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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

消退有显著的作用
。

我们认为针刺耳穴并经过半小

时的脉冲刺激
,

使耳穴的定位区域—腰骸部
,

即腰椎

间盘突出病变所在处的局部微循环得以改善
。

神经根

血供增强后
,

水肿
、

炎症有一定的消退 ∃ 据文献报道
,

针刺可引起外周血液 中致痛化学因子变化 针刺对许

多疼痛性疾病具有止痛作用
,

并认为穴位感觉神经末

梢是针刺产生镇痛作用的基础
,

神经传导功能正常则

是针刺镇痛的重要条件
。

我们分析
,

耳针和脉冲刺激的

信号远较病灶的疼痛刺激信号强
,

中枢神经系统在接

受信号时
,

前者抑制了后者
,

使病灶的痛闹提高
,

从而

体现镇痛效果
。

 
!

手法的机理

∀ #∃ 对抗牵引手法
%

据我们测量
,

在仰卧位对抗牵

引持续数分钟后
,

胸骨柄至耻骨联合上缘的距离增大

&∋ ( 左右
。

根据生物力学
,

在仰卧位时脊柱上的载荷最

小 ∀因体重而产生的载荷消失 ∃ ,

如施加牵引则进一步

减轻载荷
,

这就是整个对抗牵引过程中
,

椎间盘的承压

力下降到最小
,

同时由于前
、

后纵韧带和纤维环的紧张

作用
,

产生一个使突出的髓核向椎间盘中央回复的力
。

∀ )∃ 搬腿屈膝曲髓旋转手法
%

采用此手法
,

患者仰

卧位屈耽屈膝时
,

腰椎前凸变直
,

腰肌松弛
,

脊柱椎间

载荷明显减轻
,

此情况下由下肢带动骨盆
,

脊柱产生旋

转运动
,

在旋 回到仰卧平面时
,

迅速用力牵拉下肢
,

从

下肢产生一个力作用于腰椎间盘
。

如果把对抗牵引比

作缓慢牵拉突出的髓核回复
,

本手法就可比作快速的

推送
。

所以
,

两组手法有明显的协同作用
。

∀  ∃ 俯卧背伸弹压手法
%
患者俯卧位在胸背和骨盆

处各置一软垫使腰部过伸
,

此时腰椎间盘的重力增加
,

背部肌肉相对松弛
。

当腰椎受压后椎间盘前缘扩大
,

后

缘变小 前纵韧带紧张后纵韧带相对松弛
。

强大的由上

而下的力以迫使突出的髓核 由较窄的后缘向较宽的前

缘移动
。

同时根据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力学原理
,

在松手的瞬间产生一个几乎和压力相等的回弹力
。

这

个回弹力主要 由前纵韧带
、

椎间韧带
、

纤维环等的回复

张力形成
。

随着脊柱从过伸到 回复
,

椎间盘由前宽后窄

经过瞬间的前窄后宽
,

恢复到等宽状态
,

反复多次的椎

间盘后缘的快速变化
,

使得突出的髓核逐渐回复到间

盘中央
。

∀∗ ∃ 腹部按摩理气手法
%

经过以上几个手法之后
,

由于交感神经丛受到牵拉刺激
,

术后往往产生腹胀
,

便

秘症状
。

腹部按摩理气手法能明显缓解腹胀情况
,

不可

忽视
。

∀收稿
%
# + + ,一 #)一 )− 修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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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阳门手法治疗腰推间盘突出症经验

台湾板桥市皇汉中医诊所 陈玉麟 余冲地

.. 例均系 # + + #年 #/ 月0 # + + . 年 + 月门诊患者
,

施术要从痛点的上下端开始
,

然后诱导痛点部位
,

继而

男  . 例
,

女  / 例 年龄  ) 0 ., 岁 均经 1 2 或核磁 从上到下反复施术 ∗0 . 次
,

再用攘揉手法协助调理
,

共振扫描检查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者
。

均不合并椎 放松局部
。

使弹拨的肌 肉组织加速血液循环来改善局

管狭窄
。

分型
%

单侧 3 ∗一 ,
突出 ∗# 例

,

单侧 3 4一 4 ,
突出 部症状

。

∗
!

腰椎牵抖法
%

患者俯卧位
,

术者双手握住患

# 例
, 3 一 ,

中央型突出 #) 例
。

病程在 )个月一半年之 者双下肢足躁部上方
,

令患者双手拉住治疗床的上方
,

间
。

全身放松
。

术者用力提牵双下肢在患者腹部离开床面

手法
% #

!

太阳疏经
%

病人俯卧
。

术者立在侧位用掌 的瞬间发力抖动腰椎关节
,

主要作用是使突出的髓核

后根或小鱼际部位
,

在病人腰背部位
,

沿脊柱正中线旁 部份还纳原位
,

或者微动移位
,

解除对局部神经根的压

开 #
!

, 寸处
,

推
、

揉手法施术
,

由上往下
,

反复 ,一 #/ 迫
。

,
!

双腿拔伸法
%

患者仰卧位
,

术者立于旁侧
。

令患

次
。

手法要由轻到重
,

柔和深透
。

变换手法时
,

要协调 者双下肢 自然放松
,

术者一手托住患肢膝关节胭窝部
,

自然
。 )

!

凤指点穴
%

用
“

凤指
”
手法点按腰部阿是穴

,

另一手握住足躁部
,

令患肢屈髓
、

屈膝
。

然后在术者的

点按患肢环跳
、

承扶
、

殷门
、

委中
、

承山
、

昆仑诸穴
,

托力和牵拉力的帮助下伸直
、

抬高患肢
,

反复  一 . 遍
。

手法要求准确
、

沉稳
、

深透以患者有酸胀感为宜
。  

!

肌 上述 .. 例患者采用此法治疗
,

治愈  # 例
,

显效 #)

肉弹拨法
%
患者俯卧位

,

术者立在患侧床边
,

以单手或 例
,

好转 #5 例
,

无效 . 例
。

双手拇指在腰
、

腿部疼痛肌肉部位进行弹拨手法
。

弹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