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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关节炎中医外治法的文献研究

洪博文， 梅伟， 丁亮， 黄正泉， 邢润麟， 茆军， 王培民

（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苏南京 210000）

摘要：整理与分析历代中医典籍及现代中医外治法治疗膝骨关节炎（鹤膝风）的内容，了解传统中医外治法的种类及药物组

方演变等，扩展中医外治法在膝骨关节炎中的应用。结果显示，膝骨关节炎中医传统外治方法包括中药外敷、中药热熨、

中药熏洗、针刺及艾灸等；中药外敷药物多选用散寒止痛、活血化瘀药，剂型多以膏剂及散剂为主，使用时多采用现配的

生姜汁或老酒、白蜜等调敷，且常在药物中加入牛皮胶及猪肚脂等增强外敷药物的黏性，延长药物与皮肤接触时间；治疗

鹤膝风的针刺选穴总体以膝关节局部取穴为主，艾灸疗法可采用隔蒜灸、雷火针等。现代中医外治法治疗膝骨关节炎在剂

型改良、外用药物拓展、外治方法的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 中医外治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简、便、廉、验，现代临床

仍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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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External Therapy for
Knee Osteoarthritis

HONG Bo-Wen， MEI Wei， DING Liang， HUANG Zheng-Quan，

XING Run-Lin， MAO Jun， WANG Pei-Min
（Affiliated Hospital of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Nanjing 210000 Jiangsu，China）

Abstract：By sorting out and analyzing the conten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CM）external therapy for
knee osteoarthritis（KOA，also known as“swelling of knee joint” in the field of TCM）recorded in the ancient
books of TCM and in the modern literature，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types of TCM external therapy for KOA and
development of medicine consisting of the prescriptions，so as to expand the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CM external
therapy for KOA.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CM external therapy for KOA covered external application of Chinese
medicine，hot compress with Chinese medicine， fumigation and washing with Chinese medicine，acupuncture，
moxibustion，etc. Most of the herbs for the treatment of KOA by external application had the actions of dispelling
cold and relieving pain， activating blood and removing stasis， and the forms of medicinal preparation were
predominated by ointment and powder. The ointment and powder should be used together with fresh ginger juice，
wine，or honey，and oxhide gelatin and fat of the pig tripe were frequently added for increasing the stickiness of
the ointment and prolonging the time of the medicine acting on the skin. The acupoint selection of the acupuncture
therapy for KOA was usually characterized by the selection of acupoints around the knee，and moxibustion therapy
was performed by garlic- partition moxibustion， thunder- fire needling， etc.. Certain achievements have been
obtained in the modern TCM external therapy for KOA，showing as the modification of preparations，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cine for external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xternal therapy. For the TCM external therapy in
treating KOA is practical，convenient，inexpensive and effective，it is still a good alternative treatment for KOA
in modern clinical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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膝骨关节炎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疾病，致

残率较高，临床以疼痛及关节活动障碍为主要症

状[1]。目前西医治疗方式主要以减轻疼痛及活动障

碍为主，如口服非甾体消炎药（NSAIDs）、镇痛

药、抗焦虑药物等，有一定疗效，但也存在药物

耐受及肝肾损害等不良反应[2]。中医外治疗法可通

过中药外敷、中药熏洗、针灸等方式直接作用于

膝关节局部，起到舒筋活络、祛寒止痛等作用，

安全且有效[3]。中医外治疗法作为膝骨关节炎的传

统治疗方式，历代医家在临证治疗中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并被记载在大量的文献资料中。本研究

通过整理古今医籍及现代文献中有关膝骨关节炎

外治法的内容，以了解各项外治法的具体操作方

式及药物组方演变等，并探索其传承发展，扩展

中医外治法在膝骨关节炎中的应用。

1 古医籍中膝骨关节炎中医外治法的种类

及操作方式
膝骨关节炎为现代临床病名，根据其临床症

状，如膝关节活动受限、疼痛、肿胀、弹响及畸

形等，可将其归属中医古籍病名的“膝痹”“鹤膝

风”“历节风”等 [4]。本研究以“鹤膝风+外治”、

“膝痹+外治”等方式搜索中国中医药学会与湖南

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医典》电子版中医

古籍文献，结合翻阅图书馆相关纸质古医籍，对

检索得到的内容进行收集、梳理、归纳与分析。

发现古医籍中的膝骨关节炎中医外治方法与现代

临床类似，均涉及中药外敷、中药热熨、中药熏

洗、针刺、艾灸等[5]。

1. 1 中药外敷 中药外敷法是将中药研磨成细

粉，配合葱姜汁、白蜜、醋、酒或油类外敷于患

处，或者将中药熬煮成膏，使用时涂抹于患处，

使药物成分直接作用于患处，发挥药物的通络止

痛作用。中药外敷疗法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五

十二病方》，该书记载了 10余首用于外敷的方剂，

但其所载内容较为粗糙，且疾病分类尚不成熟 [6]。

到了明清时期，中药外敷疗法渐趋成熟与完善，

记载中药外敷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书目增多[7]。

中药外敷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将药物研

磨成细粉，配合葱姜汁、白蜜、醋、酒或油类等

外敷于膝关节。如《类证治裁·鹤膝风论治》记载

了白芥子粉调敷治疗膝骨关节炎：“膝者筋之府，

屈伸不利，两膝壅肿，内外皆痛，腿细膝粗，如

鹤之膝，是名鹤膝风……或用陈芥子研细，葱姜

汁和白蜜调涂。一伏时，患上起泡，泡干皮脱，

自愈。”[8]除了单味中药研磨成粉，可随证加减多味

中药，磨粉外敷。如《先醒斋医学广笔记·卷三》

记载：“治鹤膝风：乳香、没药各一钱五分，地骨

皮三钱，无名异（即天然产的含水氧化铁）五钱，

麝香一分。各为末，用车前草捣汁，入老酒少

许，调敷患处。”[9] 《医宗金鉴·卷六十二》中记载

了如意金黄散及回阳玉龙膏外敷膝关节：“如意金

黄散：南星、陈皮、苍术各二斤，黄柏五斤，姜

黄五斤，甘草二斤，白芷五斤，上白天花粉十

斤，厚朴二斤，大黄五斤。……如漫肿无头、皮

色不变、湿痰流毒、附骨痈疽、鹤膝风等证，俱

用葱酒煎调敷……回阳玉龙膏：治痈疽阴疮……

鹤膝风等证。……军姜（炒）三两、肉桂五钱、赤

芍（炒）三两、南星一两、草乌（炒）三两、白芷一

两。上六味制毕，共为细末，热酒调敷。”[10]1394-1398

此处的回阳玉龙膏虽为“膏”名，但其制法仍为

研磨成粉，故归类于此处。除此之外，《医宗金

鉴·卷七十》记载了简便外敷方，用于鹤膝风膝关

节疼痛：“外敷回阳玉龙膏……溃后时出白浆，浮

皮虽腐，肿痛仍前，不可用蚀药，只宜芙蓉叶、

菊花叶各五钱，研末，大麦米饭拌均贴之，亦可

止疼，或用豆腐渣蒸热捏作饼，贴之亦可。”[10]1654

《种福堂公选良方·卷三》在操作上有所革新，第

一次提到可使用纸张固定外敷药：“黄丹、无名

异（各五钱），轻粉（一钱），乳香、没药、樟水、

水龙骨、百草霜（各一两）。共为细末，桐油调夹

纸膏贴之，前后翻换，神效。或加血竭、血余、

儿茶、螵蛸、银朱、铜绿等药。治一切疮毒，随

贴随愈，并治风湿、痈疽、瘫痪、鹤膝风等症，

俱神效。”[11]

中药外敷方法的另一种是将中药熬煮成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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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敷于膝关节，如《外科证治全书·膝部证治》记

载白芷膏外敷膝关节：“初起膝盖骨内作痛，如风

气一样。因循日久，膝肿粗大，上下股胫枯细，

形似鹤膝……白芷膏：用鲜白芷酒煎至成膏，瓷

瓶收贮，每日取膏二钱，陈酒送服。再取二、三

钱涂患处，至愈乃至。”[12] 《奇效简便良方·卷二》

记载了肥皂外敷膝关节：“鹤膝风，膝、大腿细，

两膝作痛。肥皂一斤，煮烂去筋炒，糖六两，同

捣，敷三四日，效。”[13]医籍中的“肥皂”指的是中

药皂荚（下同），具有祛风除湿、散结消肿的作

用，可煮烂外敷于膝关节。此两方的药物组成均

为单味药。《医学入门·卷七》则记载了含有多种

药物的太乙膏：“治流注结核，骨痈鹤膝等证……

太乙膏：玄参、白芷、当归、肉桂，大黄、赤

芍、生地各一两。用油二斤半浸，夏三、冬十、

春秋七日，放入铜锅内，文武火煎至药枯黑，滤

去渣，入黄丹十二两，以桃枝不住手搅，煎至滴

水成珠，软硬得中，即成膏矣。治一切痈疽肿

毒……膝痛外贴内服，盐汤下。”[14]1385

《外治寿世方·诸风》记载了丸剂、简便外敷

方及预防方：“白虎风：水牛肉脯（一两炙），伏龙

肝、燕窠土、飞面（各二两），砒黄（一钱），水

丸，磨痛处。鹤膝风：商陆草取叶，入盐少许，

捣敷患处，自愈。又，甘菊花、陈艾叶作护膝常

带之，可免风湿病。”[15]

还可将牛皮胶入药，增强外敷药物的黏性，

如《疡医大全·卷之二十九》记载加入了牛皮胶的

火龙膏：“火龙膏：治风寒暑湿……鹤膝风、骨节

风疼痛，其效犹速。生姜半斤取汁，牛皮胶二

两，入锅内化开，入乳香、没药末各五钱，麝香

一钱，调匀待温，摊贴患处。”[16] 《证治准绳·行

痹》除提到牛皮胶，还使用了猪肚脂增强外敷药

物黏性：“行痹：膝痛，左膝痛了右膝痛……外贴

方，牛皮胶一两，水熔成膏，芸苔子、安息香、

川椒、附子各半两，为细末，入胶中和成膏，涂

纸上，随痛处贴之。蓖麻子一两，去皮，草乌头

半两，乳香一钱，另研，右以猪肚脂炼去沫成

膏，方入药搅匀，涂摩攻注之处，以手心摩娑如

火之热，却涂摩患处妙。”[17]

《医学从众录·鹤膝风》所载外用方则在药物

研磨成粉的基础上，又配合炒热，药物组成最为

复杂：“专治风寒湿骨节痛、历节痛风、痿痹麻木

不仁、鹤膝风……活短头发（晒干二两，用壮年人

剃下者），大黄、灵仙、雄鼠粪（各一两），川乌、

草乌、刘寄奴（各八钱），土鳖（大者三十个），羌

活、独活、红花、当归、蛇床子、苍术、生南

星、生半夏、白芥子、桃仁（各一两），上十八味

俱切碎。樟冰（一两），甘松、山柰、花椒、猪牙

皂、山甲（炙，研）、荜拨、没药（以上各三钱，不

必去油，同乳香炙热，同众药研细），乳香、白

芷（各五钱），上十味，研极细末。”[18]

由上可知，古籍中治疗鹤膝风的中药外敷药

物多为散寒止痛、活血化瘀药，剂型多以膏剂及

散剂为主，使用时多采用现配的生姜汁或老酒、

白蜜等调敷，且常在药物中加入牛皮胶及猪肚脂

等增强外敷药物的黏性，以延长药物与皮肤接触

时间，从而提高疗效。

1. 2 中药热熨 中药热熨疗法最早见于《素问·

调经论第六十二》：“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

与为表里，经络支节，各生虚实，其病所居，随

而调之……病在骨，焠针药熨。”[19]可见骨关节疾病

可采用药物外熨等具有温热作用的外治疗法。《诸

病源候论·风病诸候》也记载了热熨法治疗骨关节

疼痛：“贼风者，谓冬至之日，有疾风从南方来，

名曰虚风。此风至能伤害于人，故言贼风也。其

伤人也，但痛不可得按抑，不可得转动，痛处体

卒无热。伤风冷则骨解深痛，按之乃应骨痛也。但

觉身内索索冷，欲得热物熨痛处，即小宽……”[20]，

但文中尚未提到具体用于热熨的药物组成。

随着中医理论的发展，明清时期有关中医外

治法的专著增多，详细记载了治疗膝骨关节炎的

各种热熨疗法，包括刚开始的简单葱熨法及多

味中药的热熨。如《类证治裁·鹤膝风论治》记

载：“……是名鹤膝风……初起漫肿不红，屈伸不

利，用葱熨法内消之。”[8] 《医学入门·卷七》则提

到了葱熨法的具体操作：“葱熨法，生葱捣烂炒

热，频熨患处，至冷再换。治流注结核、骨痈鹤

膝等证。”[14]1380《简明医彀·卷之八》提到在葱熨法

的基础上加入揉法，并增添药物：“治疮疡、肿

毒、痈疽及流注、结核、鹤膝风……以葱连白头

根须捣烂炒热，勿畏痛楚，须布包着实熨之，必

用二包轮转炒熨。痛者熨至不痛，硬者熨揉至软

为度。大抵此法必用于微觉之时，且熨且揉，必

至于散而后已，最有大功。若跌扑伤损，瘀血凝

滞，亦用此法。更以南星、草乌为末，拌入烂葱

内热熨，尤为神效。”[2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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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医彀·卷之二》历节风篇中，还提到使

用酽醋（浓醋）煮沸葱白热熨患处及万灵膏烘熨患

处：“腿膝肿胀，作非常之痛不可忍……简便方：

治历节风。三年酽醋（五碗）煎数沸，切葱白二

碗，煮一沸，包，熨患处热……又用羊蹄根、好

醋、生铁磨浆，涂患处，入硫黄末尤妙。万灵

膏：捻入乳香末摊布上，贴痛处，外包熨热，痛

止 。 或 以 绵 布 絮 厚 包 ， 烘 熨 极 热 ， 汗 出 痛

止。”[21]90-92该书的鹤膝风篇则提到采用炒热药物热

熨患处：“膝肿大痛：旱莲草（摘断黑者）一握，

捣，入糯饭（一团），酒药（一块）匀，烘放膝上，

箬油纸、布包火熨，闻酒香，数日愈；未安再

包，或陈年糟炒热包暖。”[21]92 《奇效简便良方·卷

二》亦提到炒热药物热熨患处：“鹤膝风，膝、大

腿细，两膝作痛……又方生姜（切片捣炒热），将

绢包于膝上，二宿后再将陈小麦打碎，炒热包

之。”[13]

《寿世保元·卷五》 除提到炒热药物外熨之

外，还提到将药物制成饼状，使用时借助烧热的

秤砣外熨：“一论熨法，治诸风恶毒，冷痹麻木肿

痛，或遍身骨痛，始觉肿痛，熨之即散。苍术（二

两）、羌活（一两）、独活（一两）、蛇床子（五钱）、

蔓荆子（五钱）、穿山甲（五钱，土炒）、雄黄（三

钱）、硫黄（三钱）、麝香（三分），上为末，炒热，

以绢包熨患处。一法以醋拌炒作饼，用绢包，烧

秤槌放饼上，用绢包熨之。”[22] 《古方汇精·卷二》

也提到将药物制成饼状，使用时热熨：“鹤膝风

方：由于外感寒湿，本质未溃者，敷此可消……

用肥皂二个（去子），五倍子（去灰）、皮硝各一

两，共研末，用头酒糟四两，砂糖一两，姜汁半

茶钟，和捣蒸热敷膝上，如干，加烧酒润之，十

日愈。一方，用白凤仙连根叶捣汁一大碗，同姜

汁对熬，入广胶四两，和化成饼，贴裹患处，冷

即烘热贴之。”[23]

中药热熨疗法可在药物外敷的基础上，配合

热量渗透以助解除病痛。膝骨关节炎多因风寒湿

侵袭所致，热量渗透有助于外用中药发挥散寒止

痛的疗效。

1. 3 中药熏洗 除中药外敷及中药热熨外，古籍

中还记载了中药熏洗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药物组成

及操作方式。如《验方新编·卷十四》记载二妙散

熏洗膝关节：“有二妙散：治一切风湿瘫痪，筋骨

疼痛，无不神效。生甘草、威灵仙各一斤，用水

一担，将药煎五六滚，入大缸内，用板凳坐其

中，周围用布围住，乘热熏之。待水温浑身洗

透，务使汗出，谨避风寒，即愈。”[24]《医宗金鉴·

外科卷下》提到海桐皮汤熏洗筋骨，减轻膝关节

疼痛：“海桐皮汤专洗一切跌打损伤，筋翻骨错，

疼痛不止。海桐皮、铁线透骨草、明净乳香、没

药各二钱，当归（酒洗）一钱五分，川椒三钱，川

芎一钱，红花一钱，威灵仙、白芷、甘草、防风

各八分，共为粗末，装白布袋内，扎口煎汤，熏

洗患处。”[10]2059

1. 4 针灸治疗 《千金翼方·卷第二十六》 言：

“医者意也，善於用意，即为良医。良医之道，必

先诊脉处方，次即针灸，内外相扶，病必当愈。

何则？汤药攻其内，针灸攻其外”[25]，指出了针刺

及艾灸疗法在疾病中的外治作用。

1. 4. 1 针刺治疗及腧穴选择 《医学纲目·卷之

十二》提到用于膝骨关节炎的针刺手法及腧穴：

“鹤膝风，即历节之类。膝中痛，取犊鼻以员利

针，发而间之。针大如牦，刺膝无疑。鹤膝风肿

及腿痛，髋骨在膝盖骨上一寸，梁丘穴两傍各五

分，针入五分，留一吸，泻之。……脚膝痛筋

急：风池、三间、三阴交、三里。”[26]《普济方·针

灸门》记载了梁丘穴治寒痹：“治寒痹，膝不能屈

伸，穴梁丘。”[27]《神灸经纶·卷之四》记载了其他

用于治疗膝骨关节炎的腧穴：“腿膝冷痹，鹤膝

风：阳陵泉、环跳、风市。”[28]

可见治疗膝骨关节炎的针刺选穴总体以膝关

节局部取穴为主，配合针刺手法操作，可达到止

痛的效果。

1. 4. 2 艾灸疗法 艾灸疗法具有温经散寒、通络

止痛的作用，隔蒜灸、雷火针等灸法均可应用于

膝骨关节炎的治疗。如《医宗金鉴·卷六十一》提

到隔蒜灸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具体操作：“隔蒜炎

法：大蒜切成片，约三钱厚，安疮头上，用大艾

壮灸之，三壮即换一蒜片。若漫肿无头者，以湿

纸覆其上，视其先干处，置蒜片灸之。两三处先

干，两三处齐灸之。有一点白粒如粟，四围红肿

如钱者，即于白粒上灸之。若疮势大，日数多

者，以蒜捣烂，铺于疮上，艾铺蒜上灸之。蒜败

再易，以知痛甚为效。凡痈疽流注、鹤膝风，每

日灸二、三十壮。痈疽阴疮等证，艾数必多，宜

先服护心散，以防火气入内。”[10]1381-1382隔蒜灸要达

到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的程度，疗效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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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

除了隔蒜灸，雷火针也可应用于膝骨关节炎

的治疗。如《古今医案按·卷第七》记载：“鹤膝

风：州守张天泽，左膝肿痛……盖鹤膝风，乃足

三阴经亏损，寒湿乘虚而入……或雷火针，使其

内消为妙。又预防法，用艾绒缝入护膝，将大红

绢作里面，着肉缚之，昼夜不脱，可免此病。”[29]

《寿世保元·卷五》 则提到雷火针的具体操作方

法：“一论雷火针。苍术（五钱）、川芎（三钱）、硫

黄（二钱半）、穿山甲（三钱，炒）、蔓荆子（三

钱）、皂角（三钱）、麝香（五分）、雄黄（二钱）、艾

叶（不拘），上为末，纸卷如指大，以草纸七层贴

患处，将药燃起淬之，知痛则止。”[22]《疯门全书·

外治六法》中记载的雷火针法，艾条药物组成与

《寿世保元》 不同，但操作基本一致：“雷火针

法：蕲艾叶放在箕内，擦成绒，以纸紧包成条，

如笔管大。先以粗纸摺二三重，置各患处，以艾

条燃火，按患处隔纸烧射，知痛即止。如泡起，

用针挑破，水干自愈。如烂即以松香膏贴之，外

江呼为射火，医家又名雷火针，凡疯痹、鹤膝

风、肿痛风之类皆用之。”[30] 《医学实在易·卷五》

的雷火针药物组成与上述两种组方均不同，但均

属散寒止痛类药物：“鹤膝风，薛氏云：多是风邪

乘虚入于三阴之经，治法以温补肝肾为主，未

效，即须暖脾。又外治二法，不可不知……一用

雷火针法，治风、寒、湿留滞筋脉，剧痛不休，

用蕲艾五钱，丁香五分，麝香三分，合研匀入纸

筒中，痛处衬布四五层，照火焠数十遍，以筋脉

活动为度。但此二法，脓成即不可用。”[31]雷火针为

实按灸，热量渗透感大于普通艾灸，散寒止痛效

果较好，适用于膝骨关节炎。

对于灸法选的穴位，可以参考针刺选穴，以

膝关节局部腧穴为主，可配合阿是穴，着重灸膝

关节疼痛处。如《杂病广要·外因类》言：“鹤膝

风，……重者兼灸膝眼二穴，敷以琥珀膏，亦可

渐渐取效”[32]；《针灸资生经·卷五》曰：“予冬月膝

亦酸疼，灸犊鼻而愈。以此见，药与灸不可偏废

也。若灸膝关、三里亦得，但按其穴酸疼，即是

受病处，灸之不拘。”[33]

2 膝骨关节炎中医外治法的现代传承及发展
膝骨关节炎的中医外治理论体系经过历代医

家的实践和改革后逐渐得到完善。但由于近代战

乱及西医体系的入侵，膝骨关节炎的中医外治法

未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只在民间得到保留及应

用，多属于家传师授或者自学，逐渐形成不同的

骨伤学术流派[34-35]。

建国后，社会环境逐渐稳定，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中医外治法得到医患的重视。对中医外

治法相关文献的整理及骨伤院校与医院的建立等

为现代膝骨关节炎的中医外治法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医外治法在现代临床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

传承与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外用剂型

的改良。古医籍中的中药外敷剂型已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将药物研磨成细粉，配合葱姜汁、白

蜜、醋、酒及油类等外敷于膝关节，例如如意金

黄散，另一种则将中药熬煮成膏，外敷于膝关

节，如太乙膏。二者多借助牛皮胶入药及纸张固

定于膝关节。现代膝关节外敷剂型已拓展为巴布

剂、涂膜剂、凝胶剂及湿敷贴剂等[36]。也有继承传

统外用膏药制备方式的外用剂型，例如“易层”

贴敷仍使用传统桑皮纸，将药物研磨成细粉，混

合饴糖及凡士林，“三色敷药”均匀涂抹于桑皮纸

第二层，“三黄油膏”均匀涂抹于桑皮纸第一层，

外敷于膝关节，临床止痛疗效较好[37]。现代改良后

的外用膏药剂型，如奇正消痛贴膏，使用时需要

将小袋内润湿剂均匀涂在药垫表面，润湿后直接

贴于膝关节[38]。（2）外敷药物的拓展。古籍中应用于

膝骨关节炎的外敷药物组成多为白芷等除湿止痛

中药，乳香、当归、没药等活血止痛中药，以及

川乌、草乌等散寒止痛中药。现代膝骨关节炎外

敷药物在继承传统药物组方上得到拓展，如邓迎

杰等[39]通过检索现代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中医外治方

药，发现药物组成多为补虚药、活血化瘀药及祛

风湿药，如乳香、没药、草乌及川乌等。（3）外治

方法的创新。古籍中的中药热熨疗法，多将中药

炒热外熨，或采用简便葱熨法。现代临床则采用

蒸锅加热[40]，但临床应用较少，值得进一步推广应

用。古籍中的中药熏洗方，海桐皮汤现代临床仍

在使用[41-42]，临床止痛疗效颇佳。针灸在膝骨关节

炎中的应用方法有所创新，除了传统针刺、隔蒜

灸及雷火针外，还创新发展了小针刀等外用疗

法[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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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小结
古今医籍文献的整理分析表明，中医治疗膝

骨关节炎（鹤膝风）的外治法方式较多，包括中药

外敷、中药热熨、中药熏洗、针灸等疗法，这些

疗法可直接作用于膝关节局部，止痛效果较佳且

安全。传统中医外治法治疗膝骨关节炎简、便、

廉、验，现代临床仍值得借鉴。今后有关外治法

治疗膝骨关节的研究应在继承医籍传统方法、剂

型、药物及保证疗效的基础上创新发展，进一步

改良外用剂型及创新针灸方式等，以服务于现代

中医临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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