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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针疗法结合三草蒲灵汤在小儿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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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目的
!

研究中医浮针疗法结合三草蒲灵汤在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治疗中的应用$方法
!

选择该院收治的
+%

例关节型

过敏性紫癜患儿为研究对象!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研究组患儿接受浮针及中药三草蒲灵汤联合治疗方案*对照组给

予地塞米松
%*.

!

%*/3

4

)

F

4

!加入
/-

葡萄糖注射液中!每日
$

次静脉滴注!症状改善后根据患儿病情逐渐减量至停药比较两组

患儿的临床效果痊愈所需时间及视觉模拟评分"

Y6N

#$结果
!

研究组治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总有效率
1+*+"-

*对照组

治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总有效率
1.*..-

*研究组总有效率略高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研究组患

儿痊愈所需时间为"

"*,̀ #*.

#

;

!明显优于对照组的"

1*#̀ .*$

#

;

$治疗不同阶段的
Y6N

评分比较中!研究组在治疗
$

个疗程后

患儿的
Y6N

评分明显低于治疗前以及同阶段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

%*%/

#$结论
!

浮针
)

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案

有助于缩短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病程!而且在缓解患儿关节疼痛方面也较传统激素治疗具有明显优势$

关键词"浮针疗法*

!

三草蒲灵汤*

!

关节型过敏性紫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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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敏性紫癜好发于学龄期儿童$

&

!

$,

岁%#是以皮肤淤点

淤斑'关节肿痛'胃肠道症状及尿血等为主要临床表现的一种

疾病(

$)#

)

*临床上将以关节症状如关节活动障碍'关节肿痛'关

节腔积液等为主的过敏性紫癜分类为关节型过敏性紫癜#国外

临床发现过敏性紫癜患者以关节型过敏性紫癜为主(

.

)

*现代

医学对于该病有多种治疗方案#且该病预后良好#不留关节畸

形等后遗症(

,

)

*从中医角度对该病进行分析#该病以肺虚'脾

虚'肾虚为主#小儿发病病机关键为本虚标实#针对该病#各家

中医也有不同的侧重#但其基本原则都是以清热益气'活血化

淤'滋阴养血为主(

.

)

*从辨证分型来看#其病机辨证有感受外

邪'热盛迫血'脾胃湿热以及淤血阻络
,

型(

,

)

*本研究中#采用

三草蒲灵汤作为方剂开展研究#该方剂在治疗多种类型的过敏

性紫癜方面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可(

/

)

#也是目前中医治疗该病

的一种重要基础方剂*浮针疗法是符仲华先生于
$11+

年在临

床针灸基础上发展的针对局限性痛症的一种物理性侵入疗

法(

+

)

*不同于针灸#浮针疗法侵入程度较针灸浅#留针时间更

长#也具有更好的镇痛效果#在这
#%

多年的实践和发展中#也

发现浮针疗法对于多种关节炎'多种类型的痛症具有不错的

疗效(

")$%

)

*

本研究旨在通过浮针疗法及三草蒲灵汤联合治疗关节型

过敏性紫癜#控制治疗过程中的病痛#缩短病程#以期为该方法

的临床开展提供线索和依据#现报道如下*

-

.&1#

-

检验医学与临床
#%$"

年
$%

月第
$,

卷第
#%

期
!

5ABX?;!@E:

!

S9=8B?C#%$"

!

Y8@*$,

!

Z8*#%

"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

%*

!!

作者简介!杨雪#女 #护师#主要从事血液内科相关护理方面的研究*



$

!

资料与方法

$*$

!

一般资料
!

选取本院
#%$/

年
#

月至
#%$+

年
$

月收治的

确诊的
+%

例膝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患儿作为研究对象#中医辨

证症型均为以关节痛为主要病征的淤血阻络型*采用随机数

字表法分为研究组和对照组#每组
.%

例*其中#研究组男
$#

例#女
$&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经统计学分析#两组患

儿在性别分布及病情情况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有可比性*纳入标准!$

$

%符合中西医关节型过敏性紫

癜诊断标准&$

#

%年龄在
.

!

$,

周岁&$

.

%患儿及其家属签署知

情同意书#同意参与该项研究*排除标准!$

$

%不符合西医关节

型过敏紫癜诊断标准&$

#

%已明确对研究中所用的任何一种药

物过敏&$

.

%无法配合用药"研究者&$

,

%年龄不符合$

#

.

岁

或
'

$,

岁%&$

/

%不按照规定用药或擅自使用其他药物者&$

+

%发

生不良反应者#或严重排斥浮针疗法*

$*/

!

方法
!

基础治疗!两组患儿均接受以下基础治疗方案及

用药(

$$

)

*$

$

%维生素
!%*$

4

"

F

4

静脉滴注#每日
$

次&

$%-

葡

萄糖酸钙视年龄而定
$%

!

#%3

4

静脉滴注#每日
$

次*$

#

%如

有合并感染发生#则开展对应抗感染治疗&抗感染治疗前应明

确患儿有无抗菌药物过敏情况*对照组治疗方法(

$#

)

!在接受

基础治疗方法的同时#在维生素
!

和葡萄糖酸钙使用的基础

上混合给予地塞米松
%*.

!

%*/3

4

"

F

4

静脉滴注#每日
$

次#待

关节疼痛缓解后逐渐减量至停药*研究组治疗方法#采用三草

蒲灵汤联合浮针疗法*$

$

%三草蒲灵汤中药药方具体组成及用

量为!茜草
&

4

'紫草
&

4

'蒲黄
,

4

'丹皮
&

4

'灵芝
&

4

'黄芪
&

4

'

当归
&

4

'防风
&

4

'白术
&

4

#由本院中药药房统一煎制#每日
$

剂约
$%%

!

#%%35

#分早'晚
#

次温服#持续服用至病情痊愈

$注!剂量参考已有研究#对于年龄过小而导致服用困难者#可

将
$

剂分为早'中'晚
.

次温服%*$

#

%浮针疗法!针具采用中号

规格$直径
%*+33

#长
.#*%33

%的一次性浮针$采购至南京派

福医学科技有限公司%*患儿取平卧或坐位#膝关节下方垫高

使膝关节屈膝为
$/%g

&医生手触膝关节周围确定并标记
$

!

.

个痛点&在距离标记痛点
/93

范围内#选择肌肉组织相对丰

厚'皮肤相对平坦区作常规消毒#以
$/g

!

#%g

快速进针直至基

层#然后放平针身沿皮下水平推进$运针%&运针结束后#使针尖

退回软管#针体做扇形运动$扫散%#并维持
#3E:

#次数约为

#%%

次(

$#

)

*整个操作过程#应避免使患儿产生酸麻痛胀感*扫

散结束后#退出针身#将软管留置于皮下#

.%3E:

后取出软管#

以乙醇棉球按压进针处*浮针疗法每日
$

次#

+;

为
$

个疗程#

每
#

个疗程之间间隔
$;

#直至患儿病情康复*

$*'

!

判断疗效标准
!

疗效评价标准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

标准,*$

$

%治愈!关节痛无#皮肤紫癜消失#无恶心'呕吐等其

他相关症状#实验室检查指标完全正常&$

#

%显效!关节痛无#皮

肤紫癜消失#其他症状大部分消失#实验室检查指标明显改善&

或关节痛缓解程度及皮肤紫癜消退程度
%

1%-

'症状基本消

失#实验室检查指标完全恢复正常&$

.

%有效!关节痛缓解及紫

癜消退程度
%

"%-

#其他症状未见明显缓解#实验室检查指标

改善不明显&$

,

%无效!关节痛'皮肤紫癜情况及全身症状未见

明显改善或$和%实验室主要指标无改变*

$*1

!

观察指标
!

对比观察两组患儿的疗效'痊愈所需时间以

及治疗前'治疗
$

个疗程'

#

个疗程后的疼痛视觉模拟评分

$

Y6N

%*

$*2

!

统计学处理
!

采用
NMNN$1*%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计

量资料以
G`E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9

检验&计数资料以

(

.

$

-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

# 检验&以
O

#

%*%/

表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

!

结
!!

果

/*$

!

两组患儿疗效比较
!

研究组的总有效率略高于对照组#

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见表
$

*

表
$

!!

两组患儿疗效比较(

.

#

-

&)

组别
.

治愈 显效 有效 无效 总有效率

研究组
.% $"

$

/+*+"

%

"

$

#.*..

%

/

$

$+*+"

%

$

$

.*..

%

#1

$

1+*+"

%

对照组
.% $#

$

,%*%%

%

$#

$

,%*%%

%

,

$

$.*..

%

#

$

+*+"

%

#&

$

1.*..

%

/*/

!

两组患儿痊愈所需时间的比较
!

研究组患儿接受治疗直

到痊愈所需时间为$

"*,̀ #*.

%

;

#短于对照组的$

1*#`.*$

%

;

#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90#*//

#

O

#

%*%/

%*

/*'

!

两组患儿不同治疗阶段疼痛的比较
!

见表
#

*两组患儿

在接受治疗前
Y6N

评分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治

疗
$

个疗程后$特指浮针
)

三草蒲灵汤联合治疗%#研究组患儿

的
Y6N

评分明显低于对照组#表明采用中药
)

浮针疗法对于患

儿的疼痛控制有积极作用*

表
#

!!

两组患儿不同治疗阶段的疼痛比较#

G È

$分&

组别
.

治疗前 治疗一个疗程 治疗两个疗程

研究组
.% +*"+"̀ $*#"& $*$+"̀ %*&", $*%..̀ %*"+/

对照组
.% +*+..̀ $*.#+ ,*1..̀ $*.&& $*$..̀ %*+&$

9 %*&+ $#*$# %*%&

O

'

%*%/

#

%*%/

'

%*%/

'

!

讨
!!

论

过敏性紫癜是一种常见的儿科疾病#现代医学常用的首选

治疗方案为激素治疗#疗效迅速而明显*然而#随着激素治疗

带来的不良反应#如呕吐'厌食等#激素治疗越来越受到患儿家

属的抵触和排斥#因此#急需新的治疗方案来辅助临床治疗*

中医认为紫癜虽证在外表#但其发生发展与气血'脏腑功能紊

乱及外感六淫均有密切关系*大部分关节症状为主的过敏性

紫癜患儿均可归为淤血阻络型(

$$)$#

)

*

在中医辨证分型的理论基础上#本研究研究中采用的三草

蒲灵汤#基础方为黄芪'当归'防风'白术#这四味中药也是目前

中医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最常见的几种药物(

$%

)

*在中医辨证

角度来看#关节痛是淤血阻络型的典型病症#因此本研究在黄

芪'当归'防风及白术这
,

种重要的基础上#配以茜草'紫草'蒲

黄'丹皮'灵芝#起活血化淤'扶正祛邪'益气养血之用#对该病

的中医发病机制及辨证分型具有良好的应对*浮针疗法是建

立在针灸基础上的一种对人体全身机能均具有调节功能的传

统理疗方式#适用于绝大多数针灸的应用范围#尤其在控制关

节炎性反应以及多种类型的痛症方面具有极佳的功效#辅以正

确的进针部位选择#可达到对症治疗的目的*本研究纳入的患

儿均为膝关节受累型过敏性紫癜#因此进针部位选择膝关节痛

点周围区域#以期达到控制患者关节疼痛'疏通局部经络的

作用*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研究组患儿的总有效率略高于对照

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O

'

%*%/

%#推测是由于样本量稍小

所致*研究组患儿痊愈所需时间明显少于对照组#表明采用浮

针
)

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案有助于缩短$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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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程度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环境色偏好的影响
!

目前关

于不同文化程度的人群色彩偏好的研究资料较少*早期研究

显示#文化程度对心理状况有一定的影响#文化程度与
1%

项症

状清单$

N!5)1%

%的人际敏感和精神病性呈正相关#文化程度

越高#心理健康状况越差#这可能与文化程度高者经历较丰富#

知识面广导致心理障碍表现更丰富有关(

$#

)

*本文结果显示#

随着文化程度的升高#患者对蓝色'白色'橙色'灰色偏好程度

上升&而对绿色'紫色偏好程度下降#对黑色的偏好先升后降*

与健康人群相比#精神分裂症患者均偏好灰色#不偏好橙色&文

化偏低患者偏好白色#文化偏高患者偏好蓝色*提示文化程度

对精神分裂症患者颜色偏好有影响*有研究认为#受教育时间

较长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认知缺陷程度相对较轻(

&

)

#此类患者

对颜色的理解'认知和赋予的情感水平高于受教育时间较短的

患者*文化程度较低者颜色偏好于具体颜色的联想#而文化程

度较高者则多偏好于抽象意义的联想(

$

)

*这种差异会对患者

的精神心理状态产生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更多的是.利用黑

色进行逃避的人/#所以这种对黑色的偏好也是患者进行自身

心理防御的方式*一般来说#文化程度高的人群#更偏好严肃'

坚实的黑色&文化程度低的人群则偏好热情'喜庆的红色或明

快'希望的黄色*本研究中随着患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对红色的

偏好程度由高到低#而黄色偏好程度由低到高*这种颜色偏好

差异仅凭色彩联想的意义似乎难以解释*

总之#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比如缺少试验对象的病情

变化评估'研究的颜色材料比较单一等等#有待今后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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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治疗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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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疗程开始#就较治疗前及同期对照

组出现明显降低*表明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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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法有助

于迅速降低患儿关节的疼痛感#利于病情的康复*

综上所述#浮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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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草蒲灵汤联合的治疗方案有助于缩短

关节型过敏性紫癜患儿的病程#而且在缓解患儿关节疼痛方面

也相对传统激素治疗具有明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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