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脐周按摩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

毛开谟
(浙江省人民警察学校, 浙江 � 杭州 310012)

� � 笔者近三年来共收治 29 例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采用脐

周敏感点按摩,均收到满意疗效, 现报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 � 本组收集完整资料 29 例, 男 27 例,女 2 例; 发病年龄 36

~ 56 岁。发病时间最短者 3 天, 最长 2 年。发病均与间接外

伤、疲劳受寒有关。29例均经临床确诊, 其中 CT 检查 15 例,

核磁共振 2 例, X光摄片 12 例。

2 � 治疗方法

� � 令患者排除大小便后,帮助其仰卧于治疗床上, 双侧腿尽

量屈曲,松开衣带露出脐部。术者立于病人右侧, 用大头针或

无油圆珠笔芯探查脐周, 发现压痛点时,重新一次作对照, 防

止感觉上的偏差。确定痛点后,先行整个下腹部轻轻按摩,以

降低腹壁肌群紧张度。嘱患者自然呼吸, 排除紧张心理。采

用右手中指按摩, 约 1 分钟后对敏感区进行有节律性冲击震

动, 每次不超过 20 分钟, 每日一次, 7 次为一疗程。

3 � 治疗结果
痊愈: 腰痛及坐骨神经疼痛消失,腰部活动正常, 腰椎生

理弧度正常, X光摄片提示各椎体间无异, 恢复原来工作。本

组 7 例。显效: 腰痛及坐骨神经痛明显好转 ,已徒步行走, 上

班工作。本组 2 例。无效: 二次治疗后腰椎及坐骨神经痛无

大的改善。本组 1 例。

4 � 讨论
� � 手法注意点: � 施术时应聚精会神, 手法要轻柔、敏捷, 意

手同步。 治疗室必须安静、避风, 操作过程中, 适时嘱患者

摇晃臀部。! 适时观察患者病情变化。∀必要时点委中、后

溪、太溪三穴。患者回去尽量卧硬板床休息 2~ 3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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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伸牵引配合旋转复位治疗颈椎病

李驱虎
(广西融安县中医院, 广西 � 融安 545400)

� � 自 1993 年 7 月至 1998 年 5 月,采用拔伸牵引配合旋转

复位法治疗颈椎病 48 例, 效果良好。

1 � 临床资料
� � 48 例中男 28 例, 女 20 例; 年龄 23~ 67 岁。神经根型 25

例,椎动脉型 11例, 交感型 6 例 , 混合型 8 例。病程最长 14

年,最短 1 周。

2 � 治疗方法

2�1 � 放松肌肉 � 患者取坐位, 医者站于患者身后。先以指压

法点压风池、风府、肩、肩井、曲池、颈根等穴, 然后用按、揉、

、拿捏、拍打等手法对颈肩背部进行分筋理筋,使肌肉放松。

2�2 � 拔伸牵引 � 医者双手托住患者下颌及后颈处用力向上
拔伸, 以患者臀部刚好离开坐椅为度, 体重太重者可不提起。

时间须 1~ 2 分钟,同时作前屈、后仰及左右摇转等动作, 使患

者椎间隙增宽,减少神经根的粘连、压迫。部分颈椎偏歪患者

在牵引过程中患椎可自动复位。

2�3 � 旋转复位 � 假设 C4 左旋移位,左侧小关节隆凸、压痛明

显。医者用右手拇指指腹按在 C4 棘突之偏左侧, 令患者低头

屈颈 30#, 左侧偏 45#, 医者左手自患者下颌前绕按于患者枕
部偏左, 前臂及肘部抱挤住患者颞颌部, 前胸固定患者后头

部,令患者坐稳放松, 然后缓慢用左手转其颅颈部向左, 当转

至感觉一定阻力程度时,双手同时相向发力, 此时右拇指常可

有颈椎小关节移动感,并产生弹响, 手法即告完成。患者颈椎

活动功能常有所恢复,疼痛亦减轻。前法再拔伸 1~ 2 分钟。

然后揉拿捏颈后两侧肌群, 以消除手法后产生的不适感。

以 10 天为一疗程,隔日行手法一次。

3 � 治疗结果

以一个疗程的治疗结果判定疗效。痊愈(自觉症状完全

消失, 主要阳性体征基本消失或明显减轻 ) 25 例, 有效 (症状

体征好转或减轻) 21 例, 无效(症状体征无明显改变) 2例。

4 � 讨论
� � 通过牵引能有效地使椎间隙、椎间孔拉开, 患椎失稳, 然

后通过旋转复位法纠正颈椎小关节的轻微错位,最后施以、

揉、拿、捏等按摩手法以消除肌肉痉挛, 从而改善局部血液循

环, 增加局部的组织营养供应等作用,消除或减轻了对椎动脉

的压迫或刺激, 增加了椎动脉的血流量[ 1]。

为了避免复发, 应要求病人避免长时间的低头工作, 应每

小时左右适当活动颈部片刻或用手轻揉颈后部 1~ 2 分钟; 勿

高枕睡眠, 其枕头的高度以自己握拳竖放的高度为宜, 且枕头

宜松软; 并早晚各做颈操一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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