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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应用该固定架
,

无需对骨折断端周围的软组织及

骨膜进行剥离
,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骨折断端的血

运
。

文献资料报道其固定针孔的感染率为 !
#

∃
〔%〕,

明

显低于其它固定方式
,

本组 %& 例病人均采用这种固

定
,

表层感染率为 %! ∃
,

深层感染率为 。
。

除超关节皮

肤撕脱者外
,

均不需石膏固定
。

术后组织反应期一过
,

即可功能锻炼
,

骨折愈合快
,

关节功能恢复良好
,

未发

生针孔感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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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多功能牵引治疗腰稚间盘突出症

山东省临沂市沂蒙医院 ≅%  Χ ! ! %Α

我院采用济南华飞产业公司
“

长 弓
”

牌 >Γ Η 三维

多功能牵引床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Ε! ! 例取得满意效

果
,

介绍如下
。

临床资料 Ε ! ! 例中男 ∀ 例
,

女 ! ∀ 例 Φ 年龄 % ∀

一 ∀ 岁
,

Χ ! 岁以上 % 例 Φ 病史  天Ι ∀ 年 Φ 腰痛伴有

下肢痛 %Β∀ 例
,

大小便障碍 Χ 例
,

脊柱侧弯 !% 例
,

腰

旁压痛 %  例 Φ ϑ 线平片
Δ
Ε !! 例腰椎正侧位片中

,

Β  

例有不同程度的腰椎侧弯
,

 % 例有不同程度的骨质增

生
,
Ε !! 例均有不同程度的腰椎间隙狭窄

。

Κ 1 检查
Δ Ε!!

例中行 Κ 1 检者 % Ε& 例
,

Λ( Μ &

间盘突出者 &∀ 例
,
Λ &一 ∀

间

盘突出者  例
,
Λ >
一 ∀ 间盘突出者 Ε! 例

,
Λ Ε 一 ∀

二节间

盘突出者 Ε! 例
,

Λ Ε
一 > ,

三节间盘突出者 % 例
。

治疗方法 所有病人都除外牵引禁忌症
,

病人俯

卧于牵引床上
,

胸背部与臀部分别固定于牵引床的胸

腹板和臀腿板上
,

臀腿板向下成一角度
,

病变间隙为角

顶点
,

在臀腿板旋转 ≅左或右Α 的同时
,

胸板做纵向牵

引
。

向微机输入有关数据
Δ

牵引距离 &∀ Ι  ! 4 4
,

与病

人身高成正 比
。

倾角 ≅即臀腿板下降角度 Α ! 一%! 度
,

平均 ∀ 度
。

转角 ≅即臀腿板的旋转角度 Α Β一%! 度
,

平

均 & 窗
,

≅左侧突出者左转右侧突出者右转 Α
。

手法
Δ

术

者位于患侧
,

牵引的同时医生辅以手法配合
,

此治疗过

程可连续进行 一 Ε 次
,

每次只需 一 % 秒
。

术毕将病人

平抬到病床上
,

绝对卧床 Β 小时后方可下床稍做活动
。

不能过度活动腰部
,

应尽量做到卧床休息 Ε 天
。

同时给

予甘露醇
、

地塞米松
、

青霉素等药物治疗
。

Ε 天后再根

据病人情况行恢复辅助治疗
。

治疗结果 疗效评价标准
Δ

优
Δ

症伏
、

体征消失
,

王好平 许 波 高迎 吉

恢复工作 Φ 良
Δ

主要症状
、

体征基本消失
,

可坚持工作
,

但劳累后症状有所加重 Φ 可
Δ

主要症状
、

体征有明显好

转
Φ
差

Δ

症状
,

体征有好转或无变化
。

治疗结果
Δ

优 % ∀Β

例
,

良
,

Ε Β 例
,

可 & 例
。

讨 论 该床主要由牵引装置
、

成角装置
、

旋转装置

和控制装置等组成
。

该床的床板由头胸板和臀腿板组

成
。

在牵引力的作用下
,

头胸板能沿位于床上的轨滑动

实现牵引
,

臀腿板能沿床的横轴上下转动
,

形成所需角

度
,

实现旋转
。

该床由微机控制
,

按照医生设定的指令

自动完成所需动作
,

可纠正椎间的三维结构改变
。

应用牵引法治疗时
,

屈曲位成角能使椎间隙后部

张大
,

有利于突出物的还纳
,

同时还可减轻对腹壁的牵

拉
,

防止牵引时腹壁对内脏的挤压
,

使作用力主要作用

在病变的椎间隙
。

屈曲位还可使后关节间隙增宽
,

使之

处于相对失稳状态
,

有利于纠正旋转移位
。

瞬间纵向牵

引能使椎间隙突然产生负压
,

其产生的负压可向内吸

引突出物 Φ 突然拉紧的后纵韧带的弹力可迫使突出物

向椎间隙内还纳
。

旋转可纠正小关节错位
、

旋转和移

位
,

能松解突出物与周围粘连并使之发生微小位移
。

利

用 以上综合用途可减轻或解除突出物对神经根的压

迫
,

纠正椎间失衡
,

达到椎间载荷的相对平衡
,

使症状

缓解或消失
。

值得指出的是
Δ

伴有椎管狭窄的病人 ≅Χ 例Α
,

经牵

引治疗后
,

#

症状
、

体征明显好转
,

其原因有待探讨
。

本

组病例经该床治疗无一例出现副作用
。

我们观察到
,

发

病时间短
,

单纯性间盘突出
,

年轻者治疗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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