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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剂量持续腰推牵引对推间盘可塑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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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于 � � � ∀ 年自行研制了牵引
、

旋转
、

按摩
、

电

磁热
、

骨盆倾斜矫正多功能治疗床
,

治疗腰椎间盘突出

症 (∀� 例
,

疗效满意
,

介绍如下
)

∗商床资料

临床治疗 ( ∀� 例
,

其中男性 + �∀ 例
,

女性 �� 例 , 年

龄 �� 岁 − #. 岁 , 病程  天− �. 年
。

上述患者均经 / 0

诊断为腰椎间盘突出症
。

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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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盘突出 椎盘突出 椎盘突出 椎盘突出 椎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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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表现为腰痛伴右下肢放射痛 �(% 例
,

腰痛伴

左下肢放射痛 � +� 例
,

单纯腰痛 ++ 例
,

马尾综合征 +(

例
。

治疗方法

多功能治疗床床面结构分为三段
) &�∋ 胸部固定旋

转段
)

床面可行 %一 +% 度角旋转
,

并用胸部固定带将患

者胸部固定于床面
,

防止牵引时下滑及保证旋转时的

固定
,

旋转的治疗机理是在腰椎牵引的作用下
,

椎盘纤

维环内呈负压的状态下
,

利用纵向旋转聚向轴心的作

用及后纵韧带扭屈张力而迫使突出物还纳 , &+∋ 腰曲按

摩磁热段
)

符合腰椎平卧生理曲度
,

同时产生按摩和磁

热效应
,

具有松弛肌肉
、

镇静止痛及缓解肌肉对牵引的

拮抗作用 , &(∋ 臀部固定牵引段
)

以内藏滑车为牵引力
,

力点是臀部两侧高出床面 � ∀5 6 可折叠的牵引杆
,

牵引

时用骨盆固定带固定后将挂钩挂在牵引杆上
,

牵引力

(% 一 �% 7 8 共八组选择键
,

按下指定公斤键达公斤数后

自动停车 自锁
,

以称重系统及自动补偿维持牵引重量
,

滑车启动平稳
,

速度 (
9

25 6 : 6 ;!
。

根据年龄
、

性别
、

体

重
、

发病时间选择牵引量
,

平均在 +∀ 一 ∃ ∀7 8 范围内
,

(∀

分钟 :天
,

连续牵引不间断
,

�∀ 天 :疗程
,

年龄在 +∀ −

( ∀ 岁指定 ( 个疗程
,

( ∀一 % ∀ 岁指定 ∃ 个疗程
,

% ∀一  ∀

岁指定 % 个疗程
。

按摩
、

电磁热及有脊柱侧弯或骨盆倾

斜者矫正同时进行
。

治疗结果

由于病情和病程不同
,

治疗效果各异
,

虽然多数患

者接受 �一 + 个疗程治疗症状有不同程度的缓解或完

全消失
,

但患者必须按指定的疗程完成治疗
,

而达到椎

间盘可塑性恢复
,

测量方法以患者治疗前后侧位片
,

1∗

后下角至 % �
后上角各椎体后缘弧线为依据

。

上述 (∀�

例患者治疗后 1 ∗
− % �

五个椎间隙增长 �
9

<5 6 以上者

� %% 例
,

�
9

∗=6 以上者 ( � 例
,

�
9

(= 6 以上者 # % 例
,

取

平均值 �
9

<5 6
,

相当于 1 ∗
− % �

每个椎盘增厚 +
9

∃6 6
。

随着患者椎盘可塑性的恢复
,

其腰曲变直
、

侧弯等体征

也随之恢复
,

症状消失
,

临床治愈率 �+ >
,

仅有  例年

龄在 (∀ 岁以下及 � 例年龄在 #∀ 岁以上患者按指定

疗程治疗后椎间隙无变化
,

但症状改善尚满意
,

占 . >
。

讨 论

椎间盘的弹性与髓核所含的水分有密切的关系
,

但随年龄增长而水分减少
,

?≅= 25 Α= ! 认为
〔�, ,

髓核含水

量在 �. 岁前约 .. >
,

而 +∀ 岁以后降至 .∀ >
,

脱水后

的髓核可塑性减弱
。

Β盯ΧΔ
Ε 6 Χ

报告〔‘〕,

(∀ 岁以上的成

年人
,

椎盘髓核中的氨基葡萄糖含量减少而含水量下

降
,

椎盘逐渐出现退行性改变
,

椎盘的厚度和弹性也随

之下降
。

Φ ?2 Γ= ;! 认为
〔+ 〕,

椎盘退行性改变后
,

可削弱椎

间盘的功能
,

使脊柱的负荷能力及椎盘可塑性下降
,

椎

盘的厚度变薄
,

后椎间孔发生变异
,

脊神经根受到刺

激
。

发病后患者腰椎序列进一步紊乱
,

腰肌高度痉挛
,

进一步增加椎盘压力
,

腰曲变直或侧弯
,

重心重新调

整
,

椎盘髓核移位
,

腰椎失去原有的稳固性
,

如得不到

合理治疗
,

很难彻底恢复
。

腰椎小剂量持续牵引
,

在牵

引的作用下
,

椎盘纤维环内呈负压
,

有利于水分渗入
,

而牵引的时间
、

天数决定着充水的稳定
,

而保持椎盘的

弹性及可塑性
。

通过对 ( ∀� 例患者治疗体会是
)

&�∋ 按

患者的年龄决定牵引天数
,

必须达到指定疗程
,

中间不

得间断
。

&+∋ 是否有延长椎盘寿命的目的
,

拟初步试用

于未发病前保健及预防性牵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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