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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关节积液较治疗前减少!活动仍受限*差为治疗后无任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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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裁定"提取内容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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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研究的基本信息!包括第

一作者#发表年份#国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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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的基本特征!包括病例

组和对照组的人数#性别组成#平均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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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干预措施

具体细节*'

.

(研究设计类型和偏倚风险评价的关健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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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关注的结局指标和结果测量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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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不清楚.#-高风险.回答"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完成!并交

叉核对!如遇分歧交由第三方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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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ÒE$&

!

(&bF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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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浓度!直至
$O

(

G

)

/!

左右!单次剂量不超过
$O/!

"然而!

现有的证据仅基于病例报告及动物试验!对于临床治疗而言!

其最佳给药浓度#剂量#频次仍需开展大量高质量
,#W

予以明

确!这也是今后
"

.

治疗
C"3

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93>

是现公认的评价疼痛的量化指标!已被广泛运用于

关节疼痛程度的测量及治疗效果的评价"本研究显示!在
"

.

关节腔内注射治疗后
'

个月和
.

个月
93>

下降较
*3

明显!

各研究间无明显异质性'

I

$

fOb

(!然而随访
P

个月!研究结果

间的差异较大!但各研究均显示
"

.

优于
*3

!因此!

"

.

与
*3

相比短期缓解疼痛疗效好的结论是可靠的"但长期疗效上!两

者无明显差异!可能由于随时间的延长!

"

.

及
*3

的代谢#消

耗!其抗炎#镇痛等作用效果减弱或消失!使关节炎症状再次出

现!反映出
"

.

与
*3

一样均不能改变
C"3

的发病本质和阻

止
C"3

进展"纳入的研究中!

)

项研究报告了治疗过程中不

良反应例数!表现为膝关节肿胀#疼痛!均自行或经短暂处理症

状消失!未见严重并发症!说明了
"

.

治疗
C"3

的安全性"

本研究主要存在以下方面不足&'

'

(尽管进行了全面的数

据库检索!但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量较少!有些结局指标或其

亚组仅有
'

&

$

个研究!这可能影响到结论的稳定性*'

$

(治疗

C"3

的英文文献多为病例报告!研究类型不符!仅有
'

篇

,#W

$

)P

%用德语发表!未能纳入'这些研究结论均与本研究结果

相符("不排除有研究发表于其他语言!因此本研究有存在语

言偏倚的风险*'

.

(纳入研究的方法学质量较低!这可能对本研

究结果产生一定影响"然而!本研究无明显发表偏倚!敏感性

分析各结局指标均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本研究的结论是可

靠的"本研究还指明了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为未来的研究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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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了方向!具有一定的临床和科研指导价值"

综上所述!

"

.

治疗
C"3

在有效率#缓解疼痛症状方面短

期疗效优于
*3

!但长期疗效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明确!两种治

疗方法在治疗不良反应率上无明显差别"

"

.

是一种安全#有

效的治疗方法!值得临床推广"基于当前研究的缺陷!本研究

结论仍需开展大量高质量#长期随访的
,#W

予以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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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的治疗效果$

''

%

"从本研究中可以看出!观察组的治疗效

果明显优于对照组!提示展筋活血方可以从宏观大幅提升临床

治疗的有效性!发挥了很好的辅助疗效!且两组术后均无严重

不良反应及脱落情况!提示该方法具有较高的安全性"

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最主要的临床症状是疼痛及运动

功能障碍!保守治疗的最主要目的也是减轻患者痛苦及增加躯

体活动度以保障正常生活$

'$

%

"本研究中!观察组患者的疼痛#

活动能力及止痛药评分均低于对照组患者!与卢志胜$

'.

%报道

基本相似!提示辅助应用展筋活血方可以有效缓解患者的临床

症状#提升患者生活质量"由于胸腰椎压缩性骨折的病因多数

骨质疏松!本次研究最后评价了患者的
NST

及
M"3

评分!结

果显示&观察组患者接受治疗后的
NST

及
M"3

评分值均明显

高于对照组患者!提示展筋活血方有助于改善患者骨质疏松程

度!提高上下肢运动功能"

综上所述!展筋活血方配合塔形垫自然牵引法有助于缓解

单纯性胸腰椎压缩性骨折患者疼痛症状!改善骨质疏松程度!

增强运动功能!提高治疗效果"但本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没

有对疼痛#活动能力#止痛药评分及
NST

#

M"3

评分进行动态

观察!仍然需要长时间#更大样本容量的研究来为临床治疗提

供科学可靠的依据!可将其作为今后的重点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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