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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 要】腰椎压缩性骨折且无脊髓神经损伤患者 >0A（ 男

DB，女 40）例，年龄 3 I @2（ 平均 43: D J D: B）岁，住院（01: D J
01: B）,: 椎体前缘压缩超过 > 7 0 者 B2 例，压缩 > 7 B I > 7 0 者

2B 例，压缩小于 > 7 B 者 02 例: 患者经过常规处理和垫枕练功

法后，随访 2 I B2 <#: 依据脊柱骨折复位、愈合情况和功能恢

复等标准评定：优：骨折复位好，生理曲度正常，恢复正常工

作者 @0 例；良：骨折基本复位，畸形消失，功能恢复良好，恢

复工作者 04 例；尚可：骨折部分复位，胜任轻体力劳动者 0
例；差：压缩椎体畸形，腰部活动受限，不能劳动者 0 例，总优

良率 @2: 3K : 垫枕练功法对腰椎压缩性骨折且无脊髓神经损

伤患者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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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象和方法

>: >5 对象5 0110?12 7 011A?1D 收治腰椎压缩性骨折且无脊髓

神经损伤患者 >0A（男 DB，女 40）例，年龄 3 I @2（ 平均 43: D J
D: B）岁，平均住院（01: D J 01: B）,: 损伤原因：车祸伤 3D 例，

跌坠伤 BA 例，重物压伤 >0 例: 椎体前缘压缩超过 > 7 0 者 B2
例，压缩 > 7 B I > 7 0 者 2B 例，压缩小于 > 7 B 者 02 例:
>: 05 方法5 根据患者的身体状况及骨折不同时期辨证用膳，

并加服中药，以壮骨益髓为目的，做到“ 药物相须，寒湿相宜，

五味相适”，同时予常规处理: 上述处理后，主要采用垫枕练

功法，即患者仰卧硬板床，保持脊柱平直，防止发生畸形或进

一步损伤: 同时在患者伤椎下垫以适当高度的软枕: 根据患

者适应情况，逐日增加垫枕的高度: 通过垫枕，使骨折椎体局

部保持过伸位，以整复和矫正压缩性骨折的畸形: 伤椎下垫

枕 B I A , 后，再指导患者进行挺胸背伸的功能锻炼，坚持不

懈，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 复位期: 垫枕 > I 0 NO，鼓励督促

患者练习主动挺腹，B 次 7 ,，A I >1 <). 7 次［0］: " A 点支撑法:

仰卧位，用头部、双肘、双足跟 A 点支撑起全身，使背部腾空后

伸: 伤后 > 周左右可练习以上 0 种方法: # B 点支撑法: 伤

后 0 I B NO 练此法，仰卧位，双臂放在胸前，用头及双足支撑

拱腰臀及背腾空离床，B 点支撑比 A 点支撑背伸度更大，更有

利于腰背肌的锻炼: $ 4 点支撑法: 伤后 B I 4 NO 练此法，仰

卧位，用双手、双足 4 点撑在床上，全身腾空呈一拱桥状: %
飞燕点水法: A I 2 NO 以后可练此法，取俯卧位，颈部后伸，稍

用力后抬起胸部离开床面，两上肢向背后伸，两膝伸直，从床

上抬起双腿，使腹部为支撑点，身体上下两头翘起，形似飞燕

点水:

"$ 结果$ 对 >01 例随访 2 I B2 <#: 依据脊柱骨折复位、愈合

情况和功能恢复等标准评定：优：骨折复位好，生理曲度正常，

腰部活动自如，无腰背痛等后遗症，恢复正常工作者 @0 例:
良：骨折基本复位，畸形消失，功能恢复良好，偶有轻微腰背痛

症状，能恢复工作者 04 例: 尚可：骨折部分复位，脊柱生理曲

线有改变，运动功能尚可，时有腰背酸痛，只能胜任轻体力劳

动者 0 例: 差：压缩椎体明显后突畸形，腰部活动严重受限，

因腰痛不能劳动者 0 例: 优良率 @2: 3K :

%$ 讨论$ 垫枕练功法是基于“动静结合”的指导原则，充分利

用患者躯干重力和杠杆原理使脊柱保持稳定的背伸，循序渐

进的复位: 以背伸肌为动力，通过被拉紧的前纵韧带和椎间

盘纤维环张力，使压缩的椎体逐渐张开，骨折的畸形得以矫

正: 背伸肌力的加强，即在脊柱后部形成一个有力的肌肉夹

板，对脊柱的稳定起重要的作用［B］: 另外应注意的是后期下

地活动时间不宜过早，一般至少在伤后 0 I B NO 以上: 垫枕练

功的最佳时机是伤后 > I 0 NO 内，此期应用此法的主要目的

在于使压缩的椎体达到最大程度复位，这是日后疗效与功能

恢复如何的决定性因素: 而 4 I 2 NO 后背部指数难以指望能

在升高，此后继续实施该疗法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腰背肌力

量，从而减轻症状，改善功能: 医护人员进行积极、耐心的宣

传、解释、说服工作是护理成功的起点: 只有掌握正确垫枕练

功治疗腰椎压缩性骨折的生物力学原理所在，树立科学护理

理念，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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