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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不良反应及预防措施



（一）增大颈椎椎间隙

一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v 颈椎牵引通过牵引带沿身体纵轴方向对颈椎施加拉力，以对抗颈椎牵引通过牵引带沿身体纵轴方向对颈椎施加拉力，以对抗
体重而加大椎间隙，使椎间盘产生负压，促进突出物的回纳复体重而加大椎间隙，使椎间盘产生负压，促进突出物的回纳复
位，位，  缓解椎间盘组织向周缘的外突压力缓解椎间盘组织向周缘的外突压力

v 同时使后纵韧带紧张，并起到向前推压作用，以改变实出物成同时使后纵韧带紧张，并起到向前推压作用，以改变实出物成
骨赘与周围组织的相互关系有利于缓解神经根受压骨赘与周围组织的相互关系有利于缓解神经根受压

v 在颈椎牵引中椎间隙增大值最大节段通常为在颈椎牵引中椎间隙增大值最大节段通常为CC6-7,6-7,其次是其次是CC4-4-

55，上颈段不如下颈段那样容易分离，上颈段不如下颈段那样容易分离

v 椎间隙分离最大的部位位于后部，且随着屈曲的角度增大而加椎间隙分离最大的部位位于后部，且随着屈曲的角度增大而加
大大



（二）牵伸挛缩组织，改善脊柱的正常生理功能

一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v 颈椎疾病常引起疼痛和颈椎关节活动受限，从而使其周围肌群颈椎疾病常引起疼痛和颈椎关节活动受限，从而使其周围肌群
发生继发性痉挛发生继发性痉挛((对慢性肌肉劳损患者，则可发生原发性肌痉对慢性肌肉劳损患者，则可发生原发性肌痉
挛挛))。。

v 肌痉挛可以进一步发生压迫症状，同时造成关节活动减少，血肌痉挛可以进一步发生压迫症状，同时造成关节活动减少，血
液循环障碍，进而加重症状。液循环障碍，进而加重症状。

v 牵引可以牵张挛缩的关节囊韧带和周围的肌群，放松处于痉挛牵引可以牵张挛缩的关节囊韧带和周围的肌群，放松处于痉挛
状态的肌肉，减少颈椎的应力，阻断上述恶性循环，从而缓解状态的肌肉，减少颈椎的应力，阻断上述恶性循环，从而缓解
症状症状,,改善或恢复脊柱的正常生理功能。改善或恢复脊柱的正常生理功能。



（三）纠正椎间小关节的紊乱，恢复脊柱的正常排序

一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v 颈椎退变颈椎退变  、椎间盘突出时可继发小关节功能紊乱或半脱位，、椎间盘突出时可继发小关节功能紊乱或半脱位，
滑膜嵌顿。滑膜嵌顿。

v 牵引治疗可在缓解肌肉痉挛的基础上，解除嵌顿的小关节囊，牵引治疗可在缓解肌肉痉挛的基础上，解除嵌顿的小关节囊，
恢复小关节的正常对合关系恢复小关节的正常对合关系,,调整错位关节和椎体的滑脱及恢调整错位关节和椎体的滑脱及恢
复正常的生理弧度。复正常的生理弧度。



（四）扩大椎间孔，减轻神经根压迫症状

一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v 神经根型颈椎病可因椎间孔变窄神经根型颈椎病可因椎间孔变窄,,再加上继发性因素如外伤、再加上继发性因素如外伤、
受凉等而导致局部充血、水肿，使神经根受压加重。受凉等而导致局部充血、水肿，使神经根受压加重。

v 颈椎牵引可扩大椎间孔，缓解椎间孔中的神经根和动、静脉所颈椎牵引可扩大椎间孔，缓解椎间孔中的神经根和动、静脉所
受的压迫刺激，甚至神经根轴和关节囊之间的粘连也有可能得受的压迫刺激，甚至神经根轴和关节囊之间的粘连也有可能得
以松解以松解;;从而有利于消除水肿，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压迫从而有利于消除水肿，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压迫
症状，有利于损伤的软组织修复。症状，有利于损伤的软组织修复。



（五）恢复颈椎的正常排序

一    颈椎牵引的生理效应

v 对颈椎骨折对颈椎骨折  、脱位又无法承受大重量牵引的患者，可行颈椎、脱位又无法承受大重量牵引的患者，可行颈椎
的小重量持续牵引，限制颈椎活动，在脊柱外伤的早期制动有的小重量持续牵引，限制颈椎活动，在脊柱外伤的早期制动有
固定和复位作用固定和复位作用,,有助于理顺和恢复颈椎的正常排序。有助于理顺和恢复颈椎的正常排序。



v 概述：颈椎徒手牵引是治疗师用手对患者颈部进行牵引以达到治概述：颈椎徒手牵引是治疗师用手对患者颈部进行牵引以达到治
疗目的的一种治疗技术疗目的的一种治疗技术

v 作用：一是治疗作用，二是可作为尝试性手段，判断是否可以实作用：一是治疗作用，二是可作为尝试性手段，判断是否可以实
施牵引施牵引

（一）颈椎徒手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11、、徒手坐位牵引徒手坐位牵引
v 患者体位：坐位患者体位：坐位
v 治疗师体位：站立于患者后侧治疗师体位：站立于患者后侧
v 操作手法：前方上肢屈肘用手托住患者下颌部，后方手固定在后操作手法：前方上肢屈肘用手托住患者下颌部，后方手固定在后
枕部，双手同时发力支持患者头部重量，将患者头沿身体纵轴方枕部，双手同时发力支持患者头部重量，将患者头沿身体纵轴方
向向上拔伸，并维持向向上拔伸，并维持20-30s20-30s

v 注意事项：患者尽可能放松注意事项：患者尽可能放松

（一）颈椎徒手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22、、徒手卧位牵引徒手卧位牵引
v 患者体位患者体位::仰卧位于治疗床，头颈部稍前屈仰卧位于治疗床，头颈部稍前屈
v 治疗师体位：立于治疗床头或坐位，用双手支持患者头部重量治疗师体位：立于治疗床头或坐位，用双手支持患者头部重量
v 操作手法：治疗师操作手法：治疗师上方手掌置于患者下颏，下方手托住患者枕后上方手掌置于患者下颏，下方手托住患者枕后
部。治疗师双臂采用等长收缩的方式施加牵引力量部。治疗师双臂采用等长收缩的方式施加牵引力量

v 注意事项：要求治疗师站立姿势和手法必须稳定，然后逐渐地有注意事项：要求治疗师站立姿势和手法必须稳定，然后逐渐地有
控制地将重心向后倾倒，以此牵引患者颈椎。控制地将重心向后倾倒，以此牵引患者颈椎。

（一）颈椎徒手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33、、临床应用临床应用
v 适用于各型颈椎病在推拿过程中配合治疗手法适用于各型颈椎病在推拿过程中配合治疗手法,,尤其是脊髓型颈椎尤其是脊髓型颈椎
病在治疗时牵引参数很容易控制，而且在牵引过程中，被牵引的病在治疗时牵引参数很容易控制，而且在牵引过程中，被牵引的
颈椎节段以上和对侧关节突关节活动较小或是没有伸展。颈椎节段以上和对侧关节突关节活动较小或是没有伸展。

v 对患者颞颌关节处无压力对患者颞颌关节处无压力,,不会引起颞颌关节的疼痛。不会引起颞颌关节的疼痛。
v 以上两种方法可作为颈椎牵引的预试验，特别是机械牵引前的尝以上两种方法可作为颈椎牵引的预试验，特别是机械牵引前的尝
试性牵引。试性牵引。

（一）颈椎徒手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11、、坐位牵引坐位牵引
v 患患者者体体位位：：坐坐位位，，可可根根据据需需求求，，使使颈颈椎椎处处于于中中立立
位、后伸位或前屈位位、后伸位或前屈位

v 牵牵引引角角度度：：一一般般认认为为采采用用颈颈椎椎前前屈屈10°10°- - 30°30°，，
可可使使颈颈椎椎间间隙隙显显著著增增宽宽；；垂垂直直牵牵引引时时最最大大应应力力作作
用用于于颈颈椎椎上上段段，，增增大大前前屈屈角角度度则则最最大大应应力力位位置置下下
移移

v 牵牵引引重重量量：：牵牵引引重重量量约约相相当当于于正正常常成成年年人人体体重重的的
10% ,10% ,年老体弱者为体重的年老体弱者为体重的5%5%。。

v 牵牵引引时时间间：：每每次次牵牵引引时时间间一一般般为为20~30min;20~30min;大大重重
量牵引者牵引时间宜相应缩短至量牵引者牵引时间宜相应缩短至5~15min5~15min

（二）颈椎重锤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22、卧位牵引、卧位牵引
vv床上斜面自重牵引床上斜面自重牵引::将床的头端升高约将床的头端升高约15cm15cm形成斜面，在床垫和褥子形成斜面，在床垫和褥子
之间铺上一之间铺上一--层硬板。患者头枕层硬板。患者头枕10cm10cm高的硬枕，枕颌牵引带上端固定于高的硬枕，枕颌牵引带上端固定于
床头床头,,患者身体向床尾移动将牵引带拉紧，借助患者身体下移趋势进行患者身体向床尾移动将牵引带拉紧，借助患者身体下移趋势进行
牵引。治疗初始以牵引。治疗初始以30min30min为为11单位，休息后逐渐延长牵引时间，睡前停单位，休息后逐渐延长牵引时间，睡前停
止牵引，以保证患者睡眠充足。止牵引，以保证患者睡眠充足。

vv床上重锤持续牵引床上重锤持续牵引::患者仰卧在水平床面上，颈部垫患者仰卧在水平床面上，颈部垫--个普通枕头个普通枕头,,床床
头安装滑轮头安装滑轮,,枕颌牵引带跨过滑轮与重锤相连。重锤重量从枕颌牵引带跨过滑轮与重锤相连。重锤重量从3- 4kg3- 4kg开始开始
，待患者适应后逐渐增加重量，待患者适应后逐渐增加重量,,最高可达最高可达7kg7kg。牵引时间每次。牵引时间每次20~30min,20~30min,

每天每天1~2 1~2 次。次。

（二）颈椎重锤牵引

二    常用牵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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