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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椎定点旋转复位对椎动脉血流影响的临床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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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颈椎定点旋转复位法对椎动脉血流的影响" 方法!运用颈椎定点旋转复位法对 %# 例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连

续治疗 & 周#观察治疗前后的主要症状与体征及椎动脉血流的变化" 结果!治疗前后眩晕$头痛记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治疗前后椎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平均血流速度$舒张末期血流速度$阻力指数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论! 颈椎定点旋转复位在有效改善临床症状的同时#对椎动脉血流异常有明显的改善作用"

关键词!椎动脉型颈椎病'血流速度'手法治疗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

!!颈椎定点旋转复位手法是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常用手段#疗效确切$ 自 +##& 年 $ 月 0+##1 年 $ 月年我们

观察此手法治疗椎动脉型颈椎病 %# 例治疗前后的椎动脉血

流变化#探讨颈椎定点旋转复位手法对椎动脉型颈椎病椎动

脉血流变化影响$

)!临床资料

研究对象为我科门诊%住院确诊椎动脉型颈椎病患者$

本组 %# 例#男 &" 例#女 "2 例$ 年龄 "# 0$% 岁#平 均 3)(3

岁$ 病程 + 个月0)+ 年$ 均依照 )11+ 年青岛全国第二届颈

椎病专题座谈会提出的椎动脉型颈椎病的诊断标准&)'确诊$

排除患有肿瘤%结核%骨折%颈椎先天畸形%严重的骨质疏松

症%严重的心脏病等不适合手法治疗者$ 所有研究对象均知

情同意#治疗前后均行双侧椎动脉彩色超声检查#颈椎 4线

检查#必要时行颈椎磁共振检查以明确诊断$

+!治疗方法

患者端坐#颈部自然放松#运用正骨触诊法!触摸患椎棘

突位置向左或右偏歪#患椎棘间隙宽度不等#患椎棘突旁压

痛#患处棘上韧带有条索样纵行剥离感"结合其它临床体征%

影像学改变确定患椎左或右偏#头部向旋转受限的一侧主动

旋至最大限度#术者一手拇指顶推患椎#另手从下颌部至后

枕部环抱头部#将抱头的手向上直上牵提和向受限侧旋转头

颅#同时另手拇指顶推患椎向对侧##此时多可听到一响声#

觉指下棘突轻度位移#嘱患者头颈处中立位#触诊棘突如已

拨正#手法即完毕#术后嘱病人酌情限制颈部活动$ 施手法

时一定要轻柔#准确#酌情用力#力求稳%准%轻%巧#切忌粗

暴$ 每周行颈椎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治疗 + 次# 连续治疗 &

周$

"!结果

治疗前后患者颈肩痛%头痛5/.评分比较# 治疗前 2()"

6)()%#治疗后 3(%2 6)("3#经 "检验$ 治疗后疼痛明显改

善# "7"(3)" $#!7#(#)) ##!'#(#3#有显著性差异$

眩晕%呕吐症状比较#治疗前重度 "$ 例#中度 ++ 例#轻

度 )" 例#无 1 例#治疗后相应为 )3%+$%+)%)%例#治疗前后经

卡方检验#

!

+

7+#()##!'#(#)#有极显著性差异$

治疗前后椎动脉收缩期峰值血流速度!8.5"#平均血流

速度!59"#舒张末期血流速度!:;5"#阻力指数!*<"统计

分析见表 )$

表 )!治疗前后8.5$59$:;5$8<及*<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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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前 ")("3 6)+(&# +$(+" 61(3+ ))(++ 6+("2 #($# 6#(#3

治疗后 &#(+$ 6)3()" ")("% 6)&()2 )3(+1 6&(++ #(31 6#(#2

" 1(2" 2(1" "(%+ 2(+2

!!注)治疗前后8.5%59%:;5%*<比较# 经"检验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讨论

通过本组病例双侧椎动脉彩色超声检查结果观察#椎动

脉型颈椎病的患者都存在椎动脉血管阻力增高#血流量减

少$ 颈椎失稳%颈椎间盘损伤或退变可造成颈椎单!多"个椎

体位移 !如颈曲改变%骨关节错位%滑膜嵌顿等"#或周围软

组织痉挛#或炎症导致椎动脉受刺激!或受压" #径路迂曲狭

窄而供血受阻#使椎 @基底动脉系统缺血#进而引起脑内微

循环障碍而致眩晕%呕吐%头痛等症状$

从治疗结果可知#颈椎脊柱定点旋转复位法对椎动脉型

颈椎病治疗前后临床主诉和症状改善!!'#(#)"#8.5#59#

:;5#*<!!'#(#)"等主客观指标#均有统计学意义的显著

差异#且两者存在正相关#说明旋转复位手法可以纠正椎间

失稳引起的小关节紊乱#并使骨刺和被压的椎动脉的相对位

置发生变化#从而减轻或解除骨刺对椎动脉的压迫#达到缓

解或消除症状的目的$ 通过旋转手法#还可对深部组织如关

节囊%椎间韧带%滑膜起到梳理松解作用#缓解局部痉挛和炎

症#减轻这些因素对椎动脉的刺激#增加颈椎稳定性*该治疗

方法通过调整位移的病变椎体使之回复至正常或代偿解剖

位置从而消除或减轻椎动脉和交感神经的刺激#改善椎@基

底动脉供血#缓解患者症状#达到临床治疗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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