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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it la n d 关节松动术在本世纪 6 0 年代问世〔‘二。

我 (

卜海富 徐

治疗前和治疗后
斌

R O M 一治疗前 R O M

们从 1 9 9 2 年起
,

将该技术与推拿相结合
.

用于治疗膝

关节功能障碍
,

现报道如下
。

临床资料

将膝关节功能障碍的患者分为 甲
、

乙两组
。

甲组 30

例
,

男 25 例
,

女 5 例
;
年 龄 3 7

.

6 4 士 14
.

58 岁
;
病 程

n
.

09 士 4
.

1 8 个月
;
其中股骨中段骨折 5 例

,

股骨下段

骨折 2 例
,

骸骨骨折 12 例
,

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 9 例
,

胫排骨双骨折 2 例
。

乙组 30 例
,

男 24 例
,

女 6 例 ;年龄

4 x
.

3 3 士 1 6
.

2 9 岁 ; 病程 1 2
.

4 3 士 6
.

5 6 个月
;
股骨中段骨

折 4 例
,

股骨下段骨折 2 例
,

骸骨骨折 13 例
,

胫骨平台

粉碎性骨折 7 例
,

胫胖骨双骨折 4 例
。

治疗方法

甲组患者仅接受推拿治疗
。

用拇指指尖或侧面推

膝周围
,

然后用四指指腹揉
、

捏骸上囊
、

骸骨周围及膝

关节周围肌肉
。

在弹拨股四头肌和胭绳肌的同时伸屈

小腿以活动膝关节
,

最后牵抖下肢而结束
。

每次约 25

分钟
,

每 日一次
。

乙组患者除接受上述方法的推拿外
,

同时被施以松动技术
。

操作手法有膝关节分离手法
、

膝

关节向前
、

后滑动手法
,

膝关节内外旋手法
,

膝关节内

外翻手法
、

骸骨内外滑动手法
、

骸骨上下滑动手法
。

每

个动作重复 3 一 5 次
,

每次间隔 6 一 10 秒
,

共约 3 一 5 分

钟
,

每 日一次
。

关节活动范围 ( R O M )测量及结果 关节活动范

围是反映关节功能障碍程度的重要参数
。

本文膝关节

R o M 的测量参照美国骨科学会所推荐的标准川
。

两组

病 人均在 治疗前 和治疗两周后测患 侧膝关节被动

R O M 各一次
。

结果
: 1

.

治疗前后膝关节 R OM 变化
:

甲组患者在

治疗前测量被动 R O M 为 27
.

69 土 8
.

2 70
,

两周治疗后
,

测得被动 R O M 为 40
.

81 士 7
.

8 4 “ ,

治疗前后 比较 P <

0
.

0 1 ,

关节活动范围改善 4 7
.

4 %
。

治疗前 R O M
X l o o % 下同 )

,

以正常膝关节 R O M 为 134
。

图
,

则此时推拿治疗组患者

膝关节 R OM 为正常的 30
.

5 %
。

乙组患者在治疗前测

得被动 R O M 为 24
.

91 士 6
.

42
“ ,

两周治疗后
,

测得被动

R OM 为 6 7
.

1 2 士 1 3
.

6 1 “ ,

治疗前后
’

比较 P < 0
.

0 1 ,

关节

活动范围改善 169
.

5 %
,

此时该组患者膝关节 R O M 为

正常值的 50
.

1 %
。

60 例膝关节功能障碍患者无一人在

治疗前和治疗后有膝过伸功能
。 2

.

两组患者治疗后膝

关节 R OM 改善程度 比较
:

治疗前两组患者膝关节被

动 R O M 值进行统计学处理
,

结果 P > 0
.

05
,

说明治疗

前两组膝关节被动 R O M 无显著性差异
。

将两组治疗

前 后膝关节 R O M 差值进 行统计学处理
,

结 果 P <

0. 01
,

说明推拿和关节松动术综合治疗组疗效高于推

拿治疗组
。

讨 论

关节松动技术是西方现代康复治疗技术中治疗关

节功能障碍的基本手法
。

其主要治疗作用
:
( l) 缓解疼

痛
:

刺激关节的力学感受器
,

抑制痛觉感受器
,

减少脑

干和脊髓致痛物质的释放
,

提高痛阑
; ( 2) 促进关节液

流动
:

通过活动关节
,

加快关节内滑液的流动
,

增加关

节软骨或关节内纤维软骨无血管区 的营养
,

预防因肿

胀
、

疼痛以及关节活动受限所引起的关节软骨退变
;

( 3) 松解组织粘连
:

松动术可以延长关节周围活动较小

的软组织
,

如关节囊
,

松动粘连组织
,

增加关节活动范

围
; ( 4) 增加本体反馈

:

本体感受器位于关节
、

关节囊和

肌健内
,

传人神经将关节感受器接受到的冲动传人 中

枢神经
,

增加位置觉和运动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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