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著·

电针和补阳还五汤治疗大鼠坐骨神经损伤

的比较研究

邵水金 ,单宝枝 , 姜  俊 ,严振国

(上海中医药大学解剖学教研室 ,上海 200032 )

[摘要 ]  目的  研究电针、补阳还五汤对大鼠坐骨神经损伤后的再生作用。方法  采用手术造成大鼠坐骨神经损伤模型 , 电

针、补阳还五汤治疗 , 进行神经电生理和 H RP 追踪观察。结果  电针组、补阳还五汤组的神经传导速度和诱发动作电位振幅

恢复率高、脊髓前角和脊神经节标记细胞数多 ,与西药组、空白组比较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电针组优于补阳还五汤组。结论  电

针、补阳还五汤均能更好地促进神经早期的功能恢复 , 是一种促进周围神经损伤后神经再生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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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experimental study on treatment of rat’s injured sciatic nerve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and Buy-
ang Huanwu Deco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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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effect of the elect roacupuncture and Buyang Huanwu Decoction
( BY H WD ) on the regeneration of the rat’s injured sciatic nerve . Methods  Rat’s sciatic nerve in jury mod-
el was made by operation . The rats were treat ed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or BY H WD and their nerve elec-
t ro-physiological indices and histological changes tested by H RP were observed . Results  I t was demon-
st rat ed that the recovery ratios of nerve conduction velocity and muscle evoked action poten tial of the group
t reated with elect roacup uncture and the group t reated with BY H WD were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group
t reated with weste rn medicine or the group without t reatment . T 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 t . The labe-
ling cells in ant erior horn of spinal marrow and s pinal ganglion of the group t reated with elect roacupunc-
ture and the group t reated with BY H WD were more abundant than those of the group trea ted with weste rn
medicine or the group without trea tment . The differences were significan t . The effect of elect roacupunc-
ture was bet ter than that of the BY H WD . Conclusion  I t suggests that both elect roacupu ncture therapy
and BY H WD can promote the recovery of the function in early stage of injured nerve , and they are effec-
tive methods for promoting the regeneration of injured peripheral nerve .
[ KEY WORDS]  trauma , nervous system ; elect roacupuncture; Buyang Hanwu Decoction ; neurophysiolo-
gy ; H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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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围神经损伤临床上相当多见 , 随着显微外科

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 目前已经能够十分精确地将中

断的神经对合 ,但迄今为止修复后的神经运动和感

觉功能仍不理想。因此 ,术后佐以辅助疗法 , 日益受

到重视。大量实验证明 , 各种辅助疗法对周围神经

损伤的治疗均有一定疗效 ,这些疗法包括物理刺激、

生物制剂、针灸和中药等
[ 1 ]

。本实验观察电针、补阳

还五汤对大鼠坐骨神经损伤后神经再生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 .1  实验动物  Wistar 大鼠 , 体重 ( 250±20 ) g , 共

57 只 , 雌雄分笼饲养 ,其中 48 只用于手术造模 , 9 只

作为正常组。

1 .2  模型制备  选取大鼠右侧下肢为损伤侧 , 左侧

下肢为健侧。以 2% 戊巴比妥钠进行腹腔麻醉 , 于

右下肢后外侧纵行切开皮肤 , 钝性分离股二头肌。

在手术显微镜下放大 16 倍 , 游离出约 2 cm 坐骨神

经 ,在距梨状肌下缘 0 .8 cm 处 , 用剃刀片整齐切断

神经干 ,最后用 9-0 锦纶线以神经鞘膜表面血管走

向为标志 ,直接缝合外膜 3～ 4 针 , 然后缝合皮肤。

笼养 3 d 后 ,随机分电针组、中药组、西药组和空白

组 ,每组 12 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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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实验分组

1 .3 .1  电针组  使用全能脉冲电针仪 , 电针右侧

“环跳”(正极 ) 及“足三里”(负极 ) ,选用断续波 , 强度

以 肌 肉出 现 轻 微 抽 动 为 度 。每 次 刺 激 时 间 为

10 min , 1 次/ d ,每周 6 次。

1 .3 .2  中药组  采用补阳还五汤灌胃 , 1 次/ d , 每

次 3 ml (每 ml 相当于生药 7 g)。

1 .3 .3  西药组  1 次/ d , 每次 3 ml 药液 (每 ml 内

含维生素 B1 和地巴唑各 1 .5 mg)灌胃。

1 .3 .4  空白组  每日 1 次 , 每次 3 ml 生理盐水灌

胃。

1 .3 .5  正常组  未作手术造模处理的大鼠 , 正常饲

养 ,用于 H RP 逆行追踪。

1 .4  电生理检测  电针组、中药组、西药组和空白

组于处理 4 周后进行电生理检测 ,以造模同样方法 ,

显露双侧坐骨神经 ,长约 2 cm。用同心圆记录电极

插入大鼠跟部上方 1 .5 cm 处小腿三头肌腹中 , 深度

为 1 .0 cm , 方向与小腿三头肌纤维平行 , 2 个钩状刺

激电极分别置于坐骨神经吻合口之两侧近心端、远

心端两点 ,先后分别进行刺激 , 且保持两刺激点之间

的距离固定不变。通过电脑将示波器上显示的波形

打印出来。潜伏期测量从刺激伪迹开始至动作电位

的起始部止 ,神经传导速度 ( MCV ) 为两刺激点间的

距离与两刺激点的潜伏期差值之比 , 诱发动作电位

振幅测量从波形的最高点到最低点。双侧坐骨神经

测量 ,自体健侧作为对照。分别计算运动神经传导

速度恢复率 ( MCV’) 和诱发动作电位振幅恢复率

( MAP’) , 即 : MCV’= 损伤 侧 MCV/ 自体 健 侧

MCV× 100% , MAP’= 损伤侧 MA P/ 自体 健侧

MA P×100 %。

1 .5  HRP 逆行追踪  上述 4 组于电生理检测完毕

后以及正常组大鼠 ,以造模同样方法 , 在大鼠右侧的

坐骨神经吻合口以下 , 以微量注射器于腓总神经干

内 注 入 3 0 % HRP 溶 液 1 0μl , 观 察 3 6 h 。采 用

1 .25 % 戊二醛与 1% 多聚甲醛 0 .1 mol/ L 磷酸缓

冲液心脏灌注。灌注完毕后 1 h , 分别取下脊髓腰

骶膨大 ( L3 ～S1 脊髓节段 )和 L4 、L5 脊神经节 ,再置

于 0～4℃的 10 % 蔗糖 0 .1 mol/ L 磷酸缓冲液过

夜 ,最后以 AS60 恒冷箱自动切片机作横断面连续

切片 , 厚度为 40μm , 隔 4 取 1。T MB 法染色 ,贴片 ,

室温下空气干燥 ,脱水 , 封片。在明视野显微镜下观

察并计数 L4 、L5 脊髓节段前角及 L4 、L5 脊神经节

内标记细胞数目、大小及形状 , 及时摄片。

2  结  果

2 .1  电生理指标检测  结果见表 1。

表 1  各组 MCV’、MAP’的比较

( x± s, % )

组别 n MC V’ M A P’

电针组 12 ™50 ¢.90± 9 .43 * * △△ 51 �.09± 8 .10 * * △△

中药组 10 ™47 ¢.62± 5 .56 * * △△ 45 �.02± 8 .87 * * △△

西药组 11 ™33 ¢.34± 5 .90 26 �.94± 7 .93

空白组 9 ‡35 ¢.49± 5 .34 26 �.54± 4 .99

   注 : 与空白组比较 , * * P < 0 .01 ; 与西药组比较 , △△ P < 0 .01

2 .2  HRP 标记细胞数  结果见表 2、3。

表 2  各组 L4、L5 脊髓前角标记细胞数的比较

( x± s)

组别 n L4 ¶L5 �

电针组 9 ‡12 6.44± 2 .24 * * △△▲▲□□ 10 –.11± 1 .62 * * △△▲▲□□

中药组 9 ‡9 6.67± 1 .58 * * △△ 7 –.56± 1 .51 * * △△

西药组 9 ‡6 6.69± 1 .50 5 –.11± 1 .36

空白组 9 ‡5 6.67± 1 .00 4 –.00± 0 .87

正常组 9 ‡15 6.87± 2 .18 13 –.23± 1 .71

   注 : 与空白组比较 , * * P < 0 .01 ; 与西药组比较 , △△ P < 0 .01 ; 与中 药

组比较 , ▲▲ P < 0 .01 ; 与正常组比较 , □□ P < 0 .01

表 3  各组 L4、L5 脊神经节标记细胞数的比较

( x± s)

组别 n L4 ¶L5 �

电针组 6 ‡110 ‡.17 ±13 .21 * * △▲▲ 89 �.83± 8 .82 * △▲▲

中药组 6 ‡99 ‡.83 ±11 .85 * 82 �.67± 9 .24 *

西药组 6 ‡94 ‡.00 ±9 .63 74 �.17± 9 .06

空白组 6 ‡82 ‡.33 ±10 .44 66 �.00± 9 .21

正常组 6 ‡135 ‡.32 ±14 .01 112 �.14± 10 .15

   注 : 与空白组比较 , * * P < 0 .01 , * P < 0 .05 ; 与西药组比较 ,

△ P < 0 .05 ; 与正常组比较 , ▲▲ P < 0 .01

3  讨  论

MCV 是指单位时间内神经冲动通过神经组织

的距离 ,其快慢能从一定程度上反映神经再生情况。

MA P 是观察神经再生最好的指标 , 其高低亦能从

一定角度反映神经再生程度[ 2 ] 。由于本实验采用自

体健侧作对照 , 进行 MCV’、MAP’比较 , 更能真实

反映神经再生的情况 , 这样在很大的程度上避免了

误差。从表 1 可以看出 , 电针组、中药组的 MCV’、

MA P’与西药组、空白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其中

电针组的 MCV’、MA P’最高 , 中药组次之 , 两组比

较无显著性差异。结果说明 :电针组、中药组有髓神

经纤维通过损伤神经吻合口处的数目多、纤维粗、髓

鞘厚度大 ,能更好地促进神经轴突的再生长 ; 电针组

与中药组对坐骨神经损伤后运动神经传导速度和诱

发动作电位恢复均有良好的影响 , 以电针组治疗效

果呈最佳趋势。

神经损伤后 , 轴质转运是参与神经再生的必要

因素。轴质转运是神经元的一项基本活动 , 即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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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突从胞体向末梢及从末梢向胞体的物质运输。正

由于轴质的流动 , 才能使营养物质运输到轴突的远

端 ,维持运动神经元、神经肌肉的正常结构和细胞代

谢 ;同时 , 对维持神经膜细胞和轴突本身的完整也十

分重要。从表 2、3 可以看出 , 电针组、中药组的 L4 、

L5 脊髓前角和 L4 、L5 脊神经节标记细胞数目多 , 与

西药组、空白组比较均有显著性差异 , 各组标记细胞

数目排列次序为 :正常组 > 电针组 > 中药组 > 西药

组 > 空白组。实验还观察到 :正常组、电针组和中药

组脊髓前角内标记细胞多呈大多角状 , 而西药组和

空白组标记细胞数少呈小圆形。结果说明 : 神经损

伤后应用电针、中药治疗 , 周围神经与中枢神经已获

得较好的连续性 , 从而有利于调动轴质流使物质转

运 ,满足损伤神经吻合口处的神经轴突再生时所必

需的营养物质 , 因此达到了促进神经再生的作用。

两组促进神经再生作用进行比较 , 电针组明显优于

中药组。

周围神经损伤后 ,其所支配的肢体瘫痪、肌肉萎

缩、感觉消失 , 属中医“伤筋”、“痿证”等范畴。《诸病

源侯论》载有“夫金疮始伤之时 , 半伤其筋 , 荣卫不

通 ,其疮虽愈后 , 仍令痹不仁也”。由此可见 , 本病多

因外伤经筋、气滞血瘀、经络受阻所致。本实验研究

表明电针、中药对大鼠坐骨神经损伤后有明显的修

复作用 ,其作用机制可能与改善局部血供有关。神

经损伤后 ,神经断端早期呈缺血状。植木正人 [ 3 ] 实

验表明 :针刺组坐骨神经血流量于针刺后 15、30、45

min 与针前比较均有显著性增加 , 而对照组无变化。

因此 ,电针对大鼠坐骨神经损伤后的修复作用可能

是通过改善局部神经的血液循环来实现的。由于局

部血运丰富 ,一方面增加了神经的耗氧量 , 促进氧的

代谢 ,使新生的胞质不断地流动到损伤轴突近端的

末梢 ;另一方面又能使神经轴突溃变的产物较快地

消除 ,完成华勒氏变性过程 , 为神经轴突再生提供通

路。中药组的补阳还五汤主要由益气活血药组成 ,

活血药能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 促进损伤局部炎性水

肿的消退 ,增加蛋白质的合成 , 从而有利于神经功能

的恢复。其次 ,电针可能还通过电针仪本身的电流

及针刺穴位所产生弱电场而发挥其治疗作用。Po-

meranz 等 [ 4 ] 的实验表明 : 阴极电刺激大鼠隐神经损

伤的远端能明显促进神经轴突再生 , 其轴突再生速

度是对照组的 10 倍 , 而阳极刺激与对照组无差异。

据此 ,我们在进行电针治疗时 , 电针仪的相对正极输

出线接损伤近端的环跳穴 , 而负极输出线接损伤远

端的足三里穴。Pomeranz
[ 5 ]

还指出针刺能造成足

够的损伤电流而产生相似的弱电场 , 直到起针后 2

d。另外 , 电针可能延缓脊髓运动神经元的损伤 , 或

对损伤的脊髓运动神经元有康复作用。朱锦宇等 [ 6 ]

研究表明 :大鼠腓总神经损伤 1 年后 , 相应的中枢运

动神经元丢失约 50% , 说明外周神经损伤后可能导

致神经元的损伤。基于上述可能机理 , 电针治疗更

有利于神经损伤的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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