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时间久坐不动、坐姿不当，
容易引发膝关节、髋关节等一系
列问题，却很少有患者将这些疾
病与久坐不动联系到一块，有的
甚至被误诊为腰椎间盘突出治
疗。半个月前，林思雄医生就接诊
了这样一位患者。

50岁的泉州李女士，在最近
三年里，站立或行走时常常会感
觉腰部、臂部、大腿外侧疼痛。期
间，她到泉州地区的医院拍过
CT，显示轻微腰椎间盘突出。之后
通过推拿理疗来缓解疼痛。不过，

李女士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
决，最近三个月还变得严重了，甚
至连夜里翻身都会痛醒，严重影
响了睡眠质量。
当天，林医生给李女士检查，发现
她并没有明显的腰椎间盘突出问
题。问诊中，林医生了解到，李女
士是位办公室白领，每天的工作
都 "钉 "在电脑前，一天坐七八个
小时很常见，她也很喜欢翘二郎
腿，平时几乎没运动。这样的坏习
惯持续了二三十年，林医生诊断，
李女士是由于姿势不良引起的慢

性腰臂部肌肉拉伤。
接下来的半个月里，林医生

给予了对症治疗，李女士的病情
明显好转。

“像李女士这样的患者很常
见。”林医生解释，长期久坐、姿势
不良导致的健康问题，好发于产
后女性以及围绝经期女性。建议
工作或学习一段时间后，要起身
活动活动腰部和腿部；平时做些
有氧运动，比如慢跑、游泳，以增
强肌肉骨胳的力量，对颈椎、腰椎
都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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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咱厝正骨，像阿德这样慕
名而来的海外病人还有不少，很
多病人治疗痊愈后，还特意为医
院送来了牌匾。“正骨妙手德才
双馨”是马来西亚的世界华侨领
袖丹斯里拿督李深静送来的牌
匾。他曾深受腰椎骨刺折磨，经
友人引荐来到泉州市正骨医院
进行治疗。医院派出以陈长贤院
长为首的医疗团队，为他制定了
以中医手法治疗为主的治疗方
案，让他得以快速康复。

“悬壶济世心，妙手回春

艺。往来奔波苦，治病救人功。”
这是菲律宾华慧源禅寺给医院
送来牌匾与感谢信以表谢意。
原来，菲律宾的郭女士曾不慎
摔倒致手腕骨折，慕名来正骨
治疗后痊愈。

近年来，泉州市正骨医院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海内外人士
来治疗，这跟独具一格的闽南
正骨流派和中西医结合骨伤绿
色诊疗模式，有着很大的关系。
“泉州正骨”已经成为我国闽东
南地区乃至东南亚、“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中医骨科的一张
名片，也是弘扬祖国中医药文
化瑰宝走向世界的见证。

每到端午、中秋、春节等
传统佳节期间，不少华侨、留学
生回到泉州，除了走亲访友，还
会 "找正骨医院的医生瞧瞧 "，
大小筋骨伤、常年的颈肩腰腿
痛，很多老华侨最信赖的，还是
家乡的咱厝正骨。特别是正骨
医院自制的几款膏药，更是东
南亚、我国香港台湾等侨胞回
乡必买的“佳品”。

家住泉州市区的林先生今年 64
岁，1 年多前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
出症，晚上痛得睡不着，只能跪趴在床
上，或者将双脚抬高，才能缓解疼痛，就
诊泉州多家三甲医院骨科均建议手术
治疗，林先生由于害怕手术，他四处寻
医治疗，疗效不佳，前不久在亲戚友介
绍下慕名来到泉州市正骨医院推拿二
科要求保守治疗。

经过仔细的查体及询问病史，接诊
的推拿二科医疗学科带头人吴铅谈主任
认为，林先生虽然属于巨大型的腰椎间盘
突出症，但是综合检查结果发现：该患者
神经压迫以髓核突出为主、突出物为水合
信号高的髓核游离物，且患者无马尾神经
损伤的体征、无进行性运动神经损伤。综
合患者的症状、体征、影像检查结果及患
者保守治疗的需求，吴主任为林先生制定
了以“硬膜外神经阻滞结合立体定位斜扳
法”的综合保守治疗方案。

经过两周系统的治疗后，林先生腰
腿痛症状基本解除，目前已经康复出
院，平时喜爱运动的林先生现在又能恢
复每天步行 1万步的运动。

在泉州市正骨医院推拿二科，像林
先生这样深受腰椎退变性疾病困扰的患
者还有很多。近年来，腰腿痛的发病率
不断上升，据调查腰腿痛患者占骨科门
诊总数的 3/10-2/5，18%腰腿痛患者
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间盘突出症首
选治疗方法为保守疗法，其凭借“无创
伤、痛苦小、安全性高、疗效肯定、费用
低、患者易于接受”等优点，受到广大患
者的青睐。

推拿科特色技术“硬膜外神经阻滞
结合立体定位斜扳法”疗法中，硬膜外神
经阻滞从“神经根炎学说”和“自身免疫
学说”的机制方面入手快速、有效地缓解
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期的疼痛；立体
定位斜扳法则从“机械受压学说”机制入

手，解除突出物对神经根和硬膜囊的压
迫，降低神经根张力，二者组合有效解决
了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保守治疗难点。该
技术具有的三大优点：一是见效快: 快
速、有效地缓解了腰椎间盘突出症急性
期的疼痛。二是舒适、安全：操作过程中
患者无痛，无神经损伤的风险。三是经
济：治疗费用比一般手术大为降低，日常
生活能自理，住院时间短。

针对腰椎间盘突出症治疗，推拿二
科一直秉持“能简单不复杂，能保守不
手术”的治疗理念，并为不同患者提供
个性化治疗方案。科室医生会先对患者
进行一个综合评估，而后在此基础上为
患者制定个性化的保守治疗方案，多年
来许多省内外的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症
患者慕名前来就医，经过在推拿二科的
系统保守治疗后取得良好疗效、免受手
术之苦，在给患者减轻经济负担的同时
也带来较大的社会效益。

埃及小伙子全身多处关节损伤
跨越两大洲来正骨医院康复治疗

文章来源 /海峡都市报 尤燕姿

随着“一带一路”的推
进，中医药走出国门，逐步被
外国朋友所熟悉。作为古海
上丝绸之路起点的泉州，自
古以来海外贸易兴盛，在世
界各地华侨众多。近年来，作
为南少林正骨骨伤流派的代
表，泉州市正骨医院也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海外患者。

近日，泉州市正骨医院
慕名而来了一位 24 岁的埃
及小伙子，多年来，他全身
关节多处毛病，医院医生们
结合他的病情，进行多学科
联合门诊，为其制定了系统
的康复和治疗方案，解除了
困扰多年病痛。

埃及到泉州，要跨越两个
洲，隔着千山万水。8月初，24岁
的埃及小伙子阿德(化名)在家人
的陪同下，经朋友介绍不远万里
来到了泉州市正骨医院。

阿德全身关节多处毛病，
肩关节习惯性脱位、腰椎间盘
突出症、膝关节前交叉韧带重
建术后肌力失稳、扁平足等，从
上到下的毛病，让他很是焦虑。
最痛苦的是他的腰椎间盘突出
症，已经长达 6 年，无法久坐，
在大学课堂上，阿德病痛时只
能跪着或站着上课。

阿德的父亲曾带着他在埃
及看了好几家医院，包括埃及的
德国医院，甚至去美国就医，医
生都建议他要手术治疗。阿德的
父亲不希望他这么年轻就手术，
希望通过保守治疗来改善症状。
因为他与泉州人有经贸往来，他
听泉州的贸易伙伴说泉州市正
骨医院是中医正骨，传承南少林

手法，很多中医保守治疗手段很
不错，便慕名前来。

阿德的父亲第一次带他来
到泉州市正骨医院时，拎着足
足 10斤重的各种影像片，门诊
部工作人员查看了病人的所有
检查材料，鉴于病人涉及多学
科疾病，便帮病人预约多学科
门诊，且进一步完善病人的检
查项目，如腰椎 CT检查等。

根据病人的病情及需要，
门诊部给予预约了筋伤多学科
门诊，邀请了脊柱外科柯晓斌
和刘春华医生、推拿科吴铅谈
医生、运动医学科朱勇医生、运
动康复陈文强医生等开展多学
科会诊，经过系统的问诊、步态
形体分析，运动评估，查阅相关
影像资料，专科体检、病情讨论
等，诊断为 L5/S1 腰椎间盘突
出，复发性肩关节脱位 (盂唇损
伤)，左膝前交叉韧带重建术后
肌力失稳，扁平足等。

经多学科门诊专家组的讨
论，最后考虑病人腰椎间盘虽然
突出较大，但突出的椎间盘存在
钙化、相对稳定，同时病人只有腰
痛，没有神经痛，且年龄较小，可
以先采用保守治疗方案，以中医
推拿手法为主，配合必要的理疗
和腰背部肌肉功能性重建，为病
人解除病痛，改善腰部疼痛的症
状和功能，同时制定了肩部、患侧
下肢的康复整体治疗方案。
经过一个月的治疗，阿德的

病痛好转，原来只能坐十几分钟，
治疗后可以延长到一个多小时。
期间阿德的父亲长期便秘的困
扰，在医院中医调理也消失了。

随后，其父还将其远在埃
及的另一儿子也叫来泉州市正
骨医院进行中医调理。离开之
前，阿德的父亲表示他结识的
泉州人都很好、很亲切，这里的
医生很专业、很尽责，特别感谢
泉州市正骨医院.

安全、经济、见效快！巨大型腰椎间盘突出症保守治疗的杀手锏

“立体定位斜扳法结合硬膜外神经阻滞”
供稿 /推拿科黄幼珍

这个坐姿比翘二郎腿更伤骨盆？
正骨医院医生有话要说

文章来源 /海峡都市报 刘薇

最近，话题《比
二郎腿更伤害骨盆
的坐姿》冲上热搜，
引发众多网友的关
注和讨论。

原来，前段时
间，有位网友翻译了
一篇韩网的热帖，内
容讲的是———“有些
朋友为了戒掉二郎
腿，这样脚踝交叉着
坐着。但是到医院就
诊的朋友告诉我，医
生说，这样交叉着脚
坐着，会比跷二郎腿
还要伤害骨盆，另外
对膝盖也不好。朋友
们一定要注意！”

真的是这样吗？
今天，来听听泉州专
业骨科医生的解释。

“现在，越来越多的市民知道
翘二郎腿的危害。”泉州市正骨医
院微针科学科带头人、主治医师
林思雄介绍，翘二郎腿使骨盆旋
转和髋关节紧张，大腿内外肌肉
力量不平衡，久而久之容易引发
膝关节、髋关节的问题，甚至可能

影响到脊柱和腰椎。
那么，脚踝交叉着坐会不会比

翘二郎腿更伤骨盆呢？"目前并没
有研究数据表明，脚踝交叉着坐比
翘二郎腿更伤害骨盆。"林医生指
出，实际上，脚交叉坐与翘二郎腿
同属不良坐姿，若长时间保持，同

样可能引发腰背痛或腰腿痛等健
康问题。此外，除了这两种姿势，如
盘腿坐、女生常见的膝盖靠拢、脚
尖踮起的坐姿，也都是不正确的，
应该尽量减少。正确的坐姿，应该
是经常保持双脚平放地面，以保证
血流通畅、肌肉力量平衡。

脚踝交叉着坐更伤骨盆吗？

易误诊为椎间盘疾病

舞蹈非人人适合！一个下腰动作，6岁女童截瘫
文章来源 /东南早报医线通

“因舞蹈或体育运动而伤到脊柱的案例
不少，一年有 5个左右的孩子前来就诊，几乎
都是因下腰动作而受伤。有的症状轻，治疗或
休息一段时间渐渐恢复，但有的损伤得厉害，
直接截瘫。”王医生说，“人无完人”，人的肢体
或多或少有缺陷，特别脊柱，很有可能存在脊
柱隐性裂、椎体或附件发育不良等情况，这
种缺陷无疑埋下了脊髓损伤的隐患。“有脊
柱缺陷的人，平时正常生活没问题，但如果
太过激烈或者不恰当的运动，就可能造成椎
体的滑脱及脊髓损伤。”王医生称，上述病例
的患者王燕就存在先天脊柱发育不良的情
况。脊髓位于人体的椎管内，控制人的动作，
脊髓的末端叫终丝。脊髓栓系即脊髓的下端
因为各种原因受制于椎管末端，终丝牵拉，
导致其受到限制无法正常升高，游离度很
差。当患有脊髓栓系综合征的人做出过度拉
伸、下腰等动作时，很容易导致脊髓损伤。
“望子成龙是每个家长的愿望，但要想成为
专业的舞蹈家或体育健将，需要比平常人更
多付出。”王医生坦言，因舞蹈导致脊髓损伤
的患者，多数患有脊髓栓系综合征，从医学
角度来说，这类患者不适合做会过度牵伸脊
髓的动作，就比如老百姓所熟知的“下腰”这
个动作。儿童脊柱在发育过程中，许多骨骺
尚未闭合，骨骼还没有长结实，反复下腰、过
度用力、过度负重等，都可能造成脊椎骨质
损伤，甚至椎弓峡部断裂。若未及时诊断处
理，今后就可能出现慢性腰痛，严重的会导
致腰椎滑脱，影响正常生活。此外，每个孩子
的肌肉力量、柔韧度都不一样，家长让孩子学
舞蹈，如果想接触更专业的训练时，可以到医
院做个全面体检，相当于排查隐患，再来决定
是否深入练习。王医生还提醒到，在练习下腰
等高难度动作时，孩子应有专业老师的辅导
和保护，做好准备活动，在身体负荷范围内量
力而行，注意循序渐进。同时，平常体育课做
类似动作，也要提高警惕。

10月 15日，9岁的王燕（化名）由
父母用轮椅推进泉州市正骨医院，接诊
的医生正好是王建嗣。面对这个稚嫩、长
得很漂亮可爱的女童，王医生很是惋惜。
王医生说，3年前才 6岁的王燕在舞蹈培
训中，在一次下腰动作后，突然倒地，经
检查她的脊髓受到严重损伤，胸椎以下

截瘫，这不仅让她的舞蹈梦破碎了，而且
终生只能坐轮椅，连大小便都无法自理。
而此次前来就诊是因长期卧床后，股骨
骨质严重脱钙，家长从轮椅上抱起时发
生股骨骨折。记者百度搜索发现，孩子因
舞蹈而脊髓损伤的报道案例不少。前段
时间，浙江一医院接诊到一位名为丫丫

（化名）7岁女孩，在舞蹈课练下腰时，伤
到脊髓而高位截瘫。报道称，丫丫在下腰
时，扑通一声一屁股坐在地上。摔倒后，
丫丫还很勇敢站起来，继续练习动作，但
是大约 15分钟后，丫丫再也站不牢，直
接瘫坐在地上无法动弹。经医院检查终
被确诊为“脊髓栓系综合症”。

王医生称，不管是跳舞，还是体育课
做较剧烈的运动前，一定要做好热身，充
分的热身可很好地减少运动伤害的发生。
上述案例的丫丫下腰摔倒后，还能站起来
继续练舞 10多分钟，为何接下来竟是截
瘫？王医生表示，摔倒当时导致了脊髓的
损伤和出血，刚开始损伤较轻，在接下来
的训练中进一步的损伤加重，最终引起截

瘫。其实，孩子下腰摔倒后还能站起来走
路，家长和教练便要注意，此时孩子应该
会有腰部的疼痛或酸胀，或者已走不稳
当。但是很遗憾因未引起足够的重视最终
出现无可挽回的结局。“由于脊髓的特殊
性，不当的搬动方式会加重伤情。”王医生
表示，万一孩子出现跌倒起不来的情况，
首先应该判断损伤部位，脚能不能抬起来

是判断神经功能是否受到损伤的重要标
准。如果出现脊髓受损的情况，家长或老
师不要随意移动孩子。即便是搬动孩子，
也应该三个人同步以平移方式，将孩子放
在硬的平板上运输至医院，接受专业医生
的治疗。据悉，脊髓、脊柱受伤后的 8小
时是黄金治疗期。一旦超过 8个小时，脊
髓功能恢复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

下腰最易伤脊髓
舞蹈非人人适合

运动前要提前热身 摔倒不起忌随意搬动

每个家长都希望
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为
孩子报了多个培训班。
令孩子形态更优美、更
有气质的舞蹈，成了众
多家长为孩子在培训
班上的首选。然而，这
些孩子中却有人因为
舞蹈的某个动作发生
意外，付出终生无法挽
回的代价。

小儿骨科医疗学科
带头人、副主任医师王
建嗣提醒：因舞蹈而造
成脊髓损伤的情况时有
发生，由于每个孩子的
骨骼发育、肌肉力量、柔
韧度不一样，需要进行
专业舞蹈训练前最好做
全面身体检查。

肩腰膝足都坏了
埃及小伙子慕名来泉州正骨求医

为外国患友谋福音
南少林泉州正骨中医药走出国门

一个下腰动作 致终身坐轮椅

部分正骨自制药

多学科门诊讨论中

运动医学科朱勇医生为阿德检查中

不恰当坐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