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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风湿关节炎属中医痹证范畴*其发病原因很多#主要是

因身体虚弱#风寒湿热等外邪乘虚侵袭#内客经络骨节#久留不

去#痹阻气血而成*

$

!

病因病机

类风湿关节炎属中医痹证范畴*痹#即痹阻不通.

6

/

*痹证

是指人体体表(经络因感受风(寒(湿(热等引起的以肢体关节

及肌肉酸痛(麻木(重着(屈伸不利#甚或关节肿大(灼热等为主

症的一类病证*临床上有渐进性或反复发作性的特点*主要

病机是气血痹阻不通#筋脉关节失于濡养所致*本病与外感风

寒湿热之邪和人体正气不足有关*风(寒(湿等邪气#在人体卫

气虚弱时容易侵入人体而致病*若身体阳盛或阴虚火旺#复感

风寒湿邪#邪从热化或感受热邪#留注关节#则为热痹*总之#

风寒湿热之邪侵入机体#痹阻关节肌肉筋络#导致气血闭阻不

通#产生本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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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床表现

主要症状为关节肌肉疼痛#屈伸不利*若疼痛游走#痛无

定处#时见恶风发热#舌淡(苔薄白#脉浮#为行痹$风痹%)疼痛

较剧#痛有定处#遇寒痛增#得热痛减#局部皮色不红#触之不

热#苔薄白#脉弦紧#为痛痹$寒痹%)若肢体关节酸痛重着不移#

或有肿胀#肌肤麻木不仁#阴雨天加重或发作#苔白腻#脉濡缓#

为着痹$湿痹%)关节疼痛#局部灼热红肿#痛不可触#关节活动

不利#可累及多个关节#伴有发热#恶风#口渴#烦闷#苔黄燥#脉

滑数#为热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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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及辨证标准

类风湿关节炎的现代医学诊断标准参照美国风湿病学会

6(U9

年修订的标准#其关节功能分级标准参照0现代风湿病

学1的标准)中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的

0中药新药治疗痹病的临床指导原则1中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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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原则

作者认为#本病之初#关节尚未肿大#可按一般痹证辨治)

若关节肿大疼痛一旦形成#则应从痰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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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关节肿大疼痛

多属有形之邪留滞其间#痰浊(水饮(淤血皆其类也#类风湿之

关节肿大#或为梭形肿大#如指关节病变)或为漫肿凸起一块#

如脘踝关节病变#然其并无骨质增生#但有关节腔水肿或软组

织增生*况其肿胀可反复发作#其为痰饮甚明*此皆因外邪久

留#经络闭阻#致气血津液停滞而为痰为饮#此等痰饮生于经络

之中#留于关节之内#徒以健脾燥湿化痰亦不能速去*当治以

涤痰通络之法#选用性滑利善走蹿之品#组成开窍通关之猛剂#

以涤除骨节间之留痰浊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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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方药

28$

!

五子涤痰汤#即三子养亲汤加冬瓜子(皂角子而成*方用

苏子
6#

H

#白芥子
!

H

#莱菔子
6#

H

#冬瓜子
6#

H

#皂角子
!

H

$或

用皂角代皂角子亦可%*

28/

!

若病在早期#表现为四肢关节游走性疼痛#关节无肿胀#

或略显微肿#其痛忽作忽止#倏忽往来者#皆是痰饮流注欲作窠

穴之象#治宜祛风胜湿通络剂中加入三子养亲汤#以祛除经络

中流痰#方用大豆卷
6#

H

#秦艽
6#

H

#威灵仙
6#

H

#丝瓜络
6#

H

#

桑枝
6#

H

#苏子
6#

H

#莱菔子
6#

H

#白芥子
!

H

*方中白芥子量

虽小#却是重要的引经药#因其性通利透达#善祛皮里膜外之

痰#走于经络之中#故为必用之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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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其病已成#四肢关节肿胀明显#疼痛较剧#触之痛甚#此

为痰饮留蓄于骨节间#已成窠穴之势*舌苔白腻水滑#脉象沉

细滑或濡滑皆是痰饮深伏之象*此时痰饮聚于骨节#聚成窠

穴#难以速去#三子养亲汤已力所不及#可用五子涤痰汤加味*

方用苏子
6#

H

#莱菔子
6#

H

#白芥子
!

H

#冬瓜子
6#

H

#皂角
!

H

#

海风藤
6#

H

#络石藤
6#

H

#天仙藤
6#

H

#丝瓜络
6#

H

#桑枝
6#

H

*

方中五子合用#善能涤除骨节间痰饮湿浊#合以三藤及桑枝(丝

瓜络#更能通利经络#祛风胜湿#则痰饮不致复留为患*方中皂

角一味甚为重要#其味辛辣猛烈#走窜力强#善开窍通关涤痰除

垢#与白芥子协力#领诸药直达痰饮窠穴#而奏涤痰消肿之功*

281

!

若证见关节肿胀迅速增加#疼痛剧烈#手不可近#是痰饮

之势猖獗#非峻剂无以遏其势#宜用上方合控涎丹#装胶囊吞服

%

"

$

粒#服后泻下痰水样便#即收肿消痛止之效*

282

!

若证属阳气衰微#寒痰凝滞#浸肿作痛#屈伸不利#六脉沉

微#舌淡苔水滑#面色
#

白#形寒畏冷#是阳衰不能温化所致#宜

上方合三淡汤#即淡干姜(淡附片(淡吴萸各
!

H

#重者各用
6#

H

#以温阳逐饮*

28)

!

若肾阳不足#虚弱症现#伴见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头晕耳

鸣#腰以下冷感明显#舌淡胖大#苔白且润#脉沉弱无力者#可于

方中加入杜仲
6#

H

#川续断
6#

H

#补骨脂
6#

H

#以补肾壮骨*

28.

!

病至晚期#症见关节肿大变形#周围肌肉萎缩#屈伸不利#

运动受限*此属痰淤互结#治疗较为棘手*治宜涤痰化淤并

举#上方加人参补阳还五汤意#加生黄芪
$#

H

#炒地龙
6#

H

#再

酌用乳香(没药(桃仁(红花(赤芍(当归(川芎(茜草等化淤之

品*或为丸服#以图缓解*

根据作者体会#使用祛痰法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收效较佳#

不过#在临床上一定要结合实际#要求患者注意饮食清淡#督促

患者加强患部功能锻炼和走路运动#避免寒冷刺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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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科是医院重要的医技科室#也是医院感染管理的重要

环节*检验人员所处环境的特殊#长期接触具有潜在危险性的

各种未知病原体标本#这些标本含有大量病原微生物#可能是

细菌(病毒(螺旋体等病原体的传播载体.

6

/

*检验人员面临着

严峻的职业暴露的危险*因此#提高认识#加强检验人员自我

保护#认真处理医疗废物#重视检验人员生物安全防护尤其

重要*

$

!

检验人员常见的职业暴露因素

$8$

!

主观因素
!

一直以来#很多检验人员只重视业务学习#对

医院感染认识不足#自身安全防护意识差*认为实验室工作不

与患者接触#只要做好污染物的消毒工作就行了#在工作中不

遵守检验操作规程和规章制度#在接触临床标本时#不穿工作

衣#不戴工作帽(口罩(手套和防护镜#用污染的手填写资料#接

听电话#触摸身体#甚至在污染区存放食品#化妆#抽烟#进食

等#这些都将会给自身的安全带来潜在感染的隐患*

$8/

!

客观因素
!

检验人员在工作中如离心(剧烈振荡(混匀(

清洗反应板(灼烧接种环时产生气溶胶#试管吸管的破裂或倾

倒#血液(体液外溢或溅出#造成体表(空气(地面(操作台的污

染#检测时仪器(器皿被污染#在清洗处理废弃标本时个人防护

不到位#这些均可使具有传染性的微生物进入人体导致医源性

感染的可能*

$8'

!

检验科防护设施不全
!

许多实验室的区域设置不合理#

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未分开#实验室通风条件差#缺乏流

动洗手设备(烘手机(洗眼器(洗手液#未配备紫外线灯(高压灭

菌器(生物安全柜#致使感染的机会增大*

$81

!

缺乏预防感染的安全管理措施
!

许多实验室有文件有制

度#但对实验室标准化操作程序(标本管理制度(消毒及清洁制

度(实验室进出制度(医疗废物处理制度等缺乏具体的规定#对

实验室进修人员(实习生及清洁工人未做好上岗前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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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员的生物安全防护措施

/8$

!

制订生物安全制度(完善措施
!

生物安全的操作制度是

实验室管理的核心#检验人员是生物安全的执行者#又是管理

者#最容易受到生物危害的群体#是实验室的核心*医院需结

合本院实验室的实际情况及时修订和完善适宜本院的各项管

理制度和措施#以便在工作中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8/

!

加强检验人员的生物安全知识培训
!

科室人员$包括进

修人员(实习生(清洁工%均要认真学习0生物安全管理办法1

0消毒管理办法10医院感染管理规范1等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

提高生物安全意识#自觉遵守医院及科室制定的生物安全制

度#牢固树立自我防护意识#严格执行无菌技术操作规范#不断

提高检验人员素质及职业暴露防护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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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为实验室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
!

关心检验人员的健康#

做好预防保健工作#定期为检验人员做健康检查和注射各种疫

苗#建立个人健康记录*医院应提供检验人员适宜的常用的防

护用品#必要时提供其他防护措施#以保障医疗安全#如配备生

物安全柜等*

/81

!

加强消毒及医疗废物的管理
!

凡直接或间接接触患者标

本的器材均应视为具有传染性#必须按照相关管理办法及条例

的要求进行消毒和处理*有关仪器应定期清洗#每天紫外线消

毒#做到每天对空气(各种物体表面(工作台(地面的常规消毒#

报告单也应消毒后再发放*医疗废物严格管理#做到,分类收

集(专人管理(严密包装(安全运送-#抓好每一环节#严防医院

及社会环境的污染*

总之#由于检验人员职业的特殊性#必须提高检验人员的

生物安全防护意识#加强自我保护#纠正工作中存在的不良习

惯#最大限度地控制实验室的感染#降低检验人员职业性感染

的概率#保障医疗安全#也为患者提供安全放心的检验条件#全

面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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