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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神经元病的中医药研究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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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动神经元病是神经系统难治性疾病之一!目前西医无特殊治疗!中医辨证论治治疗该病取得一定疗效!本文就近年来

中医药对该病的研究概况进行了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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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神经元病!=./.01230.1 4562762$-HI#是

一组病因尚不明确的慢性进行性神经系统变性疾

病$病变范围包括脊髓前角细胞&脑干运动神经元&

皮质锥体细胞及锥体束' 临床表现为下运动神经元

损害引起的肌群萎缩&无力和上运动神经元!锥体

束#损害为特征' 感觉系统不受损害' 由于病损部

位和临床表现不同$可分为以下几型%肌萎缩侧索硬

化!7=:./0.?;59@7/207@69@20.656$,JK#"进行性脊肌萎

缩症!?0.F02665<26?517@=3693@707/0.?;:$LK-,#"进

行性延髓麻痹!?0.F02665<2B3@B70?7@6:$LML#"原发

性侧索硬化!?05=70:@7/2017@69@20.656$LJK#'

本病病因及发病机制尚不明确$尚无特效治疗$

西医运用谷氨酸受体抑制剂&神经营养因子&免疫治

疗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临床上仍不能改善

症状&阻止病情进展' 近年来$中医对该病病因病机

及临床治疗有些新的认识$在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

存质量方面取得较好效果$现概述如下%

"!中医病名探讨

中医文献中无运动神经元病相对应病名$据其

临床表现$以肌无力及肌萎缩为主症者$目前大多数

医家将其归属于中医(痿证)范畴' 但其证形不同$

临床表现并不完全一致' 因此$王氏*"+指出$痿证

难以完全反映运动神经元病的基本特征$提出(喑

痱证)可以概括运动神经元病的主要临床特征及分

型$其病机认识切合本病主要中医病机$以喑痱证作

为运动神经元病的中医病名$对于指导临床辨证用

药及判断预后转归$具有现实意义和临床价值' 同

样$覃氏等*#+认为的早期上肢常伴有肌束颤动$下

肢多呈痉挛性瘫痪$可诊为(颤病)或(痉病)$当延

髓麻痹时$其声音嘶哑$说话不清$归于(失语)症

中' 黄氏等*%+提出完全可以不必拘泥于中西医的

称谓$而将(运动神经元病)作为中医的一个独立的

研究对象$并按照国际化的诊断标准明确界定'

#!病因病机

运动神经元病慢性隐匿起病$目前病因及发病

机制尚不明确' 从中医学角度多审证求因$或仅论

病时之病因病机$本病多为虚证$或虚实夹杂'

#$"!奇经亏损!八脉失养!吴氏*++认为奇经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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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脉失养是本病的病机根本' 较之单纯从脏腑角度

探讨$更能提示病机实质' 奇经八脉在经络中占有

极为重要的位置$对十二经&经别&络脉起着广泛的

联系作用$并主导调节全身气血的盛衰$人体十二经

脉&五脏六腑皆失气血阴阳之温煦润养$可致痿废之

变' 尤其奇经之督脉循行路线恰在脊髓与脑$督脉

虚损$奇阳虚乏$不仅统帅&督促全身阳气的作用减

弱$且循行部位受累尤甚$脊髓与脑皆失温养而发

病' 此与现代医学认为运动神经元病主要为选择性

损害脊髓前角&脑干神经元的慢性疾病$在发病位置

及其机制上皆极为吻合' 奇经阳气在温煦筋脉中具

有重要作用$(阳气者$柔则养筋)$奇经阳气虚乏$

筋脉失于温煦濡养$乃为促使本病发生与发展的重

要因素' 奇经阴精不足$八脉亏虚$则十二经&五脏

六腑皆失其养$筋骨肌肉失其濡养而痿废' 根据运

动神经元病临床症状和体征分为 ' 大类型%!"#本

病延髓麻痹的呼吸衰竭主要病机为奇阳亏虚$真元

不足$鼓动无力$加之宗气虚而下陷$肺失其主呼吸

之功能' !##本病延髓麻痹吞咽困难症状主要病机

为真阳不足$清阳不升$浊阴不降$气机乖乱$肺失肃

降$胃失和降$咽门不利' !%#肢体僵硬&肌张力高

等上运动神经元病损病机为奇阳亏虚$脾肾两虚$阳

虚不能温煦筋脉$寒主收引$遇寒则肢体僵硬$诸症

加剧"或奇经亏损$肝肾两亏$阴精既亏$不能濡养筋

脉"或真元亏虚$清阳不升$湿热阻滞$筋脉不舒'

!+#肌萎无力$抽掣僵硬$舌红苔黄腻等主要病机为

真元不足$清阳不升$湿热阻滞$蕴结中焦脾胃$脾运

困顿$脾不能为胃行其津液于周身$四肢百骸失其所

养' !(#肌肉萎缩无力&肌力下降等下运动神经元

病损症状主要病机为奇阳亏虚$奇经受损$肾亏骨

弱$脾虚肌萎$阳失温煦之力$精失充髓之功$阴阳并

损$奇经脾肾俱呈虚败之象' !'#肌肉萎缩$行动无

力$口干而渴$手足心热等症状主要病机为真精亏

损$脾胃津亏$肺热叶焦$敷布无力$胃热阴亏$无津

供脾转输至四肢百骸$筋脉肌肉皆失阴精津液之濡

养' 从奇经论治$结合五脏分证$三焦分治的治疗方

法$既继承了传统中医的痿证之论$又未囿于成说$

既吸取了现代医学运动神经元病的认识$又未受现

代医学对本病以系统分证的局限$而是融汇贯通中

西医认识$突出中医特点$使病机探讨与治疗更切合

临床实际'

#$#!络病!谢氏*(+强调络病是本病缠绵难愈的主

要机制' 络病是病邪内侵$客于十五别络&孙络&浮

络而发生的病变$是以络脉阻滞为特征的一类疾病'

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认为凡久病&久痛诸证$

多因络脉瘀滞而引起' 虚损&邪毒&瘀血客于络脉$

败坏形体$继而又加重病情$变生诸病$形成恶性循

环$缠绵难愈' 所以(络病)是本病的病位$又是其

发病的核心机制'

#$%!脾胃虚衰!许氏等*'+认为$由于饮食不节$或

久处湿地$或思虑过多$脾胃受伤' 脾为后天之本$

主肌肉及四肢$脾气亏虚$运化失常$精微不能输送$

肌肉失于荣养而发本病'

#$+!肝$脾$肾亏虚!林氏**+认为$本病之因多于

肝&脾&肾亏损有关' 肝主筋&藏血$经脉之所宗"脾

主肌肉$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气机之枢纽"肾

主骨&藏精$为五脏六腑之本' 一旦将息失宜$喜怒

劳逸$房室过度$肾阴亏损$则骨髓衰竭而发为(痿

厥)' 肾气虚弱$水不涵木$肝血失养$血不濡筋$而

发为(筋痿)' 所以$筋萎&痿厥&麻痹为本证之标$

真阳亏损&肝木失调为本证之本' 众多因素均可损

及肝&脾&肾而致肝肾阴虚$阴不敛阳$阳亢而风动"

风阳煎灼津液为痰$风痰阻于经络则气血运行不畅$

筋脉失于荣养而出现肌肉萎缩' 脾虚则肝木不荣$

肝气横逆亦可成肝风' 陈氏等*Q+也认为$本病乃因

肾虚精亏$肝脾失养所致'

#$(!虚风内动!谢氏*N+认为虚风内动是本病进展

的重要病理环节' ,JK 和进行性脊髓肌萎缩在肌肉

未完全萎缩之前$往往具有肌肉颤动&肢体僵硬强

直&痉挛步态&强哭强笑面容&反射亢进&病理反射等

表现$这些症状越明显则其疾病的进展越快' 正如

-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言%(诸暴强直$皆属于风)'

因此$这些症状当属风气内动$是机体阳气亢逆所致

的一种病理状态$病位在肝' 曾氏等*"&+则认为$本

病以脾肾亏虚为本$虚风内动为标$并存在血脉不畅

之病理因素'

#$'!阴阳俱损!谢氏*""+认为$本病病因为本元内

伤$精血不足$阳气衰弱$阴阳俱损$气化不及' 多由

六淫侵袭$劳役过度所诱发' 阳不化气$阴难成形$

故表现出退行性病变'

#$*!虚实夹杂!王永炎认为$肝&脾&肾虚损是该病

发病的内在原因$湿浊之邪是本病的重要致病因素$

毒邪侵犯是重要病因$瘀血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

因素$络病是本病缠绵难愈的主要机制$虚风内动是

重要的病理环节*N+

' 邓铁涛认为本病以脾肾亏虚

为本$风动&痰阻血瘀为标*"#+

'

%!中医药治疗

%$"!经络论治!吴氏等*"%+根据运动神经元病的主

要临床表现及特征$提出从奇经论治$并结合五脏分

证$三焦分治的理论体系' 把奇经病变和五脏病变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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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结合起来$将运动神经元病分为六大类型$结合

三焦分治$以扶元起痿&养荣生肌为治疗大法$研制

了肌萎灵系列制剂$并制定出相应的具体治疗方法$

临床治疗本病$收到较好疗效'

%$#!辨证分型治疗!周氏*"++将运动神经元病分为

Q 型进行论治$取得好效果%!"#寒湿内侵$治宜益气

养血&散寒胜湿$药用黄芪&党参&鸡血藤&白芍&川

芎&当归&独活&寄生&羌活&桂枝&秦艽&防己&杜仲&

牛膝&地龙&$莶草&海桐皮' !# #寒痰瘀结 !"

例#$治宜温化寒痰&活血化瘀$药用苍术&陈皮&白

芥子&贝母&半夏&枳壳&附片&桂枝&牛膝&丹参&川

芎&南星&乳香&没药' !%#湿热内蕴!" 例#$治宜芳

香化浊&清热利湿$常用藿香&菖蒲&茵陈&白蔻仁&薏

苡仁&滑石&木通&连翘&黄芩' !+#痰热瘀结$治宜

清热化痰&活血祛瘀$药用胆南星&黄芩&竹茹&枳实&

川芎&丹皮&郁金&丹参&地龙&橘红&全蝎&地鳖虫'

!(#脾肾阳虚$治以温肾健脾$药用人参&附子&肉

桂&熟地黄&山药&杜仲&山茱萸&白术&干姜&巴戟天&

菟丝子&鹿角霜' !'#肝肾阴虚!Q 例#$治宜滋补肝

肾&熄风通络$药用白芍&阿胶&龟甲&生地黄&牡蛎&

麦冬&鳖甲&全蝎&蜈蚣&女贞子&菟丝子&牛膝' !*#

气虚血瘀$治宜益气活血$药用黄芪&白术&当归&赤

芍&桃仁&红花&地龙&菖蒲&天麻&桂枝' !Q#肾虚血

瘀$治宜补肾活血$药用附子&肉桂&熟地黄&白芍&枸

杞子&菟丝子&鹿筋&蜈蚣&全蝎&桃仁&红花&当归&黄

芪&乌梢蛇'

许氏等*"(+将本病辨证分型为 % 型$每型均以马

钱子和胎盘作为主药' !"#肝肾亏虚型%治则补益

肝肾$方用虎潜丸加减' 药用%黄柏&龟甲&知母&熟

地黄&陈皮&白芍&锁阳&狗骨&干姜&马钱子粉&胎盘"

肾阳虚衰者$可用加味金刚丸!萆&牛膝&木瓜&巴

戟天&全蝎&肉苁蓉&杜仲&天麻&乌贼骨&淫羊藿&乌

蛇&僵蚕&菟丝子&蜈蚣&马钱子#' !##脾胃虚衰型%

治则益气健脾$方用补中益气汤或十全大补汤化裁'

药用%黄芪&党参&白术&当归&陈皮&升麻&柴胡&熟地

黄&川芎&赤白芍&肉桂&桃仁&红花&丹参&马钱子粉&

胎盘&甘草' !%#邪伤肺金型$治则%益气养肺$方用

保元煎合清燥汤加减' 药用%人参&肉桂&黄芪&麦

冬&五味子&当归&生地黄&黄柏&白术&沙参&橘络&茯

苓&川贝母&桔梗&蛤蚧粉&胎盘&马钱子粉' 倘若肺

气虚衰$百脉不能来朝$又出现瘀阻经络之证$见有

四肢痿废$或麻木不仁$唇紫舌青$脉涩不利$治则益

气养营$活血行瘀$方用圣愈汤加味' 药用%人参&黄

芪&桃仁&红花&当归&赤芍&熟地黄&穿山甲&川芎&三

七粉&马钱子粉&胎盘' 疗效满意'

陈氏等*"'+将本病分为 # 型%!"#肝肾阴虚型%治

以补肾填精&养血和肝$以虎潜丸加减%知母 #& F$熟

地黄 "( F$当归 #& F$白芍 #& F$鸡血藤 #& F$山药 "(

F$锁阳 "( F$牛膝 "( F$黄精 #& F$桑椹子 #& F$龟甲

"( F"陈皮 "& F' !##脾肾气虚型%治以温肾健脾&益

气填精$以金匮肾气丸合四君子汤加减%熟地黄 %&

F$制附子 #& F$山茱萸 %& F$茯苓 #& F$泽泻 #& F$丹

皮 #& F$桂枝 "& F$人参 #& F$白术 "( F$黄芪 "( F'

邓铁涛教授*"*+根据脾肾相关理论$将本病分为

脾胃虚损&脾肾阳虚&肝肾阴虚 % 个证型' 临床治疗

以补益脾肾为本"以健脾补肾养肝$强肌健力治萎软

为主要原则' 验拟定汤剂强肌灵$疗效良好' 处方

组成%黄芪 +( F$五爪龙 %& F$太子参 %& F$白术 "(

F$肉苁蓉 "& F$紫河车 "& F$杜仲 "( F$山萸肉 "& F$

当归 "& F$首乌 "( F$土鳖虫 ( F$全蝎 ' F$甘草 ( F'

肌束震颤甚者$加僵蚕 "& F$或蜈蚣 " R% 条"肌肉萎

缩甚者$加鹿角霜 %& F&肉苁蓉 "( F"肢体无力甚者$

加千斤拔&牛大力各 %& F"痰涎多加猴枣散 " 支"舌

质黯&舌苔腻浊$加川芎 "& F&薏苡仁 #& F"兼外感加

千层纸 "& F&莶草 "( F等' 其中黄芪需要大量使

用$从 +( F起至 "#& F$而五爪龙乃邓铁涛教授遣方

之常用草药$补气而不燥$有南芪之称$常配合黄芪

以益气健脾$强肌健力$使之补而不燥$辅以太子参

或党参&白术补脾益气' 补肾益髓中药首选紫河车$

以及杜仲&巴戟&肉苁蓉&菟丝子&熟地' 养血柔肝用

当归&山萸肉&首乌$而熄风除颤软索可选用虫类药

如土鳖虫&僵蚕&全蝎&蜈蚣等'

%$%!基本方加减治疗研究!邓氏等*"Q+根据(治痿

独取阳明)及(筋痛必当舒肝)理论$从肝脾论治本

病$拟定健脾胃&养肝血基本方%黄芪 %& F$白术 "#

F$党参 "( F$当归 "( F$陈皮 "& F$熟地 "( F$白芍 "#

F$丹参 "# F$鸡血藤 "( F$伸筋草 "# F' 每日 " 剂$

水煎取汁 %&& =@$# 次分服' 加减%气虚乏力明显$

黄芪用量加大$若服后无胸闷口燥之感$可逐渐增量

至 "&& F$党参增至 %& F"阳虚肢冷加鹿角霜 "( F$熟

附片 "& F以温阳散寒"阴虚咽干加枸杞子&炙龟板

各 "( F以滋阴清热"上肢无力明显加桑枝 "( F$桂

枝 "& F以温通经络"下肢明显加淮牛膝&杜仲各 "(

F以强筋壮骨"筋惊肉怵加天麻&全虫各 "& F以熄风

止痉$取得了一定疗效'

覃氏等*"N+根据刘茂才教授经验$采用大剂量补

气药治疗$静滴黄芪注射液 '& =@$每日 " 次$疗程 "

月"口服复方北芪口服液 #& =@!含生药黄芪 '$*#

F#$每天 % 次$疗程 % 个月"口服补元汤!基本方组

成%黄芪 +( F$党参&太子参&丹参各 #& F$何首乌&白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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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鸡血藤各 %& F$紫河车&山茱萸&杜仲&巴戟天各

"( F$陈皮 ' F' 加减%兼语謇&吞咽困难者$加全蝎 '

F$石菖蒲 "# F$马钱子粉!冲#&$( F以涤痰开窍"兼

肌肉震颤者$加龟板胶!烊# #& F$当归 "& F$木瓜 %&

F%兼咽干&心烦不寐者$加玄参&生地黄&麦冬各 "(

F#$疗程 % 个月' 治疗 %" 例$显效 Q 例$有效 "( 例$

无效 Q 例$总有效率 *+$"NS'

蔺氏等*#&+用愈痿汤治疗运动神经元病$基本方

组成%党参 "Q F$黄芪 "( F$白术 "& F$茯苓 "& F$当

归 "& F$川芎 "& F$丹参 "# F$陈皮 "& F$紫河车粉 (

F!冲#$鹿角胶 "& F$阿胶 "& F$枸杞子 "& F$山药 "#

F$山茱萸 "& F$杜仲 "& F$桑寄生 "& F$甘草 ' F$生

姜 ( 片$大枣 ( 枚' 水煎服$每日 " 剂$" 个月为 "

个疗程$每疗程 #+ 剂' 最多者 #" 个疗程$最少者

"( 个疗程' 血瘀甚者加三棱&莪术&红花"气虚甚者

去党参$加人参"阳虚者加金匮肾气丸$N F大蜜丸$

半丸T次$每日 # 次"阴虚者加六味地黄丸 ' FT次$

每日 # 次' 治疗 %N 例$显效 "( 例$占 %Q$(S$有效

"( 例$占 %Q$(S$无效 N 例$占 #%S$总有效率

**S'

%$+!专方专药治疗研究!陈氏*#"+运用地黄饮子加

减治疗治疗运动神经元病患者 "&+ 例$初诊病人如

未服用西药者直接服用中药地黄饮子加减!共 "&+

例#%熟干地黄去心 #( F$巴戟天去芯 "# F$山茱萸

"( F$石斛 "# F$肉苁蓉酒浸焙干 "# F$制附子 ' F$五

味子 "( F$官桂 N F$白茯苓 "( F$麦冬去芯 "( F$菖

蒲 "# F$远志去芯 "( F$薄荷 % F' 加水浸 " ; 左右$

文火慢煎沸腾后 %& =51$约煎药汁 #&& =@$接下来再

煎上药取汁 #&& =@$# 次混均分用$早晚各 " 次$*(4

为 " 个疗程$连续治疗 % 个疗程$同时注意保持思想

乐观$勿食辛辣刺激之品$坚持完成康复作业$预防

感冒' 对照组 *# 例$坚持按规定量服用原西药力如

太或弥可宝$*( 4 为 " 个疗程$连续治疗 % 个疗程'

注意事项及康复方法同上' 结果%治疗组 "&+ 例中

临床痊愈 Q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无效 "% 例$

总有效率为 QQS' 而对照组临床痊愈 &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总有效率为 "&S'

蔺氏等*##+用愈痿汤治疗党参 "Q F$黄芪 "( F$

白术 "& F$茯苓 "& F$丹参 "# F$陈皮 "& F$紫河车粉

( F!冲#$鹿角胶 "& F$阿胶 "& F$枸杞子 "& F$山药

"& F$山茱萸 "& F$杜仲 "& F$桑寄生 "& F$甘草 ' F$

生姜 ( 片$大枣 ( 枚$随证加味治疗 %N 例$显效 "(

例$有效 "( 例$有效率为 *'$NS'

%$(!针灸治疗研究!郑氏*#%+运用针灸治疗运动神

经元病 #& 例$取得较好疗效' 方法%针灸%主穴%大

椎&手三里&曲池&合谷&足三里&阳陵泉&悬钟' 配

穴%命门&气海&血海&太冲&脾俞&关元&内关&鱼际'

穴位注射%取曲池&合谷&肩
!

&足三里&三阴交&血

海&梁丘&八风&八邪&太冲等穴' 用维生素 M"# 和

当归注射液$每次选 % R( 穴$每穴 &$( R" =@$隔日

" 次$"& 次为 " 个疗程$疗程间隔 % R( 4' 穴位埋

线%取关元&气海&脾俞&肝俞$配以肾俞&胃俞及病变

侵犯相应节段之华佗夹脊穴' 每次取主穴 " R# 穴$

配穴 " R# 穴' 治疗结果%治愈 + 例$显效 "& 例$好

转 +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达 N&S'

尤氏等*#++采用针灸配合水针治运动神经元病$

以足阳明经穴为主$并加配合谷&曲池&肩
!

&肩贞&

环跳&风市&阳陵泉&三阴交&阴陵泉&尺泽&背腧穴&

阿是穴中的 % R+ 个$补法进针$捻转得气后留针 #&

分钟$隔日交替进行$起针后以黄芪注射液行足三里

穴位注射$两侧各注射 # =@$日 " 次$"( 天后$症状

明显改善$继续治疗 # 个月$取得较好疗效'

许氏*#(+针刺治疗运动神经元病 #( 例$方法%取

穴%主穴取大椎&肺俞&胃俞&肝俞&肾俞' 上肢肌无

力配肩井&肩
!

&曲池&合谷&阳溪' 下肢肌无力配髀

关&梁丘&足三里&解溪' 方法%用 &$% == U+& ==

银针$大椎穴以双手持针直刺$得气后沿双侧夹背穴

左右各行针 % 次$脾俞&肝俞&肾俞均取双侧穴位$强

刺激留针配穴要求针感沿上肢或下肢传至远端$有

放电感为佳' 留针 %&=51$每 "&=51 行针 " 次$每日

" 次$"& 次为一疗程$疗程间隔 # 天' 治疗 % 个疗程

观察疗效' 治疗结果%痊愈 ' 例$显效 "# 例$好转 (

例$无效 # 例$总有效率 N#S'

%$'!中医综合治疗!李氏*#'+将运动神经元病辨证

分为两型%脾胃虚弱型&肝肾亏虚型' 采用健脾胃补

肝肾法!中药结合针刺&穴位注射辨证治疗# 收到良

好的临床疗效' 治疗方法%

脾胃虚弱型采用参苓白术散加减"肝肾亏虚型

采用健步虎潜丸加减' 同时$配合针刺治疗' 上肢%

肩
!

&曲池&手三里&合谷&三间' 下肢%髀关&梁丘&

足三里&阳陵泉&绝骨&解溪&陷谷' 咽部麻痹&失语

加廉泉&上廉泉$脾胃虚弱加脾俞&胃俞$肝肾亏虚加

肝俞&肾俞' 每穴采用补法$留针 #& =51$" 日 " 次$

#& 次为 " 疗程' 穴位注射%脾胃虚弱型%!"# 脾俞&

胃俞"!## 足三里&阴陵泉' 肝肾亏虚型%!"# 肝俞&

肾俞"!## 太溪&太冲' 每个证型分为两组轮流交替

使用' 用弥可保注射液!应与针刺穴位避开#$每穴

&$"( =@$隔日 " 次$"& 次为 " 疗程' 本组 #* 例$经

过 % R( 个疗程后$治愈 ( 例$占 "Q$(S"显效 "" 例$

占 +&"*S"好转 * 例$占 #($NS"无效 + 例$占 "+$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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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S' 总有效率 Q($#S'

%$*!中西医结合疗法!宋氏等*#*+运用中西医结合

方法治疗运动神经元病患者 "# 例' 西药%支链氨基

酸 #(&=@静脉点滴$每日 " 次"能量合剂 # 支加维生

素C%$&&维生素 M'&$%&胞二磷胆碱 &$*($静滴 "

次T4"维生素V胶丸 &$"$每日 % 次$口服"尼莫地平

#& =F$每日 % 次$口服"神经妥乐平 ' =@$双侧曲池&

足三里&三阴交&内关&合谷穴位交替封闭$每穴注射

药物 " =@' 针刺基本穴位肩
!

&曲池&外关&合谷&

血海&阳陵泉&足三里&三阴交$合并球麻痹者加刺廉

泉&人中&上星' 针灸连续 ' 4 休息 " 4$继续下次治

疗' 静滴黄芪注射液 %& =@加刺五加注射液 '&=@$

静滴$" 次T4' 中药基本处方%黄芪 %& F$西洋参 "&

F!另煎#$茯苓 #& F$炒白术 %& F$菟丝子 %& F$全虫

"& F$紫河车粉 "& F!冲#$鹿角胶 "( F!烊化#$沙苑

子 %& F' 筋脉拘急$肢体强痉者$加白芍 #& F$当归

#& F$鸡血藤 %& F"兼有湿热症状者$加知母 "# F$黄

柏 "& F' 每日 " 付$水煎分 # 次口服' 合并球麻痹$

饮水呛咳者$予留置胃管$鼻饲流质饮食或汤剂"合

并外感者$予相应处理' 以上方案治疗 Q 周后$评价

临床疗效' 结果%显效 # 例$有效 ' 例'

+!讨论

运动神经元病的病因不甚明了$西医治疗也无

特别疗效$中医采用辨证论治的方法取得一定的成

效$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中

医病名不统一&临床上个案报道多$缺乏统一的辨证

分型和疗效判定标准' 今后应加强客观化&标准化

研究$并建立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进行药物筛选和

作用机理研究$从而研制出治疗运动神经元病的有

效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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