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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钉固定及缝合固定
。

对新鲜半月板损伤及损伤较轻
,

采取修补术
,

尽早

予以保留
。

对陈旧性损伤
,

大部分采取切除术
。

治疗结果 本组随访时间最长的 年
,

最短 # 年
。

术后关节稳定
,

抽屉试验阴性
,

无痛
,

膝伸屈正常者  

例
,

活动范围在 ∃
“

一 % ∃∃ 之间者 例
,

可做一般体育

活动
,

均能胜任原工作
。

例因心脏疾病 &∃ 天死亡
。

切

除半月板 ∀ 例中
,

术后 ∋ 年 例发生膝退行性改变
,

而

健侧未见发生
,

保留损伤半月板的 ( 例中
,

& 例未见不

稳定及 膝痛
。

讨 论 膝关苗三联征患者行前交叉韧带及内侧

副韧带的重建术
,

取材和重建方法甚多
,

我们首先考虑

功能恢复
,

尽力减少膝关节附近的创伤
,

故采用排肠肌

腿膜
,

离膝关节远
,

创伤小
,

功能恢复快
。

术后伤肢石

膏托制动
,

应使膝屈 曲 # ∃∃ 一 & (∃
,

为术后早期功能锻

炼
,

防止股四头肌挛缩
,

招致膝关节强直的有效方法
。

)收稿
∗

(一 ∃ 一 ∃ ∀ +

综合治疗颈椎病  ∃ 例

张雪 丽

内蒙古医学院第二附院 )呼和浩特市 ∃ ∃ ∃ # ∃+

我院综合治疗颈椎病  ∃ 例
,

收到良好效果
,

现介

绍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 & ∃ 岁  ∀ 例
,

& ∃ 岁以上 & 例 − 外伤史 % / 例
,

长期

伏案工作 ∃ % 例
,

受凉受累 #( 例
,

不明原因 ∀ 例
−

病

程 % 个月一 ∃ 年
,

平均 # 年
。

颈椎 0 线片
∗

颈椎生理弧度消失变直 &/ 例
,

颈椎

反曲现象 & 例
,

颈椎折曲现象 &( 例
,

颈椎呈轻度 1 形

弯曲 ∀ 例
,

颈椎成角现象 ∀ 例
,

颈椎间后缘连线中断

∀  例
,

颈椎轻微前后滑脱 %& 例
。

颈椎 2 3
∗

2 #
4

−

纤维环膨出者  例 − 2 & (
纤维环膨出

者 &% 例
,

间盘病者 %# 例 − 2 1
4

。
纤维环膨出者 ∀ 例

,

间

盘庙者 # 例
− 2 ∀

4

了

纤维环膨出者 ( 例
,

间盘庙者 %/

例
。

伴椎管狭窄者 % 例
,

伴轻度后纵韧带钙化者 % 例
。

颈椎 0 线片
,

23 同时排除颈椎结核
、

肿瘤及其它

化脓病变
。

推动脉造影
∗

椎动脉狭窄
、

扭曲 &# 例
。

脑

彩超
∗

椎动脉硬化 # 例
。

肌电图
∗

右侧或左侧上肢神

经根不同程度病损 ∀# 例
。

治疗方法
4

颈椎牵引
∗

患者仰卧位
,

颈牵引套固

定颈部
, ∗
悬持重量从 %

4

(5 只 开始
,

待患者适应后
,

逐渐

加至 6 57
,

每 日 8 次
,

每次 # ∃一 & ( 分钟
,

% 周为 8 疗程
。

%
4

多功能肌肉
、

神经电脑治疗仪
∗

以 ∃9 : %

大小

电极置颈椎两侧
,

频率 # ∃ ∃ . & ; 6;< 8 ,

%∃ 分钟
,

每日

,一 % 次
,

% 周 疗程
。

#
4

运动疗法
∗

仰头抬臂
,

协调平衡
。

),+ 颈部运动
∗

模仿龟蛇样探头
,

前屈后伸 ∃ . ( 遍
,

然后左右侧弯
,

旋转运动
,

同时进行静力性肌肉收缩
,

舒张 ∃ 一 ( 遍
,

)%+ 肩部运动
∗

在生活活动范围内
,

做前屈后伸
,

外展

内收
,

内旋外旋
,

每次 ( 一 %∃ 分钟
,

每 日 一 % 次
,

持

之以恒
。

治疗结果 疗效判定标准
∗

优
∗

症状体征完全消

失
−
良

∗

症状基本消失
,

体征阴性
−
可

∗

症状明显减轻
,

部分体征阴性
−
差

∗

症状稍缓解
,

体征无变化
。

结果属

优者  / 例 )&  
4

# = +
,

良 ∀ 例 )#  
4

# = +
,

可  例

) ∃ = +
,

差 ∀ 例 )∃
4

# = +
。

讨 论 颈椎牵引可调节恢复椎内平衡
,

使椎间

隙增宽
4

(一 >9 :
,

椎间孔变大
,

纠正颈椎节段不稳
,

重

建颈椎新的力学平衡
,

恢复颈椎正常生理曲度
。

多功能肌肉
、

神经治疗仪
,

采用仿人体肌纤维动作

电位波形
,

通过 电极作用于人体表皮肌肉
。

神经的运动

点病灶
。

增强其局部淋巴液血液的循环
,

有效缓解和消

除肌肉紧张痉挛
,

减轻神经根的炎性水肿
,

改善脊髓及

颈椎的 血液供应和营养状况
,

延缓并减轻椎体及关节

囊韧带的变性过程
。

同时改善局部及全身钙等代谢和

植物神经功能
,

促进全身血液循环
,

增强局部组织的新

陈代谢
,

达到局部解痉镇痛 目的
。

运动疗法增强肌力
,

增进脊柱周围肌群的外在活

力
,

从而增强颈部深层韧带
、

椎间盘及脊柱各关节的稳

定性
,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

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
,

达到

解痉
、

镇痛
、

消炎的功能
。

)收稿
∗

(一 ∃ 一 ∃ ∀ +

中西医结合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症 % ∃ 例

彭诗雄

湖北省仙桃市第一人民医院 )& # # ∃ ∃ ∃+

笔者从 # 年 ∃ 月 . ( 年  月
,

采用按摩配

合能管封闭治疗 %∃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
,

现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诊断依据依 2 3
、

临床体征
、

症状相结

合
。

% ∃ 例中男 ∀ % 例
,

女 (  例
,

年龄 & %一 ∀ % 岁
−

病程

∃ 天一 ∃ 年
。

治疗方法
4

按摩理筋手法
∗

患者俯卧
,

术者以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