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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目的　 观察在等速肌力训练基础上ꎬ向关节腔内注射富血小板血浆(ＰＲＰ)或玻璃酸钠对膝骨

性关节炎(ＫＯＡ)的疗效ꎮ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 ５０ 例 ＫＯＡ 患者分为 ＰＲＰ 组和玻璃酸钠组ꎬ每组 ２５ 例ꎮ
ＰＲＰ 组采用 ５ ｍｌ 自体 ＰＲＰ 进行膝关节腔内注射ꎬ每 ２ 周 １ 次ꎬ连续 ６ 周ꎻ玻璃酸钠组采用 ２ ｍｌ 玻璃酸钠进行

膝关节腔内注射ꎬ每周 １ 次ꎬ连续 ６ 周ꎮ 术后两组均进行等速肌力训练ꎬ每周 ３ 次ꎬ连续 ６ 周ꎮ 治疗前及治疗 ６
周后、３ 个月、６ 个月、１２ 个月ꎬ对患者进行随访ꎬ进行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ＷＯＭＡＣ)评
估ꎬ采用 Ｂｉｏ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４ 型等速肌力测试系统评价患侧膝关节屈、伸肌峰力矩(ＰＴ)、总功量(ＴＷ)和平均功率

(ＡＰ)ꎮ 结果　 治疗前ꎬ２ 组患者 ＷＯＭＡＣ 疼痛、僵硬、关节评分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治

疗前比较ꎬ２ 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 ＷＯＭＡＣ 疼痛、僵硬、关节评分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ꎮ 与玻璃酸钠组

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ＰＲＰ 组治疗 ３ 个月[(６.４４±１.５６)分]、６ 个月[(６.１２±２.７２)分]、１２ 个月[(７.１８±２.１９)
分]的 ＷＯＭＡＣ 疼痛评分较低(Ｐ<０.０５)ꎬＰＲＰ 组治疗 ６ 个月[(２.１１±１.０７)分]、１２ 个月[(２.５５±０.７７)分]的
ＷＯＭＡＣ 僵硬评分较低(Ｐ< ０.０５)ꎬＰＲＰ 组治疗 ６ 个月[(２４. ５４ ± ７. ０９) 分]、１２ 个月[(２５. ０４ ± ５. ７２) 分] 的

ＷＯＭＡＣ关节功能评分较低(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２ 组患者治疗 ６ 周后、１２ 个月时在角速度 ６０° / ｓ、
９０° / ｓ下的屈肌、伸肌 ＰＴ、ＴＷ、ＡＰ 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ꎮ 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同指标比较ꎬＰＲＰ 组

治疗 １２ 个月时在角速度 ６０° / ｓ、９０° / ｓ 下的屈肌、伸肌 ＰＴ、ＴＷ、ＡＰ 较为优异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结

论　 关节腔内注射自体 ＰＲＰ 或玻璃酸钠联合等速肌力训练均能有效缓解 ＫＯＡ 患者的膝关节疼痛及活动受

限等临床症状ꎬ但 ＰＲＰ 疗效更显著ꎬ值得临床应用、推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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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严重膝骨性关节炎 ( ｋｎｅｅ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ꎬ
ＫＯＡ)ꎬ治疗目标主要是重建关节软骨、滑膜和关节下
骨的生理平衡ꎬ但临床实际操作是极其困难的[１]ꎮ 在
指南中ꎬ关节腔内药物注射被广泛推荐应用于骨关节
炎(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ꎬ ＯＡ)的治疗ꎮ 然而ꎬ关节内注射何种
活性药物对 ＫＯＡ 最有效ꎬ仍无确切定论 [２]ꎮ 目前ꎬ临
床用于治疗 ＯＡ 的玻璃酸钠多用于缓解疼痛和炎症症
状ꎬ并不能显著减轻关节软骨的退化和破坏[３]ꎮ 自体
富血小板血浆(ｐｌａｔｅｌｅｔ￣ｒｉｃｈ ｐｌａｓｍａꎬ ＰＲＰ)作为一种生
物疗法ꎬ目前是国内外的研究热点ꎮ ＰＲＰ 富含大量生
长因子和炎症调节因子ꎬ可促进组织修复、调节炎症水
平[４]、保护软骨、促进合成代谢ꎬ联合股四头肌训练对
重新建立关节的动态平衡可产生积极影响[５]ꎮ 研究
表明ꎬ等速肌力训练对膝关节屈、伸肌群肌力的提高有
良好效果ꎬ对改善 ＫＯＡ 患者的膝关节稳定性十分重
要[６]ꎮ 本研究采用关节内注射 ＰＲＰ 或玻璃酸钠联合
等速肌力训练治疗 ＫＯＡ 患者ꎬ旨在观察其对 ＫＯＡ 患
者疗效的差异ꎮ 报道如下ꎮ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及分组
选取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我院治疗的

ＫＯＡ 患者 ５０ 例ꎬ均符合«骨关节炎诊治指南 (２００７ 年
版)»的诊断标准[７]:①近 １ 个月内反复膝关节疼痛ꎻ
②Ｘ 线片(站立或负重位)示关节间隙变窄ꎬ软骨下骨
硬化和(或)囊性变ꎬ关节边缘骨赘形成ꎻ③关节液清
亮、黏稠ꎬ白细胞<２０００ 个 / ｍｌꎻ④中老年患者(年龄≥
４０ 岁)ꎻ⑤晨僵≤３０ ｍｉｎꎻ⑥活动时有骨擦音(感)ꎮ 满
足①＋②或①＋③＋⑤＋⑥或①＋④＋⑤＋⑥即可诊断ꎮ
ＫＯＡ 影像学分级参照 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分级:Ⅰ级边
缘增生ꎻⅡ级关节间隙变窄ꎻⅢ级关节间隙更窄ꎬ软骨
下骨皮质不平整ꎬ有游离体及软骨下囊性变ꎻⅣ级严重
损毁ꎬ有畸形及脱位ꎮ

纳入标准:①年龄 ４０~８０ 岁ꎬ单侧膝关节病变ꎻ②
Ｋｅｌｌｇｒｅ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影像学分级属于Ⅱ~Ⅳ级者ꎻ③生命
体征平稳ꎬ能耐受等速肌力训练ꎻ④近半年内未服用糖
皮质激素类药物者ꎻ⑤签署患者知情同意书ꎮ 排除标
准:①合并类风湿性关节炎、痛风、关节结核、骨肿瘤等
相关疾病者ꎻ②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血液病或

其他内科疾病ꎻ③曾进行膝关节置换术或其它下肢手

术者ꎻ④血红蛋白<１１０ ｇ / Ｌꎬ血小板<１００×１０×９ / Ｌꎻ⑤精

神病患者或合并认知功能障碍者ꎬ不能配合治疗者ꎮ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 ５０ 例患者分为 ＰＲＰ 组和玻

璃酸钠组ꎬ每组 ２５ 例ꎮ 中途 ＰＲＰ 组有 １ 例患者出现

脑卒中事件退出研究ꎻ玻璃酸钠组 １ 例失访、１ 例中途
要求进行关节置换术ꎬ自行退出研究ꎮ 最终共 ４７ 例患

者完成治疗和随访ꎬ其中 ＰＲＰ 组 ２４ 例ꎬ玻璃酸钠组 ２３
例ꎮ 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程、病变侧别、ＢＭＩ 指数

(ｂｏｄｙ ｍａｓｓ ｉｎｄｅｘꎬ ＢＭＩ)及 ＫＯＡ 影像学分级等资料比
较ꎬ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具有可比性ꎮ 见

表 １ꎮ

表 １　 两组患者一般资料

组别　 例数
性别(例)
男 女

年龄
(岁ꎬｘ－±ｓ)

病程
(年ꎬｘ－±ｓ)

ＢＭＩ 指数
(分ꎬｘ－±ｓ)

ＰＲＰ 组 ２４ ８ １６ ６０.５３±７.０１ ２.７６±０.８７ ２４.０６±２.８７
玻璃酸钠组 ２３ ８ １５ ５９.３２±６.３９ ２.６８±０.８９ ２５.１５±３.１２

组别　 例数
病变侧别(例)
左 右

ＫＯＡ 分级(例)
ＩＩ 级 ＩＩＩ 级 ＩＶ 级

ＰＲＰ 组 ２４ ２２ １２ ４ １３ ７
玻璃酸钠组 ２３ ２０ １０ ３ １４ ６

二、治疗方法
ＰＲＰ 组患者接受自体 ＰＲＰ 关节腔内注射和等速

肌力训练ꎬＰＲＰ 关节腔内注射每 ２ 周 １ 次ꎬ共 ３ 次ꎬ连
续 ６ 周ꎮ 玻璃酸钠组患者采用玻璃酸钠进行关节腔内
注射和等速肌力训练ꎬ采用 ２ ｍｌ 玻璃酸钠注射液(山
东博士伦福瑞达制药有限公司ꎬ批号 Ｈ１０９６０１３６)经关
节腔注射ꎬ每周 １ 次ꎬ共 ６ 次ꎬ连续 ６ 周ꎮ 患者注射后

由治疗师被动活动膝关节ꎬ并嘱避免爬楼或患肢负重ꎮ
２４ ｈ 内可以利用冰敷减轻疼痛ꎬ如疼痛较重可口服西

乐葆(每日 ０.２ ｇ)ꎮ 所有患者休息 ２４ ｈ 后开始行等速
肌力训练ꎮ

ＰＲＰ 制备方法:采用二次离心法ꎬ采用山东产
ＰＲＰ 制备套装和专用离心机ꎮ 上肢静脉抽血 ５０ ｍｌꎬ
加入抗凝枸橼酸葡萄糖溶液 ５ ｍｌꎬ整个过程分 ２ 次离
心ꎬ第 １ 次离心 １４００ ｒ / ｍｉｎꎬ吸取全部下层红细胞层至

交界面 ３ ｍｍꎬ进行第 ２ 次离心ꎬ以 １４００ ｒ / ｍｉｎ 离心
１０ ｍｉｎꎬ此时分为 ２ 层ꎬ上层为贫血小板血浆(ｐｌａｔｅｌｅｔ￣
ｐｏｏｒ ｐｌａｓｍａꎬ ＰＰＰ)ꎬ吸取约 ３ / ４ 上清液弃掉ꎬ剩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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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Ｐꎮ 加入 ０.２ ｍｌ 氯化钙活化ꎬ即可得到备用的 ＰＲＰꎮ
ＰＲＰ 或玻璃酸钠注射方法:患者采取仰卧位ꎬ患

膝垫枕屈曲至 ７０° ~８０°ꎬ足中立位ꎮ 局部消毒ꎬ每次治
疗交替选择髌骨内外侧 １ ｃｍ 处(内外膝眼)进针ꎬ穿
刺入关节腔内ꎬ注入预先制备好的自体 ＰＲＰ ５ ｍｌ 或玻
璃酸钠 ２ ｍｌꎮ 关节积液明显者可先抽取积液ꎮ

等速肌力训练:运用美国产 Ｂｉｏ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４ 型等
速肌力测试训练系统ꎬ对患者的膝关节伸肌和屈肌进
行标准化的等速向心收缩训练程序ꎮ 第 １ 次运动训练
开始前ꎬ需通过测试曲线结果分析ꎬ如力矩曲线上呈现
双峰样改变者ꎬ选择多角度等速训练ꎬ尽量减少运动创
伤反应ꎮ 训 练 方 案: 选 用 ６０° / ｓ、 ９０° / ｓ、 １２０° / ｓ 或
９０° / ｓ、１２０° / ｓ、１５０° / ｓ 角速度进行等速肌力练习ꎬ每个
角速度各 １０ 次膝关节等速屈、伸练习ꎬ在训练过程中
指导患者尽可能用最大和最快的力量伸展和屈曲膝关
节ꎬ每次调整速度时休息 ２０ ｓꎮ 每组训练结束后休息
２ ｍｉｎꎬ每次训练 ２ 组ꎬ每周 ３ 次ꎬ连续 ６ 周ꎮ

三、临床疗效评定
治疗前对所有患者进行评估ꎬ治疗 ６ 周后、３ 个

月、６ 个月、１２ 个月ꎬ对患者进行门诊随访ꎮ 每次随访
时均采用西安大略和麦克马斯特大学骨关节炎指数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Ｏｎｔａｒｉｏ ａｎｄ ＭｃＭａ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ｏｓｔｅｏａｒｔｈｒｉｔｉｓꎬＷＯＭＡＣ)评分系统[８]ꎬ对各个随访时间
点进行对比分析ꎮ ＷＯＭＡＣ 量表内容包括关节疼痛、
僵硬程度及关节功能ꎬ共 ２４ 个问题ꎬ每个问题有无、轻
度、中度、严重和极严重 ５ 个选项ꎬ其分值分别对应 ０~
４ 分ꎬ总分为 ９６ 分ꎮ

所有患者治疗前、治疗 ６ 周后、治疗 １２ 个月时ꎬ采
用 Ｂｉｏ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４ 型等速肌力测试系统测试膝关节

屈、伸肌峰力矩(ｐｅａｋ ｔｏｒｑｕｅꎬ ＰＴ)、总功量( ｔｏｔａｌ ｗｏｒｋꎬ
ＴＷ)和平均功率(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ｗｅｒꎬ ＡＰ)ꎮ

四、统计学方法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８.０ 版统计学软件包进行数据统计分

析ꎬ计量资料采用(ｘ－ ±ｓ)形式表示ꎬ组间比较采用 ｔ 检
验或重复测量方差分析ꎬ若方差不齐则用秩和检验或
非参数检验ꎬ不同时间点两两比较采用 Ｂｏｎｆｅｒｒｏｎｉ 检
验ꎬ计数资料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表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ꎮ

结　 　 果

一、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ＷＯＭＡＣ 评分
比较

治疗前ꎬ２ 组患者 ＷＯＭＡＣ 疼痛、僵硬、关节评分
比较ꎬ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ꎮ 与组内治疗前比
较ꎬ２ 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 ＷＯＭＡＣ 疼痛、僵
硬、关节评分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ꎮ 与玻璃酸钠组治
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ＰＲＰ 组治疗 ３ 个月、６ 个月、１２ 个
月的 ＷＯＭＡＣ 疼痛评分较低(Ｐ<０.０５)ꎬＰＲＰ 组治疗 ６
个月、１２ 个月的 ＷＯＭＡＣ 僵硬评分较低(Ｐ< ０.０５)ꎬ
ＰＲＰ 组治疗 ６ 个月、１２ 个月的 ＷＯＭＡＣ 关节功能评分
较低(Ｐ<０.０５)ꎮ 详见表 ２、３、４ꎮ

二、治疗后 ２ 组患者等速肌力测试结果比较
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２ 组患者治疗 ６ 周后、１２ 个月

时在角速度 ６０° / ｓ、９０° / ｓ 下的屈肌、伸肌 ＰＴ、ＴＷ、ＡＰ
均有所改善(Ｐ<０.０５)ꎮ 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
点、同指标比较ꎬ ＰＲＰ 组治疗 １２ 个月时在角速度
６０° / ｓ、９０° / ｓ 下的屈肌、伸肌 ＰＴ、ＴＷ、ＡＰ 较为优异ꎬ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Ｐ<０.０５)ꎬ详见表 ５、６、７ꎮ

表 ２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ＷＯＭＡＣ 疼痛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６ 周后 治疗 ３ 个月 治疗 ６ 个月 治疗 １２ 个月

ＰＲＰ 组 ２４ １３.０４±１.５５ ７.１８±２.８２ａ ６.４４±１.５６ａｂ ６.１２±２.７２ａｂ ７.１８±２.１９ａｂ

玻璃酸钠组 ２３ １４.２５±２.１２ ７.２２±２.９５ａ ７.５４±１.６７ａ ８.８３±２.０４ａ １０.８７±２.２２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表 ３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ＷＯＭＡＣ 僵硬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６ 周后 治疗 ３ 个月 治疗 ６ 个月 治疗 １２ 个月

ＰＲＰ 组 ２４ ４.４９±０.９８ ２.２５±０.７４ａ ２.０１±１.１４ａ ２.１１±１.０７ａｂ ２.５５±０.７７ａｂ

玻璃酸钠组 ２３ ４.３３±１.０１ ２.１９±０.８７ａ ２.０７±１.６８ａ ３.５４±１.０８ａ ４.５９±０.６３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表 ４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 ＷＯＭＡＣ 关节功能评分比较(分ꎬｘ－±ｓ)

组别 例数 治疗前 治疗 ６ 周后 治疗 ３ 个月 治疗 ６ 个月 治疗 １２ 个月

ＰＲＰ 组 ２４ ５０.２１±６.４１ ２２.１０±６.３５ａ ２３.７３±６.６７ａ ２４.５４±７.０９ａｂ ２５.０４±５.７２ａｂ

玻璃酸钠组 ２３ ４９.０９±７.４４ ２３.３３±５.９１ａ ２５.３４±７.０８ａ ３８.７１±８.１１ａ ３９.８７±７.９９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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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不同角速度下屈肌、伸肌 ＰＴ 比较(Ｎｍꎬｘ－±ｓ)

组别　 例数 屈肌 ６０° / ｓ 伸肌 ６０° / ｓ 屈肌 ９０° / ｓ 伸肌 ９０° / ｓ

ＰＲＰ 组

　 治疗前 ２４ ３６.２１±１２.４５ ４４.０５±１０.５６ ２８.３４±８.４１ ３４.８７±１１.４３
　 治疗 ６ 周后 ２４ ５６.６２±９.５５ａ ８２.６０±１２.５１ａ ５０.１３±１０.８４ａ ６６.３３±１０.４８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４ ５４.６２±１１.２３ａｂ ７４.６２±９.６４ａｂ ４８.６２±８.９５ａｂ ５９.６２±９.５８ａｂ

玻璃酸钠组

　 治疗前 ２３ ３７.９３±１３.８２ ４５.２０±１０.３３ ２９.６４±９.８７ ３５.５０±１２.４１
　 治疗 ６ 周后 ２３ ５８.６２±１０.１８ａ ８１.１３±１０.８４ａ ５１.２０±１１.０６ａ ６７.２７±１２.５６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３ ４３.６３±１０.３８ａ ５０.１１±１２.３４ａ ３６.６４±９.０６ａ ４８.６２±９.５５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同角速度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表 ６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不同角速度下屈肌、伸肌 ＴＷ 比较(Ｊꎬｘ－±ｓ)

组别　 例数 屈肌 ６０° / ｓ 伸肌 ６０° / ｓ 屈肌 ９０° / ｓ 伸肌 ９０° / ｓ

ＰＲＰ 组

　 治疗前 ２４ ４０１.２１±９８.８５ ４５３.０５±１２０.８５ ３１３.８５±１０５.１４ ４０１.５９±１０１.６８
　 治疗 ６ 周后 ２４ ８２６.４８±１１５.４６ａ ９２０.６２±１３２.８１ａ ６５２.５９±９８.９７ａ ８２３.５３±１１５.６８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４ ６１６.３５±１０５.３６ａｂ ７５６.２９±１２０.６８ａｂ ５１６.４８±１１８.４７ａｂ ６６５.４１±１１５.９６ａｂ

玻璃酸钠组

　 治疗前 ２３ ４１０.３６±１０１.２３ ４６２.４７±１２３.６８ ３２０.８５±１１４.８３ ４１０.８５±１０４.８３
　 治疗 ６ 周后 ２３ ８３６.４５±１２０.３８ａ ９３２.５９±１２９.７６ａ ６６７.５９±１１１.８０ａ ８４２.５９±１１８.８４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３ ５０６.４５±９９.４９ａ ６４６.４５±１２３.５７ａ ４１１.４５±１２０.６６ａ ５８８.４５±１１３.９９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同角速度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表 ７　 ２ 组患者治疗前后不同时间点、不同角速度下屈肌、伸肌 ＡＰ 比较(Ｊꎬｘ－±ｓ)

组别　 例数 屈肌 ６０° / ｓ 伸肌 ６０° / ｓ 屈肌 ９０° / ｓ 伸肌 ９０° / ｓ

ＰＲＰ 组

　 治疗前 ２４ １９.２５±５.６５ ２３.０５±９.２１ １７.９３±９.８３ ２１.５９±１０.６８
　 治疗 ６ 周后 ２４ ３２.８６±８.４６ａ ３８.６２±１０.０５ａ ２９.５９±９.８３ａ ３６.５３±９.６５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４ ２６.４５±５.４４ａｂ ３１.４５±８.８７ａｂ ２４.４５±６.５７ａｂ ３０.４５±９.６２ａｂ

玻璃酸钠组

　 治疗前 ２３ ２０.２１±６.６８ ２５.２４±１０.２７ １８.３０±１０.８４ ２３.２６±１１.６９
　 治疗 ６ 周后 ２３ ３３.４５±９.４６ａ ３９.５９±１０.３９ａ ３０.１３±１０.２２ａ ３７.６３±１１.２６ａ

　 治疗 １２ 个月 ２３ ２２.４５±５.３６ａ ２８.６２±１０.４４ａ １９.２０±８.９６ａ ２６.４５±１１.０６ａ

　 　 注:与组内治疗前比较ꎬａＰ<０.０５ꎻ与玻璃酸钠组治疗后同时间点、同角速度比较ꎬｂＰ<０.０５

　 　 三、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患者的主要不良反应是注射后轻微的膝关节肿胀

和疼痛ꎬ大多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ꎬ治疗后数天自行缓
解ꎬ有少数患者因疼痛需口服西乐葆 ３~５ ｄꎮ

讨　 　 论

目前ꎬ指南推荐使用关节腔内注射皮质类固醇、透
明质酸等药物治疗 ＫＯＡꎬ但疗效欠佳[９]ꎮ 在 ２０１８ 年版

ＰＲＰ 在骨关节外科临床应用专家共识中明确指出ꎬ应用
ＰＲＰ 治疗骨关节外科疾病ꎬ可以缓解关节疼痛、改善肢

体和关节功能ꎬ促进骨与软组织修复等[１０]ꎮ 本研究采
用自体 ＰＲＰ 或玻璃酸钠注射联合等速肌力训练ꎬ结果
显示 ２ 组患者治疗后不同时间点的 ＷＯＭＡＣ 评分较治
疗前均有改善ꎬ其中 ＰＲＰ 组治疗 ３ 个月、６ 个月、１２ 个月
的疼痛评分ꎬ治疗 ６ 个月、１２ 个月的关节僵硬和关节功
能评分均低于玻璃酸钠组ꎬ提示 ＰＲＰ 注射对 ＫＯＡ 患者

膝关节疼痛、僵硬、功能的长期疗效优于玻璃酸钠ꎮ 其
机制可能与 ＰＲＰ 含有多种高浓度的生长因子及纤维蛋
白ꎬ能为修复细胞和组织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和支架ꎬ
具有保护软骨细胞、促进软骨愈合和减轻关节内炎症的
作用有关[１１]ꎮ 基础研究表明ꎬＰＲＰ 抑制了白介素 １β 或
过度负重引起的软骨细胞核因子￣ｋＢ 炎症通路的激
活[１２]ꎬ可以促进软骨细胞增殖和分泌细胞外基质ꎬ调控

细胞外基质蛋白多糖和胶原蛋白的合成等[１３]ꎮ 另外ꎬ
ＫＯＡ 的疾病发展过程不止涉及到软骨的破坏ꎬ还有一
系列炎症因子介导的关节周围软组织重塑[１４]ꎮ ＰＲＰ 关
节腔内注射治疗可诱导多种炎症调节因子在损伤部位
聚集ꎬ直接作用在关节腔内ꎬ以调节局部的炎症反应ꎬ从
而达到抗炎并修复组织的作用[１５]ꎮ

研究表明ꎬＫＯＡ 患者膝关节周围肌肉存在着关节
源性肌肉软弱ꎬ特别是股四头肌萎缩导致腘绳肌和股四
头肌 ＰＴ 比值不平衡ꎬ影响 ＫＯＡ 病程的发生发展[１６￣１７]ꎮ

７６７中华物理医学与康复杂志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第 ４１ 卷第 １０ 期　 Ｃｈｉｎ Ｊ Ｐｈｙｓ Ｍｅｄ Ｒｅｈａｂｉｌ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１０



本研究通过等速肌力测试ꎬ发现 ＫＯＡ 患者中均有不同
程度的股四头肌、腘绳肌肌力减弱ꎬ屈伸肌比值不平衡
等ꎮ 通过对患侧膝关节伸肌和屈肌进行标准化的等速
向心收缩训练ꎬ结果显示治疗结束时 ２ 组患者患膝的
ＰＴ、ＷＴ、ＡＰ 较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ꎻ进一步随访显示ꎬ
治疗 １２ 个月时患膝的生物力学指标仍高于治疗前ꎬ考
虑原因为关节腔内注射药物后ꎬ对患膝的疼痛和关节功
能有一定的改善ꎬ可以促使患者保持稳定的活动水平ꎮ
组间比较发现ꎬ治疗结束时ꎬ２ 组患者之间的生物力学
指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ꎬ治疗 １２ 个月时ꎬＰＲＰ 组患膝关
节 ＰＴ、ＷＴ、ＡＰ 等均高于玻璃酸钠组ꎬ提示关节腔内注
射自体 ＰＲＰ 或玻璃酸钠联合等速肌力训练在短期内对
患者屈伸肌肌力改善差异不明显ꎬ但注射 ＰＲＰ 在生物
力学指标上的远期疗效优于玻璃酸钠注射液ꎮ

本研究中ꎬＰＲＰ 膝关节腔注射没有发生严重的并
发症ꎬ主要不良反应是注射后轻微的膝关节疼痛ꎬ大多
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ꎬ数天后自行缓解ꎬ偶有患者需要
服用非甾体类镇痛药ꎮ 在治疗中为了预防膝关节疼
痛ꎬ建议患者在每次注射后休息 ２４ ｈꎬ２４ ｈ 后开始行等
速肌力训练ꎮ 同时ꎬ考虑到 ＫＯＡ 患者往往不会住院治
疗ꎬ为提高依从性ꎬ结合目前国内外研究通行做法ꎬ训
练频率确定为每周 ３ 次ꎬ结果证实对 ＫＯＡ 患者进行向
心等速训练ꎬ可以有效缓解关节僵硬、减轻疼痛、改善
膝关节运动功能ꎬ对提高关节稳定性有积极作用ꎮ 同
时ꎬ等速肌力测试训练系统能提供顺应性助力ꎬ能依据
受试者能力随时调节主力大小ꎬ无论评测还是训练都
较具安全性ꎮ

本研究不足之处有:ＰＲＰ 注射周期、注射剂量无

标准方案ꎬ可能会影响结果[１８￣１９]ꎻ患者治疗前、后有部
分患者进行磁共振检查ꎬ影像学直接证据无明显改善ꎬ
不排除与注射周期、观察周期短有关ꎮ 因此探讨 ＰＲＰ
修复软骨的理论基础尚需继续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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