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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性眩晕属中医学之  眩晕!、 项强!、 颈筋急!范畴,是

骨伤科临床常见疾病。我科自 2000年 8月 - 2005年 8月, 采

用仰头摇正手法治疗颈性眩晕,配合预备手法及善后手法进

行疗效观察, 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本组 63例,男 40例,女 23例;年龄 25~ 69岁,平均 41 6岁。

病程 5 d~ 7年, 平均 2 75个月。诊断标准: ∀ 主诉无外伤;

# 眩晕, 变换体位可加重,或伴视物模糊,或伴恶心呕吐; ∃ 颈

肌紧张, C2 C7颈椎棘突旁无压痛点, 寰枢关节周围可扪及异

常突起块, 伴有压痛; %X线检查颈椎张口位: 寰枢关节齿状

突偏歪。排除诊断: ∀ 内科疾病如高血压、低血压、脑血管意
外、美尼尔氏综合征、脑部肿瘤等; # 眼科方面疾病; ∃ 脊柱先

天性畸形或发育不全 ,颈椎肿瘤、结核等疾病。

2 治疗方法

2 1 预备手法 松解舒筋手法, 术者用双手掌根部沿斜方

肌、背阔肌、骶棘肌的纤维方向 ,分别向颈外侧松解; 双手提拿

颈后两侧椎旁肌肉; 双手拇指或掌侧小鱼际揉按颈部肌肉。

该手法可达到放松肌群, 解除痉挛之效, 为下面治疗手法作好

准备。预备手法时间为 15~ 20 m in。

2 2 治疗手法 采用仰头摇正手法纠正寰枢关节偏差。令

患者取仰卧位, 低枕,术者于患者头部之前,以右旋为例, 右手

扶住枕部, 左手托住下颌部,牵拉头部并将其头上仰, 将头向

右侧转 30&~ 40&, 轻度摇动 2~ 3下,嘱患者放松颈部后, 然后

加有限度的向上  闪动力!, 此时即可听见弹响声表示复位成
功。做完右侧后, 以同样的方法做左侧。

2 3 善后手法 采用强壮手法及痛区手法。强壮手法包括

弹拨法、拿捏法、拍打法和点穴法, 根据病情选用。该法可治

疗椎旁软组织劳损或炎症形成的筋结 ,及调理整体的经络气

血。痛区手法即根据患者主诉中的症状部位, 采用指揉法、搓

捻法。术者抚摸前额,指揉搓捻头部痛区,点按印堂、攒竹、太

阳、风池、头维、率谷、百会等穴位,指叩及掌震头部结束治疗。

善后手法时间为 10~ 15 m in。

3 治疗结果

3 1 疗效标准 治愈: 症状完全消失,功能恢复好, 寰枢关节

周围无扪及异常突起块, X线正常; 好转: 症状减轻, 功能改

善,寰枢关节周围无扪及异常突起块, X线正常;无效: 症状体

征同前, 功能改善不明显, X线同治疗前。

3 2 结果 全部病例均获得随访, 时间为 6个月 ~ 4年。根

据患者治疗后的自我感觉、体检情况和随访观察综合评定疗

效与结果: 治愈 49例, 好转 14 例, 无效 0例。治愈率为

77 78% ( 49 /63)。

4 讨论

我们体会到, 运用手法治疗颈性眩晕,纠正小关节错位是

治疗的关键。仰头摇正手法利用小关节错位后的回复趋势使

小关节复位, 从而迅速解除眩晕症状,达到治愈的目的。该手

法适合于枕寰、寰枢关节  旋转式错位 !。临床我们也注意

到,对颈椎进行复位,应加倍重视发力, 施法时应轻巧柔和, 严

禁蛮劲粗暴。根据脊柱内外平衡学说 [ 1]的观点, 脊柱的平衡

有椎间关节的平衡及周围肌肉群组成脊柱各个椎体维持协调

和稳定作用。一旦发力不平衡,使内平衡失调, 同时亦影响到

外平衡, 在损伤内平衡的同时, 也损伤颈椎周围软组织。所以

在治疗颈性眩晕时先松肌,再行复位, 恢复小关节原状达到治

愈目的; 反之, 小关节错位很难纠正。由于疼痛, 患者不能配合

手法治疗, 粗暴蛮力亦可造成人为损伤,甚至发生高位截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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