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颈推间盘突出症的治疗

解放军总医院

章诗银 熊 健

颈椎间盘突出症在临床并非少见
,

临床表现常为

慢性脊髓或神经根损害受压
,

因此常与颈椎病 脊髓

型
、

神经根型 相混淆
。

现将我院 年 月一 年

月 门诊收治颈椎间盘突出症患者 例临床资料报告

如下

后床资料

一般资料 男 例
,

女 例
。

年龄
一

岁
·

平均 岁
。

病程 最长 年
,

最短 天
。

临床表现 颈部活动受限 例
,

颈棘突压痛

例
,

头痛 例
,

头晕 例
,

心慌 例
,

有束带感 例
。

冈

上肌
,

头夹肌
,

菱形肌和胸锁乳头肌均有不同程度的压

痛
。

上肢麻木 单侧麻木 例
,

双侧麻木 例
。

检查 椎

体挤压试验阳性 单侧 例
,

双侧 例
。

头顶挤压试

验阳性 例
。

霍夫曼氏阳性 例
,

膝反射活跃 例
,

跟

腔反射阳性 例
。

颈椎 线平片 本组病例摄颈椎正
,

侧位
,

双斜

位及过伸过屈位
,

颈椎生理 曲度变直 例
,

椎间隙变

窄 例
,

骨质增生 例
,

椎间孔变小 例
,

颈椎小关

节不稳 例
,

项韧带钙化 例
。

例匀做 或

检查结果见表
, 。

、

结果 表

颈椎间盘突出间隙 例数 合计

个间隙

个间隙
·

个间隙

合计

颈椎间盘突出的节段分布 表

节段 节段数 个

一

一

一

一

合计 飞

治疗方法

采用仰卧位牵引
,

牵引机是 日本进 口 ’’ 公 司产

品
,

一 。。型
。

时间 分钟
,

牵引持续时间 秒
,

放

松休息时间 秒
。

重量从 公斤
。

仰卧位置将枕

头 公分高置于头部
,

牵引后进行手法治疗
,

病人平

卧
,

医者一只手托住病人的后枕部
,

另一只手在颈部做

放松肌肉的手法
,

做轻揉点按
,

点压颈部及肩背部肌肉

的起止点
,

在人工牵引状态下对小关节错位行复位治

疗
,

使小关节松动
,

把小关节推 向脊柱方向
,

有时能感

觉到小关节松动的响声
。

这种手法治疗对颈椎间盘突

出症很适用
。

隔天一次
,

次为一个疗程
,

最短治疗两个

疗程
,

最长治疗五个疗程
。

治疗结果

痊愈 例 颈部疼痛
,

上肢麻木及体征消失
,

颈部

功能活动正常
,

头晕头痛消失 显效 例 颈部疼痛
、

头

痛头晕及体征消失 上肢麻木基本消失
,

颈部功能活动

接近正常 好转 例 颈部疼痛减轻
、

体征及上肢麻木

存在
、

颈部活动功能 自主 无效 例 治疗前后颈部疼

痛及体征
,

上肢麻木等症状无任何变化
。

讨 论

颈椎间盘突出常由于 颈部突然的过度活动
,

长期

的慢性劳损
,

引起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
,

受凉受寒以及

年龄增长引起椎间盘逐渐发生退行性变
。

诊断依据 具备颈椎间盘突出的症状和体征
、

颈

部剧烈疼痛
、

上肢麻木 严重者出现下肢麻木
,

有时出

现胸闷
、

心慌
、

颈肩部肌肉痉挛
,

颈部活动受限
。

椎体挤

压试验或头顶加压试验阳性等
。

辅助检查 线
,

及

显示颈椎间盘突出或者膨 出
,

脊髓受压
。

本组

例患者除一例急性发作外
,

其余匀为慢性发病
。

其中

例发病初期诊断为一般的颈椎骨质增生
,

行理疗针灸

治疗
,

效果不好
,

而且症状逐渐加重
,

进一步做 和

检查确诊为颈椎间盘突出症
。

病因及发病机制 ①椎间盘退变
,

一般发生在颈

以下
,

除椎管发育因素外
,

外伤和长期的慢性劳损
,

受

一定外力作用后
,

使椎间盘纤维环破裂
。

髓核突出而引

起颈髓或神经根受压
。

主要是 由于颈椎屈曲状态下椎

间隙内压突然增加
,

髓核向椎节后方位移
,

当其压力超

过纤维环之强度或是纤维环本身伴有退变时
,

髓核即

可 在后纵韧带下突出椎管
,

形成椎间盘突出症川
。

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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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颈腰椎间盘突出症与家族遗传有关报道 推测这

种退变由于髓核蛋白 —
一

多糖复合物变性导致髓核液

体增多间盘内压增高导致髓核脱出口 本组病例都在

一 岁以下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髓核失去一部分水份

及其原有的弹性
,

颈椎受到一定的外力作用后 致使椎

间盘发生退变
,

引起颈髓或神经根受压
。

②慢性颈椎间

盘突出症
,

发病无明显的诱因
,

颈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

与颈部损伤和椎间盘发生退行性变有关
,

颈椎过伸性

损伤
,

可引起近侧椎体向后移位
,

屈 曲损伤可使双侧小

关节脱位或半脱位
,

椎间盘后方张力增加
,

引起纤维环

和后纵韧带破裂
,

髓核突出
。

有学者报道 颈椎过伸性

损伤后
,

有 病例存在椎间盘突出晰
。

本组颈椎间盘

突 出症 中有 岁 以 下 的 例
,

颈椎变直 例
,

椎间

隙变窄 例
,

项韧带钙化 例
,

小关节不稳 例
。

钡椎间盘突 出症治疗 牵引采用仰卧
,

头颈部向

前倾斜 一 公分
,

重量逐渐增加
,

重量不超过
。

仰卧位牵引 比坐式牵引的优点是
,

全身放松
,

能够固定

病人的角度
,

牵引重量直接作用于颈椎
。

手法治疗采用

也是仰卧位
,

手法治疗的力度直接作用于肌肉起止点
,

小关节的推动也容易复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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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性浮动肘 例

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

李 衡 张淑满 赵昌平 吴春生

浮肘损伤是指同侧肪骨干或肪骨裸和尺挠骨同时

骨折的一种损伤
。

我院从 年至 飞 年共收治

例
,

疗效满意
,

报告如下
。

临床资料 本组 例中
,

男 例
,

女 例 年

龄 一 岁 左浮动肘 例 右浮动肘 例 车祸

例
,

重物压砸伤 例
,

机器 轧面机
、

制砖机 绞伤 例
,

坠落伤 例 合并休克 例
,

肋骨骨折 例
,

神经血管

损伤 例 尺神经损伤 例
,

尺神经正 中神经损伤者

例
,

挠神经损伤 例
,

正 中神经及肪动脉损伤 例
,

肪

动脉损伤 例
。

治疗方法 首先对 例合并休克者进行抢救
,

病

情平稳后急诊手术
,

复位内固定
。

例合并神经血管损

伤者
,

进行了探查缝合及内固定
,

其中 例尺神经缺损

约
,

进行了排肠神经移植
。

脓骨干骨折者均用

钉从肪骨大结节顺行打人
。

肪骨裸骨折者用克氏针

及松质骨螺钉固定
。

尺骨骨折用三棱针或克氏针
、

挠骨

用克氏针内固定
。

术后给予石膏外固定
。

治疗结果 例均得到随访
,

随访时间最短 个

月
,

最长 年
,

平均 年 个月
。

骨折全部愈合
,

其中

例尺挠骨延期愈合
,

经松质骨植骨后愈合
。

评定标准

优
,

肘关节功能正常
,

能从事伤前工作 例 良
,

肘关

节屈伸范围在
。

护 以上
,

能从事一般工作者 例

尺神经损伤未恢复者 例
,

正 中神经损伤功能部分恢

复者 例
,

肘关节僵硬 例
。

体会 对于浮动肘的治疗原则应遵循先抢救生命

后
,

再保肢体
,

同时进行全面查体以 防漏诊
。

本组 中有

一例掌骨骨折漏诊
,

一例骨盆骨折漏诊
。

骨折的治疗应

早期复位
。

同一肢体多处多段骨折
,

单纯牵引难以维持

两骨折端位置
,

且并发症多
,

力争坚强内固定及解剖复

位
,

方能获得满意疗效
。

肪骨干
、

尺挠骨骨折宜选用髓

内针 手术简单切 口 小
,

骨膜不需要剥离
,

血运破坏轻
,

拔钉时容易
。

石膏外固定有效增加了骨折的稳定性
,

固

定 一 周后根据骨折愈合情况
,

改成短节段石膏管或

石膏夹
,

放出肘关节
,

行关节功能锻炼
。

本组 例中
,

因 例脓骨裸严重粉碎骨折伴骨缺损至肘关节病废
。

其余 例无关节病残
。

开放性骨折的处理 机器绞伤多伴软组织缺损
,

除

彻底清创可靠的内固定外
,

可采用邻近的肌瓣覆盖创

面
。

对缺损较多者可择期行带血管蒂组织转移皮瓣
,

或

交腹皮瓣亦能修复创面
。

收稿 一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