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法介绍�

手法治疗胸椎小关节紊乱症
Treatment of thoracic vertebral micro�joint disturbance syndrome with manipulation method

舒谦,陈建鸿
SH U Qian, CHEN Jian�hong

关键词 � 胸椎; � 骨科手法; � 关节 � � Key words� Thoracic v ertebrae; � Orthopedic manipulation; � Joints

深圳市中医院,广东 � 深圳 � 518033

� � 应用中医手法治疗胸椎小关节错缝 167 例,疗效颇佳,报

告如下。

1 � 临床资料
� � 本组男95 例,女 72 例; 年龄 15~ 60 岁;病程 5 d~ 20 年。

167 例受累胸椎棘突或椎旁均有明显压痛、叩击痛或椎旁触及

痛性结节或条索状物。用三指触诊法检查, 棘突偏歪 103 例,

棘突后凸 48 例,棘突凹陷 16 例。胸椎 X 线片:椎体骨质增生

25 例;椎间隙变窄 12 例;胸椎不同程度侧弯, 棘突偏歪, 关节

突、肋小头排列异常 148 例。

2 � 治疗方法

2�1 � 准备手法 � 患者俯卧, 医者沿脊柱两侧胸椎小关节处,

从第七颈椎开始,向下寻找压痛点, 找到后先用轻柔的摩、揉、

、搓、按、点、弹等手法于偏移胸椎两侧反复施术至肌肉放

松、皮肤温热。

2�2 � 整复手法 �  胸椎后凸者: 用牵引推压复位法时, 若遇

患者肌肉痉挛、身强体壮、肌肉难于放松、或采用卧位推压复

位法很难奏效,就采用此法。患者俯卧床上, 令其放松, 其双

手攀住床头,助手用双手握住患者双踝上方, 缓缓用力向下牵

引,待患者肌肉放松、脊柱间隙增大时,术者立于患者身旁,用

拇指找到棘突后凸的部位,定好用力方向、力度, 待助手将脊

柱间隙牵开时, 术者右手掌压患处(如为单一胸椎发病, 以掌

根压患椎。如为多个胸椎发病则以整个手掌均匀按压发病部

位) , 左手掌叠压右手之上,双手协调向前下轻压数次后 ,嘱患

者深吸气, 在患者呼气末时, 趁其放松时向前下用力按压, 此

时可听到或手掌感觉到发病部位小关节发出的弹响。再用背

伸提顶手法:患者坐位, 双手十指交叉置项部。术者站立于患

者背后,右膝屈曲顶于发病部位, 双手经腋下握住患者双腕向

后上提拉,同时右膝向前方推顶, 听到或感觉到弹响声时手法

结束。! 胸椎凹陷者: 双侧胸前垫枕,双手交叉, 掌根置于病

变棘突上下相邻两侧棘突上, 在患者吸气末尾, 用力向相反方

向推压, 也可听到回位声。再用按摩手法反复在脊柱两侧施

术, 使痉挛组织松弛。∀ 胸椎侧偏者:采用旋转复位法。患者

坐位, 双手抱头置项后,助手固定其侧凸相对之腿膝。术者于

患者背后, 一手拇指向对侧顶按偏移棘突, 一手从患者腋下经

过把住对侧上臂, 医者托住患者作反复的前俯后伸, 当需复位

的胸椎处在最佳角度时, 使患者的腰部向患侧旋转, 两手同时

反向用力, 使偏歪棘突向对侧回移。如有多节多向棘突偏移,

应按 X 线片所示逐个纠正复位。

2�3� 结束手法及调护 � 与放松手法基本相同, 辅以震动、拍

打等手法, 操作完成后须重新检查患椎序列情况。同时嘱患

者做数次扩胸及主动咳嗽以判断治疗效果, 手法后发病部位

有轻度疼痛为正常现象, 考虑属小关节紊乱纠正之后关节囊、

关节滑膜产生的余痛, 1~ 3 d 自行消失。治疗后嘱患者避免

胸椎大幅度活动以维持脊柱稳定。佐以胸背部压痛点局部热

敷调护, 手法治疗每天或隔天 1 次, 5 次 1 个疗程。本组治疗

1~ 3个疗程。

3 � 治疗结果
� � 疗效评定标准参照#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 1] , 本组治

愈 83 例,显效 33 例,有效 31 例,无效 20例。

4 � 讨论

我们体会到, 对于不同方向偏歪的棘突运用不同正骨法

纠正胸椎小关节紊乱是消除临床症状体征的关键, 能达到有

效治疗腰背痛的目的, 而治疗软组织病损采用中西医结合、内

外兼治, 可使疾病获得彻底治愈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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