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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颈痛患者颈椎失稳特点与生活习惯的

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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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颈痛患者的颈椎失稳与生活习惯之间的关系" 方法!收集青少年颈痛患者
NM

例#颈痛

组$及健康青少年
#O

例#对照组$的基本信息和生活习惯%拍摄颈椎侧位及动力位
P

线片%分析颈椎失稳特点及颈椎

失稳与生活习惯的相关性&结果!两组患者的年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生活习惯

比较%颈痛组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多于对照组%而对照组每天运动时间多于颈痛组"颈椎失稳测量结果%颈痛组失稳

发生率大于对照组(在过屈位时%颈痛组在
'

&

Q'

R

%

'

R

Q'

N

%

'

N

Q'

S

之间的椎体角位移大于对照组(颈痛组自身
'

R

Q'

N

段过

屈位角位移大于过伸位%

'

S

Q'

O

段过伸位角位移大于过屈位& 颈痛组生活习惯与颈椎失稳的相关分析%

'

R

Q'

N

角位移值

在过伸位与使用手机时间呈正相关#

!T%6!ON

%

"T%6%&N

$%过屈位与使用手机时间呈显著正相关#

!T%6NOO

%

"U%6%%E

$%与每

天运动时间呈负相关#

!TQ%6!OM

%

"T%6%&!

$&

'

N

Q'

S

角位移在过屈位与每天运动时间呈负相关#

!TQ%6!M!

%

"T%6%!N

$%在过

伸位角位移与每天使用电脑时间呈负相关#

!TQ%6!S!

%

"T%6%RN

$& 结论!青少年颈痛患者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多于正常青

少年%而运动时间少于正常青少年%且颈椎失稳出现率较高%以
'

&

Q'

R

%

'

R

Q'

N

%

'

N

Q'

S

节段为主& 每天运动时间越长%

'

R

Q

'

N

%

'

N

Q'

S

角位移测量值就越小(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越长%

'

R

Q'

N

角位移测量值就越大&

!关键词" 颈痛( 颈椎( 影响因素分析( 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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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便携式电子设备的普及和学习压力的增

加!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

这些习惯加剧了青少年颈痛的发生"

#

#

$ 青少年的颈

椎尚未如中老年一样出现椎间盘退化! 其颈痛的发

病原因亦不同于一般的颈椎病! 多是由于不良姿势

与习惯造成的外源生物力学因素! 使得颈椎出现提

前退变现象"

!

#

$ 青少年颈痛早期的退变在功能位
:

线片上主要表现为颈椎失稳及生理曲度改变 "

&

#

$ 针

对青少年颈痛的发病特点! 笔者通过采集来自北京

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门诊
#$;!<

岁颈痛及健康

人群的
:

线及生活习惯信息!分析
:

线指标与生活

习惯之间的关系! 以期为青少年颈痛症的诊断提供

更多影像学参考! 同时提供更多青少年颈痛的临床

理论依据及预防对策$

!

资料与方法

!" !

研究对象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门诊的青少年颈

痛患者
<=

例%颈痛组&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健康青

少年
>?

例%对照组&$

!" #

诊断标准

参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颈椎病的诊断标

准 "

@

#及
A0B

等 "

<

#颈痛的诊断标准制定的诊断标准)

%

#

&出现导致活动受限的颈部疼痛$ %

!

&颈痛发作
C

#

周!单次发作持续时间
C# D

$ %

&

&颈肩部压痛阳性$

!" $

纳入标准

颈痛组)%

#

&年龄
#$;!<

岁!男女均可!符合上述

诊断标准$ %

!

&意识清楚!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

&

&颈肩部疼痛
7EF!>

分$ %

@

&签署知情同意书$对

照组)%

>

&年龄
>$;!<

岁!男女均可$%

!

&意识清楚!能

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

&

&

&

个月内无颈痛及其他

颈肩部不适症状$ %

@

&颈椎病查体无明显阳性体征$

%

<

&签署知情同意书$

!" %

排除标准

颈痛组)%

>

&有颈部外伤或手术史者$ %

!

&正在接

受颈部相关治疗者$ %

&

&合并特发性脊柱侧凸*骨肿

瘤*痉挛性斜颈*神经运动障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

及风湿性疾病者$ %

@

&无法接受
:

线检查者$ 对照

组)除上述排除标准外!出现颈椎病阳性体征者$

!" &

研究方法

!" &" !

临床信息采集 在进行
:

线检查前! 对受

试者的基本信息*生活习惯进行采集$受试者基本信

息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生活习惯包括每天使

用电脑时间!以时间长度划分使用
G! (

!

!;@ (

!

@;

H (

!

H (

以上
@

个等级+使用手机时间!以时间长度

划分使用
G> (

!

>;! (

!

!;@ (

!

@ (

以上
@

个等级+每天

伏案时间!以时间长度划分伏案
G! (

!

!;@ (

!

@;H (

!

H (

以上
@

个等级+每天睡眠时间!以时间长度划分

睡眠
GH (

!

H;$ (

!

$;>" (

!

>" (

以上
@

个等级+每天运

动时间!以时间长度划分从不运动*

> (

以内*

>;! (

*

! (

以上
@

个等级$颈痛组填写疼痛病程及麦吉尔疼

痛量表%

IJK

&

"

H

#

!该量表从疼痛类型*情感*现时疼

痛强度%

JJL

&及视觉模拟疼痛量表%

7EF

&

@

个方面评

价疼痛程度!可基本反映颈痛的程度及性质$

!" &" #

颈椎失稳测量 %

>

&摄片方式$ 受试者完成

信息采集后按照,骨与骨关节
:

线摄片及读片指

南 (标准 "

?

#

!采用富士
M'N<%%%:

线机 !胶片距

><% 54

!管电压
?% O7

!管电流
<% 4E

拍摄颈椎侧位

及动力位
:

线片$ %

!

&颈椎失稳测量$参照国内大部

分学者公认的
P()/Q

标准 "

$

#

!临床颈椎失稳)在颈椎

动力位%前屈*后伸位&

:

线片上测量
'

!

R'

?

各椎体

间的角位移及椎体后缘滑移距离! 相邻两椎体后缘

滑移
!&6< 44

或角位移
!>>S

$ 使用
T)U)4)VQ.

医学

图像处理软件对颈椎动力位片测量
'

!

R'

?

各相邻椎

体角位移$椎体滑移)在颈椎前屈位中下位椎体的后

缘延长线与上位椎体后缘的垂直距离! 和颈椎后伸

位中下位椎体的后缘延长线与上位椎体后缘的垂直

距离之和!即为此椎体滑移量$ 角位移)椎体过伸位

或过屈位相邻椎体间下缘延长线夹角$ 本研究以至

少
>

个节段角位移出现
C>>S

判断为出现颈椎失稳$

!" '

统计学处理

采用
FJFF !!6"

统计软件处理数据!定性资料采

用频数*百分数描述!两组生活习惯情况使用秩和检

验比较!两组颈椎失稳所占百分比使用
!

!检验比较$

定量资料用均数
"

标准差%!

"

"#

&描述!两组角位移参

数根据正态性与方差齐性使用独立样本
$

检验或非

参数检验比较+ 临床信息与颈椎失稳参数相关性分

析采用
F1Q+.4+*

相关分析!检验水准
!W"6"<

$ 均以

%G"6"<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结果

#" !

基本信息

共收集完整病例
?H

例!其中!青少年颈痛患者

<=

例!对照组健康青少年
>?

例$ 颈痛组男
!&

例!女

&H

例+对照组男
$

例!女
=

例$ 颈痛组和对照组在年

龄*身高*体重*体重指数上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表

>

&$颈痛组病程
!

周
;<

年!平均%

?6>!XH6#@

&个月$麦

吉尔疼痛量表%

IJK

&结果显示颈痛组人群颈痛程度

较轻!各项得分及总分情况为)疼痛评级指数中感觉

项
@6?<X&6%%

!情感项
#6<HX#6&?

!目前颈痛强度评定

#6$$ X%6$#

! 视觉疼痛评分
&6@@ X#6HH

!

IJK

总分

##6H&X@6=!

$

#" #

生活习惯

从平均每天使用电脑时间*使用手机时间*伏案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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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别 例数
每天使用电脑时间 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 ( !;< ( <;= ( :> ( #;! ( !;< (

颈痛组
?@ !# #$ #& A % #! !< !&

对照组
#A = $ & % < ## ! %

!

值
B C%6$%? C?6%A!

"

值
C %6!#% :%6%%#

D= ( D< (

组别 例数
每天伏案时间!

(

" 每天运动时间!

(

" 每天睡眠时间!

(

"

:! ( !;< ( <;= (

从不 :# ( #;! ( := ( =;$ ( $;#% ( D#% (

颈痛组
?@ @ #! !# #= #! <% A % A <A # <

对照组
#A ! = ? < % #& & # & #! ! %

!

值
C C%6<A< !6#<@ C%6!==

"

值
C %6&#A %6%#= %6&@?

D= ( D! (

表
!

颈痛组及对照组基本信息比较!!

!

#$

"

"#$%! &'()#*+,'- '. /0-0*#1 2#3# $03400- -056 )#+- /*'7) #-2 5'-3*'1 /*'7)

!!

!

#$

"

表
8

颈痛组与对照组生活习惯比较!例"

"#$%8 &'()#*+,'- '. 1+9+-/ :#$+3, $03400- -056 )#+- /*'7) #-2 5'-3*'1 /*'7)

!

5+EF

"

表
;

颈痛组与对照组过伸位
&

8

<&

=

各椎体角位移对比!!

!

#$

#

%

"

"#$%; &'()#*+,'- '. 3:0 >? '. :@)0*0A30-,+'- '- &

8

<&

=

90*30$*#1 $03400- -056 )#+- /*'7) #-2 5'-3*'1 /*'7)

!!

!

#$

#

%

"

组别 例数 年龄!岁" 身高!

54

" 体重!

GH

" 体重指数!

GH I 4

!

"

颈痛组
?@ !&6&!J#6@# #==6#%JA6!@ ?A6!@J@6=# !%6==J!6&!

对照组
#A !!6$$J!6A# #=@6#%J=6&< =#6!<J$6!% !#6#?J!6##

&

值
C C%6A?$ #6@== #6?&$ %6A$#

"

值
C %6<?# %6%?& %6#!$ %6<&A

组别 例数
'

!

C'

&

'

&

C'

<

'

<

C'

?

'

?

C'

=

'

=

C'

A

颈痛组
?@ =6=AJ!6=& $6%#J&6#& $6<=J!6=% $6$@J&6$! $6==J&6==

对照组
#A =6=&J!6<& $6##J!6<A $6&#J&6$< $6=&J&6?= A6%#J&6!$

&

值
C C%6%=@ C%6<## C%6=@! C%6!@& C#6=?$

"

值
C %6@<? %6=$# %6<$@ %6AA% %6%@A

时间$ 运动时间及睡眠时间
?

个方面对入组青少年

进行调查% 结果示颈痛组和对照组在使用手机时间

和运动时间上有统计学意义# 颈痛组每天使用手机

时间多于对照组# 而对照组每天运动时间多于颈痛

组!表
!

"%

8% ;

颈椎失稳测量结果

对
A=

例入组青少年测量
'

!

C'

A

各椎体角位移#

以过伸或过屈位出现角位移
D##K

定义为颈椎失稳%

其中在颈痛组
?@

例中
?%

例出现角位移
D>>K

& 对照

组
>A

例中
$

例角位移
D>>K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

L

>=6=<<

#

":%6%>

"# 颈痛组失稳所占百分比大于对照

组% 对比颈痛组与对照组过伸位$过屈位
'

!

C'

A

各椎

体角位移之间以及颈痛组自身在过伸位和过屈位之

间的差异#结果为在过伸位时#颈痛组与对照组
'

!

C

'

A

各椎体角位移无明显差异!表
&

"% 在过屈位时#颈

痛组与对照组
'

&

C'

<

$

'

<

C'

?

$

'

?

C'

=

之间椎体角位移

存在显著差异#颈痛组角位移大于对照组!表
<

"% 颈

痛组自身在过伸位和过屈
'

!

C'

A

各椎体角位移比

较#

'

<

C'

?

和
'

=

C'

A

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
'

<

C

'

?

段过屈位角位移大于过伸位#

'

=

C'

A

段过伸位角位

移大于过屈位!表
?

"%

8% B

颈痛组生活习惯与颈椎失稳的相关分析结果

通过分析颈痛组生活习惯与
'

!CA

各椎体间角位

移的相关性#

'

<

C'

?

$

'

?

C'

=

角位移与部分生活习惯之

间存在相关性#

'

<

C'

?

在过伸位及过屈位角位移均与

平均每天使用手机时间存在相关性# 过伸位与使用

手机时间呈正相关!

%:(:%6?

"#过屈位与使用手机时

间呈正相关 !

%6?:(:>

"&

'

<

C'

?

在过屈位角位移与每

天运动时间呈负相关!

C%6?:(:%

"%

'

?

C'

=

在过屈位角

位移与每天运动时间呈负相关!

C%6?:(:%

"&在过伸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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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颈痛组与对照组过屈位
"

#

$"

%

各椎体角位移对比!!

!

!"

"

#

#

&'()! "*+,'-./*0 *1 234 56 *1 37,4-1849.*0 *0 "

#

:"

%

;4-24(-'8 (42<440 04=> ,'.0 ?-*@, '0A =*02-*8 ?-*@,

!!

!

!"

"

$

$

组别 例数
'

!

:'

&

'

&

:'

;

'

;

:'

<

'

<

:'

=

'

=

:'

>

颈痛组
<? =6=>@!6=& $6%A@&6A& $6;=@!6=% $6$?@&6$! $6==@&6==

对照组
A> =6<?@!6%& $6&>@!6!? A%6>=@!6=% ?6<!@!6&& >6AA@!6$$

%

值
& :%6A$% %6>%? ;6$A! A6%$= :!6<<$

'

值
& !"#$% !"&#' (!"!!) !"%#) !"!)%

表
B

颈痛组
BC

例在过伸位与过屈位间
"

#

:"

%

各椎体角位移对比%!

!

!"

"

$

$

&'()B "*+,'-./*0 *1 56 .0 BC ,'2.402/ <.23 04=> ,'.0 *0 "

#

:"

%

;4-24(-'8 (42<440 37,4-1849.*0 '0A 37,4-49240/.*0

!!

!

!"

"

$

$

表
D

颈痛组
BC

例生活习惯与角位移的相关性分析

&'()D "*--48'2.*0 '0'87/./ 234 -48'2.*0/3., (42<440 8.;.0? 3'(.2 '0A 56 .0 BC ,'2.402/ <.23 04=> ,'.0 ?-*@,

体位
'

!

:'

&

'

&

:'

;

'

;

:'

<

'

<

:'

=

'

=

:'

>

过伸位
=6<?@!6%& $6&>@!6!? A%6>=@!6=% ?6<!@!6&& >6AA@!6$$

过屈位
<6$=@A6>? =6?A@A6?A $6$=@!6&? >6&<@A6== =6$$@A6=?

%

值
:A6&!; :!6;%$ :!6>%$ :&6=%A :%6&A$

'

值
%6A?% %6%A? %6%%$ %6%%A %6><A

颈椎节段 每天使用电脑时间 每天使用手机时间 每天伏案时间 每天运动时间 每天睡眠时间

'

!

:'

&

过伸位
(B:%6%!> 'B%6$&$ (B%6%!$ 'B%6$&& (B%6A%; 'B%6;&& (B:%6%>A 'B%6<?< (B%6%&; 'B%6>??

过屈位
(B:%6!<; 'B%6%<! (B%6A!& 'B%6&<! (B:%6A$$ 'B%6A<& (B%6%<< 'B%6=>$ (B:%6%;! 'B%6>;%

'

&

:'

;

过伸位
(B:%6%<? 'B%6=<> (B:%6%A< 'B%6?%> (B%6%! 'B%6$>$ (B:%6%?$ 'B%6;=! (B:%6!&< 'B%6%>&

过屈位
(B:%6%<? 'B%6=<? (B%6%>? 'B%6<<! (B:%6%&! 'B%6$A (B%6A>! 'B%6A?& (B%6AA? 'B%6&>A

'

;

:'

<

过伸位
.B:%6A<> 'B%6!&< (B%6!>< 'B%6%&< (B%6AA& 'B%6&?; (B%6%A= 'B%6?%& (B%6%!! 'B%6$=>

过屈位
(B:%6A;$ 'B%6!=; (B%6<>> 'C%6%%A (B:%6%<! 'B%6=?$ (B:%6!>? 'B%6%&! (B:%6AA= 'B%6&$A

'

<

:'

=

过伸位
(B:%6!=! 'B%6%;< (B%6A;= 'B%6!>% (B%6%A> 'B%6?%% (B%6A!A 'B%6&=& (B%6%$> 'B%6<A;

过屈位
(B%6%!< 'B%6$<; (B%6A%? 'B%6;AA (B:%6A%> 'B%6;!A (B:%6!?! 'B%6%!< (B:%6A=$ 'B%6!%<

'

=

:'

>

过伸位
(B:%6A;$ 'B%6!=& (B%6%!; 'B%6$<? (B:%6A!; 'B%6&;? (B%6!!! 'B%6%?A (B:%6A%> 'B%6;!A

过屈位
(B%6A=> 'B%6!%= (B:%6%?A 'B%6;?; (B:%6%<= 'B%6=>= (B:%6%&= 'B%6>$> (B:%6!&; 'B%6%><

位角位移与每天使用电脑时间呈负相关 !

:%6<C(C

%

$& 每天运动时间越长"

'

;

:'

<

'

'

<

:'

=

角位移测量值

就越小( 每天使用手机时间越长"

'

;

:'

<

角位移测量

值就越大( 每天使用电脑时间越长"

'

<

:'

=

角位移测

量值就越小!表
=

$&

E

讨论

E) F

青少年颈痛患者颈椎失稳的表现特点

颈椎稳定性指颈椎在正常生理负荷下维持椎体

运动能力& 良好的稳定性能够保护脊髓及椎体周围

血管和神经"保障颈椎在正常范围内的运动&通过观

察正常人与青少年颈痛患者之间的
D

线角位移情

况"青少年颈痛患者颈椎失稳的出现率大于正常人"

说明失稳与颈痛有一定相关性& 角位移异常主要集

中在
'

&

:'

;

'

'

;

:'

<

'

'

<

:'

=

节段"尤其以
'

;

:'

<

和
'

<

:'

=

表现明显"其次是
'

&

:'

;

节段& 潘福敏等)

?

*也报道颈

椎失稳及椎间盘退变易发生于
'

;

:'

<

段&

,+5EF0*

)

#%

*

发现颈椎在由过伸至过屈状态的活动过程中" 应力

集中在
'

;

:'

<

与
'

<

:'

=

节段之间交替&这主要是由于

'

;

'

'

<

椎体节段处于弧度交界位置" 承受较大的应

力"颈椎损伤常发生于此& 同时"

'

;

:'

<

和
'

<

:'

=

节段

在颈椎中的活动范围较大" 也是容易出现失稳的重

要原因之一& 笔者还发现颈痛患者的过屈位比过伸

位更容易表现出颈椎失稳的征象" 此结论也与之前

已有的研究结论相似)

##

*

& 颈椎的关节突关节在矢状

面上与冠状面呈
;<G

角"这样的结构利于颈椎更大限

度的屈曲运动"也就更容易造成过屈位时的失稳&此

外"过屈位时"后颈肌肉及韧带被动牵拉"前侧肌肉

及韧带处于被动收缩状态" 加之过屈位使头部的重

心集中在椎体前部" 长此以往造成整体肌肉系统平

衡受破坏"颈椎曲度和稳定性就会逐渐发生改变&

E) #

生活习惯对颈痛及颈椎失稳的影响

青少年处于发育阶段" 颈部韧带和颈肌相对薄

?A?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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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颈椎稳定性较易受影响"汤珊珊等#

#!

$认为不良坐

姿% 睡姿以及缺乏锻炼是青少年颈椎慢性劳损的重

要因素"

:);

等#

#&

$使用运动传感器观察日常使用手机

时颈椎处于过屈或旋转的非中立姿势对颈部肌肉影

响较大"笔者的研究中!青少年颈痛患者与正常人在

手机使用时间和运动时间的习惯上出现差异! 颈痛

患者每天使用手机时间相对较长!而运动时间较短"

过度使用手机会使人长时间保持在一个颈部过屈位

的状态! 颈后肌群为对抗颈曲而处于被动延长的收

缩状态!致使肌纤维出现缺血损伤" 此外!缺乏运动

使得颈项部薄弱状态未能较好改善!血运未能恢复!

进一步加剧颈痛的发生! 同时颈痛使得患者活动受

限!形成恶性循环"有研究指出适当的体育锻炼对颈

肩部疼痛起保护作用#

#<

$

" 体育活动能够让颈部处于

多方位的活动!解除被动延长状态!恢复血运" 尤其

有计划的进行抗阻力训练是预防和缓解颈痛的有效

方式#

#=

$

" 黎万友等#

#>

$认为通过颈椎静力性运动和动

力性运动相结合能够恢复颈部肌肉力量及弹性!增

加颈部关节活动度!从而纠正颈部的正常生理功能"

有学者认为长期处于屈颈等不平衡状态! 引起肌肉

系统劳损!若不及时纠正!颈椎生物力学平衡就会被

破坏! 从而出现髓核及纤维环因长时间承受异常应

力而过早发生退变#

?@

$

" 在颈痛早期就应及时调整使

用手机习惯和增加运动时间!避免颈痛的发展"

本研究的颈痛患者使用手机与运动时间还与椎

体角位移有一定相关性! 尤以
'

<

A'

=

间过屈位角位

移与使用手机时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本次研究进一

步发掘了颈椎具体节段稳定性降低与不良生活习惯

的相关性 #

#$

$

!研究结果说明青少年颈痛患者出现的

颈椎失稳和颈椎曲度异常可能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

惯所造成的! 提示不良的习惯导致了力学平衡的改

变!率先使得应力集中的
'

<

A'

=

%

'

=

A'

>

段颈椎出现异

常" 所以对于青少年颈痛的治疗应重视颈椎失稳状

态的纠正!着重在
'

<

A'

=

%

'

=

A'

>

这些较易出现异常的

部位"

!" !

青少年颈痛在中医理论体系中的认识

中医古籍中早有&项强'&筋痹'&骨痹'等与颈痛

症状相关的病名" (内经)较早提出这类疾病的主要

致病因素*&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 (诸病源候

论)提出*&由体虚!腠理开++邪客关机!则使筋挛"

则强调自身正气不足才是外邪内扰致病的关键'"

(中藏经)曰*&骨痹者!乃嗜欲不节!伤于肾也'"说明

不良的生活嗜好及习惯对此类疾病的重要影响" 至

清代 (张氏医通) 曰*&或观书对弈久坐而致脊背痛

者'" 则与现代对于颈痛的认识相一致" 张栋等#

#B

$通

过聚类分析得出颈痛的基本证型有寒湿痹阻% 湿热

痹阻%肝郁脾虚%心肾气阴两虚!说明除寒湿与湿热

外!现代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大等诸多因素也导致

了筋骨的痹阻!演变成颈痛"且青少年颈痛当属筋骨

同病!(素问,生气通天论) 曰*&骨正筋柔! 气血以

流'"当出现各种&骨不正'的表现!如曲度变直!椎体

失稳时!则出现&筋不柔'%气血不畅等各种痛症" 故

青少年颈痛的治疗应&筋骨同治'!治筋与治骨手法

联合!达到&骨正筋柔'的目的"

本研究结论表明! 青少年颈痛患者是颈椎失稳

的高发人群! 过度使用手机及缺乏运动亦与颈椎失

稳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因此对于青少年颈痛患者应

当重视其颈椎失稳的表现!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注

意调整坐姿!加强锻炼!防止进一步发展成颈椎病"

但无症状正常人中也出现
>

例颈椎失稳! 同时对照

组样本量较少! 所以颈椎失稳不能较好地反映正常

人与颈痛患者的区别! 对于颈椎失稳能否用于青少

年颈痛的诊断!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而后期将通过大

样本量颈痛患者的队列研究来进一步探讨较常出现

角位移的椎体节段是否由于不良习惯所导致! 角位

移是否是引起颈痛及相应节段神经根症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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