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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我院自 "##. 年 % 月/0&&) 年 % 月对总共 %)& 例腰椎间

盘突出症患者中的 "#$ 例采用牵引复位法治疗#现报告如

下$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患者中 0%% 例为男性#女性 "$. 例% 年龄在

0" /.' 岁#病程 ' 天/%& 年#有外伤史的 0#" 例#从事体力劳

动的 %". 例% %)& 例患者中都有12报告#3

$ /+

椎间盘突出者

为 0#. 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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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间突出者 0)# 例#合并椎管及侧窝狭窄者

) 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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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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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突出者 0%" 例%

0!治疗方法

全部患者随机分组#牵引复位组 "#$ 例和对照组 ")&

例% 牵引复位组采用上海产电动型牵引床#牵引动力上限 #&

56#下限 .& 56#时间 %& 分钟% 再行坐位#患者坐矮凳#医者面

对患者裸露的背部及腰骶部#用两指或三指触诊法#触到突

然有弹跳感的小皮丘或皮下结节部位为阳性反应点#作上记

号% 使用特制的金属块#重约 "*) 56#沿脊柱线自颈椎向腰

骶椎敲击#每一敲击点敲击 % 次#往返 . 次#最后集中敲击腰

骶椎 0& /%& 次% 敲击完毕#医者在患者的腰骶部阳性反应

点用力向内前推压#直到弹跳感或小皮丘消失#皮下结节有

时可应手而散#手感有落空感为佳% " 周 % 次#一疗程 "& 次%

对照组!常规针灸推拿组"")& 例患者#针刺患处四腰

穴&五腰穴!临床经验穴#位于四&五腰椎棘突旁开 &*+ 寸

处"#以针感传至足底为佳#其余循经配穴如承扶&承山&殷

门&环跳&秩边&委中等#时间 0& 分钟#重刺激% 手法采用推&

按&揉&点&拔伸&斜扳等组合手法对腰部进行重点治疗#每日

" 次或隔日 " 次#"& 次为一疗程%

%!结果

见表 "%

组别 例数 治愈 好转 未愈

牵引复位组 "#$ #% )+ "'

对照组 ")& %$ +% #%

!!牵引复位法组治愈好转共 ".) 人#总有效率 #"7)8#两

组经统计学处理!

!

&*&+ 有显著性差异%

经 %& 次治疗后确定疗效% 牵引复位组 "#$ 例#治愈!腰

腿痛消失#直腿抬高 .&9以上恢复原工作"#% 例% 好转!腰腿

痛减轻#腰部活动功能改善")+ 例% 未愈!症状&体征无改

善""' 例#总有效率 #"7)8'对照组 ")& 例#相应为 %$&+%&#%

例#总有效率 $)*%8%

$!讨论

现在认为椎间盘具有多重的感觉神经支配#易形成空间

总和而加速疼痛冲动的传入#复位手法可暂时分离神经的压

迫#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椎间盘症%

牵引下椎间距增宽者#多数椎间盘内压力下降#少数升

高或不变% 而内压的下降有利于突出或膨出的椎间盘回

纳(")

% 加之手法&针刺作用#通过刺激脊柱交感链传导到交

感神经中枢% 可反射地引起血管扩张#改善局部血供#使血

管扩张素::含量下降#血液淋巴循环加快使局部致炎物质&

组织胺&+;羟色胺在体液中含量下降#组织蛋白分解#末梢神

经递质增加#产生血管神经活性物质#使腰椎间盘与神经根

之间生理体液的失衡重新达到新的*盘;根+平衡而不痛%

椎间产生疼痛关键因素是#微循环的障碍引起了神经内

水肿和脱髓鞘反应% 那么手法缓解神经根痛的机理就在于

改善了神经根的微循环障碍% 手法作用还可使局部错缝的

小关节&突出的椎间盘&与被其压迫的神经根之间的位置达

到新的平衡% 在随访的 "#$ 例中#虽然大多数病人临床症状

消失了#但其中复查的 ." 张 12片中见$椎间盘的突出依然

存在% 可否认为治疗的目的在于改善*盘+与*根+的位置关

系#使椎间盘偏离所触及的硬膜囊或神经根而产生新的*盘;

根+的平衡#既有物理学上的生物力学平衡#又有局部代谢中

生理内环境的平衡#从而达到治愈的效果% 虽然突出物压迫

神经根的程度与临床疗效有明确的关系#但局部的力学结构

发生改变而适应椎间盘与神经根新的平衡点#即*盘;根平

衡+%

无症状的椎间盘突出在正常人群可高达 %&8% 医生治

疗的主要是症#而不是突出'当然去掉突出即可缓解因突出

而导致的症状#但不能说有些突出不去#症状就不能缓解%

临床上 #&8以上的病例经过休息或保守治疗#可以得到突出

退缩&脱水或与神经根相互调整而得到缓解'只有突出较大

或有粘连&保守治疗无效者才考虑用何种手法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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