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骨伤 年 月第 卷第 期

上海市部分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患病率的调查
解放军第 医院

田纪伟 赵光复
’

青少年脊柱侧弯的调查
,

对早期发现及时矫正
,

防

止和减少该畸形对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是一种

有效的方法比
、

〕。

这项工作正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

分注意 〔, 〕。

我们于 年 月至 月
,

年 月至

月两次组织对上海部分中小学生进行调查
,

普查脊

柱侧弯在中
、

小学生中的患病率
,

并评价其应用价值
。

对象和方法

采用 自制的照射型云纹照相仪进行去纹照相
。

照射型云纹照相仪由栅格 由大小
·

火 ,

间距为
,

直径为 的黑尼龙线构成
,

碘钨灯及 照

相机组成
。

灯源与照相机位于 同一直线 上下距离为
,

灯高
,

灯源到栅格距离为
。

被检查者脱去上衣
,

背对栅格
,

全身放松
,

直立
,

两肩及臂与栅格的尼龙丝稍接触
,

当从取镜框中看到

检查者背上出现清晰条纹时而可拍摄照片
。

常规冲洗胶片
,

在放大镜下阅片
。

阅片标准 〔’
、

艺几

正常 以脊柱为中轴的背部两侧条纹完全对称或同一

条纹两侧上下相差小于一个间隙
。

异常 背部两侧条纹

不对称
,

其同一条纹两侧相差一个间隙以上
。

·

例 岁受检者经专科 医生 向前弯腰

试验 目测法 以下简称 目测法 检查
。

对 目测法中 。。 例均行云纹摄相
,

将其 中

例云纹异常者拍全脊柱 光片
,

用 法测 量脊

柱侧弯角度
,

存档并定期复查
,

授 以防治方法及注意

坐
、

行
、

卧的正确姿势 纠正不 良姿势
,

对于 角

一 之间患儿
,

建议行支具疗法
“

以 上者
,

建议手

术矫治
。

结 果

例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
,

其中男性 。例
,

女性 例
,

首检阳性总数 例
,

其中男性 例
,

女性 例
,

复查 光线摄片显示总数为 例
,

其中

侧弯变数在
。

一
“

之间者为 例
,

男性 例
,

女

性 例
, “

以上者 例
,

男性 例
,

女性 例
。

男女

比例 。
。

讨 论

对学生进行脊柱侧弯调查
,

旨在调查在儿童青少

东泰安 一

乌卜学群
‘

施 才己
‘

年中以分布规律
,

以期达到早期发现
,

早期预防
,

早期

矫治的 目的
。

表 。。 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患病率年龄分布

年龄 岁 受检人数 阳性人数 患病率 构成比

门

合计 七。

行 列 检验
, 一

表 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性别患病率及比例

性别 受检人数 阳性人数 患病率 比例

男
· ·

女

经两次调查获得 综合部分在校 中小学生脊柱侧

弯 患 病 率 为
。

根 据 近 年 来 国 内 外 报 告
,

〔 〕利用 年时间 一 调查了 万名

一 岁的中小学生
, “

以上忠患病率为 一
。

日本调 查 了 例 年级学生
。

以 上 的 为
,

中学 一 年级 例 以上为 〔‘
·

〕

,

报告了 例次 岁中学生
, 。

以上为
,

北京协和医院调查 例
,

阳性 例
,

患病率为
·

环
,

张光铂等调查了 例 一 岁

中小学生
·

阳性 例
,

患病率 门 ,

江汉对

所小学生调查 。。 例
,

患病率 〔 〕,

同本次检测

结果相 比
,

均低 于本次调查结果
。

通过文献复习
,

世界

各地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摧患病水平依民族地域不同而

不同
,

有的地区高达 以上
。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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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中小学生脊柱侧弯年龄分布
,

经统计学处

理表明
,

个年龄组
,

其各组间患病率无显著性差异
, 。

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
,

性比例男
,

女为
, ,

检验表明呈高度显著性差异 一
, ,

似可以认为为脊柱侧弯与年龄无关
,

与性别有关
,

女性

更具易患性
。

应用云纹照相在群体中无 例出现假 阴性
。

而本

次假阳性率为 。
。

而由于受检者姿势不正而造成
。

经纠正姿势可矫正
。

故我们认为其做为群体筛选的手

段是可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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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 骨折手法复位治疗 例

解放军第 医院 福建南平 陈志斌 马文学
我院 自 年收治儿童 骨折 同时分骨

,

使骨折远端复位
,

有时可听到骨折复位声
。

例
,

以手法复位
,

石膏固定
,

功能锻炼
,

效果满意
。

现 对四型骨折
,

要兼顾双骨折的同时复位
。

用石膏托固定

报告如下
。

在掌屈位
。

固定时间 一 周
。

开放性骨折
,

应在维持

临床资料 骨折对位下做清创缝合
,

然后石膏固定
,

术后用抗菌索

本组 例中
,

男 例
,

女 例 年龄 一 岁 预防感染
。

左侧 例
,

右侧 例 闭合性骨折 例
,

开放性骨 治疗结果

折 例
。

就诊时间 受伤后 小时 天
。

治疗标准 优 骨折解剖对位或近似解剖复位
,

下

骨折分型 我们根据骨折改变程度将骨折分以下 尺挠关节复位
,

功能正常 良 前臂功能正常
,

有轻度

四型
。

一型为稳定型
,

骨折端无移位或轻度成角移位
,

酸痛 尚可 有酸痛
,

腕关节活动度略差
。

合并下尺挠关节脱位
,

幼儿 例均属此型
。

二型为挠骨 治疗效果 本组 例中
,

解剖对位 例
,

近似解

下端骨筋分离
,

共 例
,

其中学龄前 例 学龄期 剖对位 例
。

经门诊复查
,

时间最短 个月
,

最长 年
,

例
。

三型为挠偏型
,

挠骨骨折多为斜形骨折
,

骨折远端 优 例
,

良 例
,

尚可 例
。

优 良率
。

线片复

向挠侧移位
,

骨折线由挠背侧近端斜向尺掌侧远端
,

少 查
,

未发现骨舫损伤
。

数斜向掌侧远端
,

共 例
。

四型为不稳定的尺挠骨下段 体 会

双骨折
,

骨折端明显移位
,

下尺挠关节脱位 共 例
。

儿童 骨折早期采用手法复位
,

一次性成

治疗方法 功是关键
,

必须在 线透视下
,

使骨折达到解剖对位或

在臂丛麻醉 或不麻醉 及 线透视下手法复位
。

近似解剖对位
。

为保证复位成功
,

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

病人取仰卧位或坐位
,

肩关节外展 屈肘关节
。

令 整复前应做到充分读片了解骨折类型 ②充分拔伸牵

一助手固定肘部 另一助手两手拇指按手背部
,

余指握 引 骨要在持续牵引下整复方能成功 ④力度适中
,

防

住大小鱼际部
,

牵引约 一 分钟
,

迫使周围软组织的 止再损伤
。

骨折复位后宜采用石膏固定
,

因儿童对夹板

紧张力使骨折端对线
。

术者先扣 紧下 尺挠关节 使之复 固定后 的管理不能很好配合
。

位
。

对稳定型骨折
,

术者稍作纠正成角移位即可
。

其余 收稿 一 。一 。 修回 一 。 一

需两手向背挠侧推
、

挤
、

端
、

提骨折近端并作旋转触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