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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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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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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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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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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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按揉腰臀部肌肉使其松解
,

然后对病变侧臀部作轻

柔
、

和缓的回旋攘动 #一 ( 分钟
,

接着术者以拇指压准

梨状肌
,

先在该肌作垂直于肌纤维方向的左右拨动数

次后
,

再沿该肌起至止点顺肌纤维走行方向反复作推

揉顺筋手法
。

继而依次点压患侧肾俞
、

环跳
、

承扶
、

风

市
、

委中
、

承 山等穴位
。

点按配合揉法
,

最后患者取仰

卧位
,

患肢屈膝屈髓
,

术者一手扶膝部
,

一手扶足跟部
,

分别按顺
、

逆时针方向运摇患侧骸关节数遍
,

/ 天按摩

一次
。

%
4

骼管封闭
∗

药物配方
∗

维生素 ? ,

注射液 �∃ ;: 7

≅ 维生 素 ?�
%
注射液 �∃ ∃ ∃”7 ≅ % =普鲁 卡因注射 液

,;:, ≅ 强的松龙注射液 ( : ,≅ 地塞米松注射液 6: 7
。

按摩后
,

患者俯卧位用棉垫垫高臀部 � 扩
,

腰骸部

皮肤常规消毒
,

铺无菌孔巾
,

在骸骨椎间孔处先局部麻

醉
,

然后用 � 号腰穿针从骸骨椎间孔向上斜穿入骸管
,

确认穿入骼管后
,

将以上药液混匀用 # ;: ,注射器缓慢

注入即可
。

/ 天封闭 � 次
,

本组病例分别进行 �一 # 次治

疗
,

治疗 � 次者  ∃ 例
,

% 次者 %& 例
,

# 次者 �∀ 例
。

治疗结果 优 �% 例
,

疼痛完全消失
,

肢体功能恢

复正常 − 良 %∀ 例
,

疼痛和肢体功能基本正常
,

但有时

活动不便
−
差 % 例

,

疼痛无减轻
。

体 会 腰椎间盘突出病因为外感寒湿热邪
、

外

伤和劳损
、

经络气血不通
。 “

气滞血痪
、

不通则痛
。
”
按

摩理筋可解除肌肉痉挛
,

达到舒筋活络
,

使气血通畅
。

骼管药物封闭有 良好营养神经
、

消炎
、

组织修复
、

止痛

的作用
。

按摩配合骸管封闭
,

操作简便
,

疗效好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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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后伸位
。

术区常规消毒后铺手术巾
,

局麻后锁骨骨折

前方皮肤横切 口
,

暴露骨断端
,

清除断端间血肿
。

从锁

骨前方距断端约 >9 : 处钻入一根曰> : : 克氏针
,

使骨

折准确复位后继续钻入另一断端骨髓腔
,

使骨折断端

稳定固定
。

一般情况下
,

克氏针从近端向远断端方向钻

入
,

如为锁骨内段骨折
,

也可将克氏针从远断端钻入近

断端
。

碎骨块复位后用 �∃ 号丝线捆扎固定
,

针尾折弯

贴于锁骨前方
,

埋于皮下
。

逐层缝合
。

术后锁骨带外固

定
。

治疗结果  ∀ 例全部随访
。

0 线片复查显示
∗
, 例

�( 岁患者斜形骨折于术后 ( 周骨折已愈合
− # 例 (∃ 岁

以上患者粉碎骨折于术后 �∃ 周骨折愈合 − 其余各例于

∀ 一  周愈合
口

所有患者骨折复位好
,

骨折愈合时无移

位
、

畸形
,

肩关节功能好
。

无 � 例出现后遗症
。

讨 论 传统的手术方法克氏针由骨折远端逆行

穿入
,

穿出皮肤
,

将骨折复位后再将克氏针自远端穿入

近端
,

针尾埋于肩关节外侧皮下
。

因针尾刺激肩周肌肉

及肩锁关节
,

病人往往不愿活动伤侧肩关节
,

且不利于

锁骨带外固定
,

从而影响肩关节锻炼
,

易诱发肩周炎
。

本手术方法简便
,

内固定牢靠
,

手术创伤小
,

术后便于

配合锁骨带外固定
,

足 以使骨折可靠固定至愈合
,

克氏

针取出容易
。

)收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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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锁骨骨折  ∀ 例

陆颖辉

安徽省临泉县人民医院 )% # ∀ & ∃ ∃+

我院自 � � � ∃ 年以来采用手术配合锁骨带 固定治

疗锁骨骨折  ∀ 例
,

方法简便
,

效果显著
,

报导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年龄

巧一 ∀ & 岁
−

锁骨外段骨折 �% 例
,

中段骨折 ∀� 例
,

内段

骨折 ( 例
−

横断
、

斜形骨折 ∀& 例
,

粉碎性骨折 %% 例
。

伤因多为骑摩托车
、

自行车摔伤
,

少数为直接暴力砸

伤
。

病程 一小时一 ( 天
。

治疗方法 病人取平卧位
,

伤侧肩下垫沙袋保持

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诊断探讨

史培年 肖兴国
寮

青岛市红十字会和平医院 )% ∀ ∀ ∃ / �+

笔者自 � � � #一 � � � & 年对部分下腰痛患者进行了

腰惟 2 3 扫描
,

其中  ( 例显示有腰椎间盘突出 )ΑΒ Χ +
。

本文就  ( 例患者的 2 3 和临床特点进行分析探讨
。

临床资料 本组  ( 例中男 (� 例
,

女 #& 例 − 发病

年龄均在 %% 一 (∀ 岁之间
−

从事体力劳动者 & 例
,

有外

伤或过劳史者 (/ 例 − 病程 � 个月一 �∀ 年 − 本组均以下

腰痛或腰臀痛为主要症状
,

无神经根受累现象
。

本组 Α #

横突压痛者 #& 例
,

痛侧臀肌张力降低者

� ∀ 例
,

触及臀筋膜脂肪庙并压痛者 � 例
。

本组共扫描腰间盘 % # 个
,

显示两个间隙突出者 ∀

例
,

合并侧隐窝狭窄者 & 例
,

空泡征 % 例
,

突出物均在

∃
4

%一 ∃
4

∀9 : 之间
。

病人主诉一侧腰痛者 %( 例
,

2 3 显

Δ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