRLQW�VHYHULW��DQG�SDLQ�VFRUH��QRQH�ZHUH�
signi�cantly�different�before�treatment�(�＞ 0.05),�and�the�treatment�score�was�signi�cantly�better�than�the�two�groups�compared�with�
WKH�REVHUYDWLRQ�JURXS��3＜ 0.05).Overall�treatment�ef�ciency�was�compared�between�the�two�groups,�with�observation�(96.15%)�higher�
than�control�(84.62%)�and�signi�cant�differences�between�groups�(P ＜ ��������RQFOXVLRQ��:DUP�DFXSXQFWXUH�DQG�PR[LEXVWLRQ�FDQ�
DFKLHYH�LGHDO�WKHUDSHXWLF�HIIHFW�RQ�SDWLHQWV�ZLWK�NQHH�RVWHRDUWKULWLV�LQ�FDQLFXODU�GD�V�

�H�ZRUGV
FDQLFXODU�GD�V��ZDUP�DFXSXQFWXUH��RVWHRDUWKULWLV�RI�WKH�NQ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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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观察三伏天温针灸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临床效果。方法：以收治的���例膝骨关节炎患者为治疗对象，全部患者随机纳入
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均为��例，对照组患者给予常规针刺治疗，观察组给予温针灸治疗，比较治疗前后两组患者中医症候
积分、关节功能、关节严重程度和疼痛评分，以及临床治疗总有效率。结果：两组中医症候积分、关节功能、关节严重程度
以及疼痛评分比较，治疗前各项指标评分均无明显差异（�＞����），治疗治评分均显著改善，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指标明显
优于对照组（�＜����）。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高于对照组（������），组间差异明显（�＜����）。
结论：在三伏天对膝骨关节炎患者使用温针灸治疗，可取得较为理想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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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交、血海、阳陵泉、犊鼻、内膝眼、梁丘以及阿是穴，以

平补平泻法进行针刺。患者维持仰卧位，并保持屈膝，对其

膝关节进行垫高处理，以患者舒适度位移，对针刺位置皮肤

进行常规消毒后，使用选择佳辰牌无菌针灸针（生产厂家：

吴江市佳辰针灸器械有限公司，型号：���×��PP）进行针刺，

得气后留针 ��PLQ。�次 �G，治疗 �周。

观察组：给予温针灸治疗。具体措施：患者保持仰卧位，

膝部微曲并放松。取外膝眼穴、内膝眼穴、鹤顶穴、血海穴、

足三里穴，以及阴、阳陵泉穴，对穿刺处常规消毒。同样选

择佳辰牌无菌针灸针慢慢刺穴，针刺深度控制在 �寸，使用

提插捻转手法，得气后留针 ��PLQ。并使用清艾条进行悬灸，

点燃清艾条，直径控制在 �FP，将其插入针柄上。以患者无

微发热且无灼热感为宜，间隔几分钟抖灰一次，艾条完全燃

烧后停止悬灸，�次 �G，共治疗 �周。

2.3�观察指标

①中医症候积分：按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进行

评分，满分 ��分，评分越低患者症状越轻。

②关节功能：采用西安大略麦马斯特大学骨性关节炎指

数（:20�&），以患侧关节疼痛、僵硬、生活难度为评估指标，

分数越低膝关节功能恢复越好。

③关节严重程度：使用膝骨性关节炎严重性指数

（/HTXHVQH）进行评价，评分越高的治疗方式对患者病情改

善越理想。

④疼痛评分：使用疼痛视觉模拟评分表（9�6），总分

为 ��分，分值越低对疼痛感知越明显，肢体功能恢复越好。

2.4�疗效判定

临床疗效根据《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确定。显效：

膝骨关节炎不适症状消失，关节活动恢复正常；有效：膝骨

关节炎症状基本消失，关节活动受限；无效：与上述标准不符。

总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 �总例数×����。

2.5�统计学方法

采用 6366�����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计数资料分别采

用 W和 ��检验法，�＜ ����表明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结果

3.1�两组中医症候积分、WOMAC评分、Lysholm评

分和 VAS 评分比较

治疗前组间各项对应指标不存在显著统计学差异（�＞

����），治疗后均显著改善，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指标明显

优于对照组（�＜ ����），详见表 �。

3.2�两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

观察组治疗总有效率为 ������明显高于对照组的

������，两组差异显著（�＜ ����），详见表 �。

表1�两组中医症候积分、WOMAC、Lysholm和VAS评分比较（ �
±s，分）

组别 时间
中医症

候积分
:20�& /�VKROP 9�6

观察组

�Q＝ ���

治疗前 �����±���� �����±���� �����±���� ����±����

治疗后 ����±����� �����±����� �����±����� ����±�����

对照组

�Q＝ ���

治疗前 �����±���� �����±���� �����±���� ����±����

治疗后 ����±����� �����±����� �����±����� ����±�����

两组治疗前（W�3） ������ ������ ������ ������

两组治疗后（W�3） ������ ������ ������ ������

注：与治疗前相比，��＜ ����。

表 2�两组患者治疗总有效率比较（n,%）

组别 例数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观察组 �� ��（�����） ��（�����） �（����）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4�讨论

膝骨关节炎是临床中常见骨性慢性疾病，该病患者发病

后会出现疼痛、肿胀和活动受限等问题，会对患者关节功能

和生活质量产生一定影响。针对此类疾病进行治疗中，以针

灸方式为主，但不同针灸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存在一定差异，

为保证治疗效果，应对治疗方式进行选择 ���。以往治疗中以

常规针灸方式为主，能够起到一定治疗效果，但对患者膝关

节作用效果有限。有关研究表明，对膝骨关节炎患者使用温

针灸疗法进行治疗，可取得确切治疗效果 ���。

本次治疗研究结果显示，治疗前两组中医症候积分、

:20�&、/�VKROP和 9�6评分差异不明显（�＞ ����），

治疗后评分优于治疗前，两组相比，观察组各项指标评分

明显更优，组间评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两

组治疗总有效率比较，观察组为 ������显著高于对照组的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研究结果显示，

在对膝骨关节炎患者进行治疗中，相比于常规针灸治疗方式，

采用温针灸对患者进行治疗，利于改善患者疼痛等症状，减

轻患者不适感，并且可以帮助患者快速恢复膝关节功能，可

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5�结语

综上所述，将常规针灸方式应用于膝骨关节炎患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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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取得治疗效果有限，与之相比，采用温针灸疗法，能够

强化对患者关节功能改善效果，并改善穷疼痛等症状，相比

于常规针灸方式，可提升临床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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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争的过程中不断的摸索、实践、完善形成的一门医药学，

有着鲜明的民族医学特色，具有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和独特

的疗效，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维吾尔医

学以调理、成熟和清除异常体液、消除炎症、消除并发症为

基本原则，采取调理疗法、内服药物疗法、清血、消炎、止痛、

外用疗法和非药物疗法等综合治疗方法，达到缓解症状、

治疗骨折的目的 ���。

本次研究中，选择维吾尔医学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患者的满意度较高，且 9�6疼痛评分、6)��生命质量评分、

影像学评价、功能恢复测定评分表以及最终总和评价为优的

人数众多。由此可见，维吾尔医学对胫骨骨折患者采用分期

治疗的方案能够加速患者的骨性愈合，保障患者的生活质量。

维吾尔医学常采用分期治疗，早期以活血化瘀为主，因

损伤早期产生败血及瘀血停于体内，瘀血如不去除，新鲜血

液则无法生成；中期以接骨续筋为主，中期瘀血已去，新血

生且充盈，是骨折愈合、筋肉生长的重要时期；后期以补益

肝肾为主，骨生长，筋已复，需肝肾精气源补充，方能供应

筋骨生长的营养需要。

5�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交通事故发生率的升高，胫腓骨骨折病

人呈逐年上升趋势。因为小腿解剖结构比较特殊，当发生骨

折后，室内压增高，局部微循环障碍，软组织供血受到影响，

如处理不当，在治疗过程中极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危害到患

者的安全。维吾尔医疗法利用内服药物疗法以及非药物疗法

等方法，有助于促进患者骨性愈合。因此，在临床治疗中值

得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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