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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状肌综合症

石 x> <,

男
, 3 0 岁

, 1 9 8 7 年 4 月 1 5 日初

诊
。

患者
·

因骑 自行车摔伤
,

致使右侧臀部疼痛

并向右下肢放散
,

病已 20 天
。

近一周来又有

右侧小腿内侧及踢趾麻木
。

经某医院用中西药

物
、

手法按摩等治疗
,

未见明显效果
。

诊见右

臀部梨状肌部位有明显肿胀及压痛
,

踱行
,

直

腿抬高试验 (
一
卜 )

,

仅 45
。 ,

X 线摄片腰椎未见

异常
。

诊为梨状肌综合症
。

用局部多针刺法
,

在梨状肌肿胀处
,

针人 4 针
,

呈一字型排开
,

加足三里
、

阴陵泉
,

针用泻法
,

留针 30 分钟
,

隔 日针 1 次
。

经 5 次治疗
,

症状全部消失
,

直

腿抬高 ( 一 )
,

运动 白如
,

痊愈
《 ,

三
、

讨论

1
. 《 灵枢

·

官针
》
载

: “

傍针刺者
,

直刺
、

傍刺各一
,

以洽留痹久居者也
。 ” “

齐刺者
,

直入

一
,

傍人二
,

以治寒气小深者
,

或 日三刺
,

三

刺者
,

治痹气小深者
一

也
。 ” “

扬刺者
,

正内一
。

傍

内四而浮之
,

以治寒气之博大者也
。 ”

以上针法

是在病变局部针入 2
、

3
、 匕

5 针
,

以治疗久痹
、

寒痹
、

重症寒痹的
。

据此
,

我们不限针数
,

用

局部多针刺法
,

治疗痹证与伤筋
。

2
.

《 灵枢
·

官针
》
载

: “
合谷刺者

,

左右鸡

足
,

针于分肉之间
,

以取肌痹
。 ”

我 们 根 据此

法
,

用局部多针刺法治疗 肌 肉 风 湿
、

肌肉劳

损
、

梨状肌综合症等病
。

又
: “

输刺者
,

直入

直出
,

深内之至骨
,

以取骨痹
。 ”

据此
,

我们用

局部多针刺法治疗风湿性关节炎
、

骨性关节炎

等病
。

又
: “

关刺者
,

直刺左右尽筋上
,

以取

筋痹
。 ”

据此
,

我们多在关节附近肌键附着点上

进行局部多针刺
,

以治疗肌键炎
、

关节肿痛等

病
。

3
.

局部多针刺法
,

可加速局部气血运行
,

有明显的消肿止痛作用
。

适用于痹证和伤筋的

治疗
。

4
,

局部多针刺法突出了局部取穴的原则

但对病变范围较大
,

或有全身症状者
,

还应配

合远端取穴
、

辨证取穴等法
。

耳 针 减 肥 1 10 例 临 床 观 察

佳木斯医学院附属医院针灸科 张 忠 志

肥胖患者近些年来不断增多
,

本文报告用单纯耳

穴敬针的方法治疗 1 1 0 例女性肥胖病人
。

一
。

一般情况
:

计算标准体 重 的 方 法为
:

身高

(厘米 )一 10 2 (厘米 ) 二标准体重 (千克 )
。

超过标准沐

重 2 0夕百者诊断为单纯性肥胖症
。

本组病例均超过上述

标准体重
。

总计 1 10 例中
,

身高 1 53 士 5 厘来 (均值上

标准差
,

下同 )
,

平均体重 7 1
.

9土 10
.

3千克
。

年龄以

1 8 。一 2 5 岁为多见
,

平均年龄 23 上 4 岁
,

最 大年龄 2了

岁
,

最小年龄 15 岁
。

二
、

治疗方法
:

取耳穴
:

大肠
、

小肠
、

内分泌穴
。

以批针作中等强度刺激后以胶布固定
。

留针 3天为一

次
,

10 次为一个疗程
。

全部病例治疗 3 个疗程观察疗

效
。

两耳交替留针
,

留针期间
,

嘱病人每 日饭前轻轻

按摩
,

以有胀感而不疼痛为度
。

全体接受治疗的患者

均在每 日上午 8~ 1 1 时治疗
。

治疗前禁食
,

最好亦禁

水
,

这样以便于测量胸围
、

腰围及体重
。

其他时间对

饮食
、

生活习惯不拘
。

三
、

结果
:

治疗后休重由治疗 前 的 7 1
.

9土 10
,

8

千克下降到 67
.

4李1 0
.

。千克
,

治 疗前后比较有显著

性差异 ( P < 0
.

0 5 )
。

平均
一

州释 3
.

7士 1
.

0 千克
,

最少

者下降 。
.

8 千克
。

最多者下降 11
`

5 千克
,

11 0 例中下

降 1二
,

5 千克者 7 6 例占 “
.

6写
。

在体重下降的同时
,

经三个月以上治疗后患者胸
、

腰围也有相应缩小
。

在针刺过程中
,

患者饮水
、

食量均有减少
,

以饮

水量下降较明显
,

下降约 61 写
。

i耐大小便排泄量治疗

后也较治疗前有所增加
。

四
、

讨论
:

本组病例选用耳穴大肠
、

小肠
,

以调

节消化功能
,

加用内分泌穴
,

以调整内分泌功能
。

由

结果见
,

大部分病例经治疗后
,

体重下降
,

饮食量减

少
,

排泄量增加
,

提示采用耳针刺激上述三穴可能有

一定的抑制食欲促进排泄的作用
,

从而达到减肥的目

食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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