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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治疗外侧髌股高压综合征 "# 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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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推拿手法治疗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炎已有多年

的历史#近年来在中西医理论的指导下#对传统手法

进行了改进和完善#形成了对膝关节退行性骨关节

炎早期外侧髌股高压综合征!,-.,//01,234,53265,/7

/85,/9:;5<=,>?@A"病理机制的独特认识及治疗手

法#现报道如下$

*!临床资料

*)*!一般资料!病人主要来自我院门诊和住院部

共 "# 例#其中男 *B 例#女 (& 例%年龄 "$ CD% 岁#平

均 E&)BB 岁%病程 * C"& 个月#平均 *&)D# 个月&

*)(!手法结合康复治疗"疗程为一月#E 次F每周$

!治疗以以下几种手法配合& !*"滚揉拿捏法$病

人取仰卧位#施术者从上至下滚揉股四头肌 * C( 分

钟#重点治疗髌骨上缘其内外两侧#再拿捏股四头肌

$ CE 遍& !("点按法$先用拇指'食指或中指分别卡

握在髌骨关节内外侧间隙处#两力相挤持续 * C( 分

钟#然后点按内外膝眼'髌骨下缘及鹤顶穴'血海'梁

丘和风市等穴#对痛点明显者可持续点按 ( 分钟&

!$"刮筋法$用拇指'食指或中指甲部在髌骨周围进

行刮筋 * C( 分钟#重点治疗痛点和筋结& !""推拉

髌骨法$双手拇指放在髌骨外缘#其余手指放在髌骨

内缘#抓握住髌骨横向推拉 *% 次%用同样方法分别

行纵向'两斜各推拉髌骨 *% 次#以松解髌骨粘迟#增

大其活动度#但用力要柔和缓慢& !E"弹筋拨络法$

两拇指一起弹拨膝后半腱肌'半膜肌'肌'腓肠肌

内外侧头及股二头肌 *% 次#对疼痛明显的肌肉可重

复 * C( 遍#最后点委中穴 * 分钟左右& 膝关节屈伸

受限者#这是不可缺少的手法之一& 对伴有膝内翻

畸形者#弹拨内侧关节间隙和外侧副韧带!包括起

止点"#对伴有膝外翻者#弹拨外侧关节间隙和内侧

副韧带各 *% C(% 次& !D"捶击法$双手握空拳在髌

骨周围快速捶击 E% 次#速度由慢到快#再由快到慢#

要有反弹感& 可促进关节积液的吸收& !#"屈伸

法$病人仰卧位#医者一手握住患侧大腿下端向下按

压#另一手握住足踝部向上提拉#使膝关节过伸#到

最大限度时停留数秒钟或同时轻微震动数次#放松

后再重复 * C( 次%患者仰卧位#医者一手放在大腿

后侧#另一手握住足踝部尽量屈膝关节#到最大限度

时停留数秒钟#放松后再重复 * C( 次& !&"推摩

法$以手掌由上而下快速推摩下肢前后侧肌肉 *%

遍#使局部有热感#屈伸膝关节 $ CE 次& 手法结束&

每周治疗 E 次#* 个月为 * 个疗程&

(!疗效评价标准

改良 ?9/G<2=膝关节评分(*)

& ?9/G<2=等强调

应用膝量表计分方法来评定膝关节韧带损伤后的临

床治疗效果& 该方法依据患者的主观感觉及膝关节

的功能状态进行评定计分#量表最低得分 % 分#最高

得分 *%% 分& 疗效评定参照改良 ?9/G<2=评分标

准#BE 分以上为优#&E CB" 分为良#DE C&" 分为可#

DE 分以下为差&

$!结果

$)*!治疗前后改良 ?9/G<2=膝关节评分!治疗前

"")"$ H#)DD#治疗后 #D)*$ HB)$*#!I%)%E#治疗

后?9/G<2=膝关节评分有显著性提高#!I%)%E&

$)(!治疗后优良率!单纯外侧支持带紧张组的疗

效优 & 例#良 *& 例#可 *% 例#差 * 例#优良率为为

#%J& 伴髌股关节骨关节炎的疗效分别为 *'*)E'$

例#(%J& 单纯外侧支持带紧张组的疗效好于伴髌

股关节骨关节炎组&

"!讨论

")*!中医学对 >?@A 认识!>?@A 为现代医学的病

名#中医学对本病没有明确记载#由于 >?@A 是髌股

关节紊乱的一种#也是骨性关节炎的表现形式之一#

应属中医*痹症+范畴& 中医认为本病与外伤'劳

损'瘀血阻络'感受风寒湿邪'痰湿内阻'肝肾亏虚等

有关& 从该病发病机制看#>?@A与外伤'劳损'肝肾

,E$,

!江西中医药 (%%# 年 B 月第 B 期总 $& 卷第 (B#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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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虚关系较为密切& 外伤与劳损$一时性承受超强

度的外力#包括扭'挫'撞'跌等#或长时间承受超强

度的外力劳损#如特定状态下采取不正确姿式持续

紧张地劳作等#当这些外力作用于上述部位时#可引

起受力最集中的关节局部发生气血逆乱#严重的导

致筋损骨伤'血流不循常道而溢于脉外形成瘀血凝

滞#导致关节骨骼结构受损#失去滋养#久之#退行性

疾病便会出现&

中医认为*肾主藏精#主骨生髓+#若肾精充足

则机体强健#骨骼外形及内部结构正常#且可耐劳累

及一般伤损& 而*肝主藏血#主筋'束骨'利关节+#

肝血充足则筋脉强劲#静可保护诸骨#充养骨髓%动

则约束诸骨#免致过度活动#防止脱位!髌骨外偏#

外倾"& 若肾精亏虚#肝血不足#则骨髓发育异常#

更兼筋肉不坚#营养乏源#既无力保护'充养骨髓#又

不能约束诸骨'防止脱位!髌骨外偏#外倾"& 久之

关节在反复的活动过程中#可渐渐地受到损害而过

早'过快地出现退变&

")(!>?@A手法治疗及理论基础!>?@A 的治疗方

式很多#主要治疗目的是为了缓解疼痛& 各种治疗

手段都是针对 >?@A 的发病机制#通过改善髌股关

节的对合'降低髌股关节的接触应力而发挥作用&

绝大多数患者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缓解疼痛& 中医

理论认为手法具有通经活络'活血祛瘀'舒筋健骨'

滑利关节'祛风散寒除湿'调整阴阳'调节脏腑功能

等作用& 骨伤科临证中多出现聚筋'筋转'筋结'骨

错缝等证& 采用相应手法#使筋结'筋转得散#骨错

缝得以还原&

基于以上的理论#我们在临床上#根据本病的特

点#将该病治疗手法分为$!*"解除软组织紧张与痉

挛手法又称为松筋手法#是治疗的首要步骤& 主要

是缓解膝关节周围肌肉的紧张与痉挛#放松紧张痉

挛的肌群#提高肌肉兴奋性#达到止痛的效果#同时

为下一步手法的治疗创造更好的条件& !("止痛手

法& 主要是点穴手法#包括循经取穴和以痛为俞

!即取阿是穴"& 疼痛是该病患者就诊的最主要原

因#手法治疗首要目的是尽快消除疼痛#改善患者症

状#利于关节功能的恢复& !$"松解粘连手法& 该

病常常出现膝关节周围软组织粘连情况#一方面引

起膝关节疼痛#另一方面影响膝关节活动#所以对膝

关节周围粘连应尽可能充分松解& !""增加髌骨活

动度手法& 由于髌股关节受累#髌股关节间隙狭窄'

软骨下骨硬化及骨赘形成#髌股关节间或髌骨后疼

痛#站起时或上下楼疼痛'打软腿#髌骨活动和屈膝

受限& 通过增加髌骨活动度手法可松解髌骨周围组

织粘连#恢复纤维组织的弹性#减小髌股关节间压

力#促进髌骨下软骨的新陈代谢#改善髌股关节骨性

关节炎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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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专栏征稿
&江西中医学院学报'以下重点栏目面向全国征稿%

!

理论研究!对中医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专题论述( 讨论专题有%中医水理论研究)火理论研究)体

质学说研究)梦理论研究)病证理论研究(

!

百家争鸣!旨在打破中医学术界的沉闷局面#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展开讨论争鸣( 争

鸣要求坚持良好的学术道德#敢说真话#敢亮观点( 争鸣的主要内容有%中医教育反思)中医科研走向)

中医发展前景)中西医结合前景)新时期中医的生存模式等(

!

中医文化研究!主要反映中医与古代哲学)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人文地理等文化形态的研究成果

以及五运六气研究)生命学说研究的最新动态(

欢迎广大作者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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