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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 组患者疼痛程度评分比较(x±s) 分

表 2 2 组治疗后关节活动度比较(x±s) °

5 讨论

膝关节半月板损伤属于临床骨科常见疾病之一。人体膝关

节半月板损伤后，可能出现重心不稳、负荷传递不均、疼痛等

表现，进而导致膝关节萎缩、关节功能减退及膝关节软骨损伤

等，引起关节炎症反应，对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运动能力均可能

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5]。
半月板损伤在中医学属膝痛、筋伤的范畴。中医学认为，

人是由气血、皮肉、经络、脏腑、筋骨等部分构成的统一体。
当人体筋骨、经络等器官出现功能性失调反应后，相关炎症便

随之产生。中医学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当肝肾虚损，加之

风寒湿外侵，则可引发关节筋骨疼痛，发为本病。故临床多以

补益肝肾，强筋健骨、通络止痛为法治疗。笔者以独活寄生汤

术后熏洗治疗，方中以独活为君药，可祛除风寒，抵御外邪；

细辛、肉桂、秦艽疏通血脉、舒经通络，起到祛寒止痛之功

效。此外，现代医学研究提示，中药熏洗相较内服而言，效果

更优，不仅能够改善患者局部血液循环，同时可使药物直达病

所，强化药物的局部吸收作用。
观察结果表明，治疗组患者关节疼痛评分显著低于对照

组，且术后 3 周、1 月进关节活动度高于对照组，提示应用关

节镜术后应用独活寄生汤熏洗治疗，对膝关节功能恢复有明显

的促进作用，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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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别

观察组

对照组

t 值

P

n
30

20

术后 2 周

2.92±1.52

3.04±1.46

0.362

＞0.05

术后 3 周

1.22±0.93

2.17±1.21

8.254

＜0.05

术后 1 月

0.96±0.80

1.76±1.18

9.321

＜0.05

术后 3 月

0.86±0.93

0.11±0.23

6.258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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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后 3 周

124.46±11.80

115.31±13.71

9.631

＜0.05

术后 1 月

128.61±9.21

120.82±9.26

8.992

＜0.05

术后 3 月

139.42±7.61

138.52±5.44

1.221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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